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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人物记》系列报道之四

公元 1911年 10月 10日，中国近代史
上最为使人振聋发聩的一场大变革———
辛亥革命爆发。千年睡狮，发出惊天动地
的怒吼。

在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临海
也涌现出许许多多先驱者，在孙中山先生
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寻求富民强国之路。
面对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目睹祖
国山河破碎、大陆沉沦，这些先驱者以振
兴中华为己任，“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
厦之将倾”。勇敢地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
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杨哲商，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抱着“牺牲个人，

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为将来”、“以个人
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
基”的革命志向，舍身报国，献出了自己年
轻的生命。

杨哲商牺牲的时候，年仅 28岁，并无
后嗣，唯一的养女杨韵清（亦作杨云青）也
已离世。关于杨哲商的革命经历，已经没
有在世的见证人和讲述者。只能通过杨韵
清遗留的回忆和书本所记载的往事，以及
在临海所有与杨哲商有关的地点，来了解
那个年代里所发生的点点滴滴。

思想熏陶 投身革命
台州中学退休教师沈启伦是杨哲商

妻子沈美芳的姑侄孙，在他家里还存留着
关于杨哲商及杨韵清的遗物和部分资料。

资料中记载，杨哲商，临海城关旧仓
头人，其远祖从福建迁居于此。杨哲商幼
年丧父，由母亲毛氏抚养成人，少时就学
于临海三台书院，好读书而不拘泥于章
句。不少记录杨哲商事迹的文稿中皆称他

“喜谐谑，胆识过人，兼娴技击”。
中学毕业以后，杨哲商曾在县学（科

举废除后改为近圣小学）任教。此间，他与
王文庆、周琮、屈映光等人结为好友。1907
年，因为愤于学校管理不善，他毅然告别
家人，只身赶赴上海，求学于王文庆创办
的起东学校，起东学校旨在宣传革命思
想，造就军事人才，这也让思想先进的杨
哲商如鱼得水。在那里，他广泛阅读了《革
命军》、《浙江潮》、《警世钟》等进步书刊，
接受了革命思想，王文庆对他颇为赏识。

经王文庆介绍，杨哲商结识了著名的
女革命党人秋瑾，并担任了沪、绍之间的
联络员，而后，由吕公望介绍，杨哲商参加
了革命党组织光复会。

7月 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旋失败
被害；15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壮烈牺
牲。此时杨哲商正与陈韶（字舜美，临海
人）奉秋瑾命令，为皖浙起义之事分赴嘉
兴、湖州，运输军火、粮食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林辉对杨哲
商生平事迹颇有研究。他在《“报国拼此
身”的辛亥烈士杨哲商》中写道：“对这一

连串的事变，杨哲商事先毫无准备，一直
不相信自己最敬佩、信赖的秋瑾女士会

‘出师未捷身先死’。直到於振越（字啸秋，
黄岩人）、陈韶从绍兴探明情况回来，讲述
了秋瑾牺牲的经过，杨哲商才‘大恸失
声’，悲愤至极。”

痛论天下 宣传革命
面对恶劣的局面，杨哲商并没有退

却，没有失望，而是继续秋瑾没有完成的
事业，返回了故乡临海。在“耀梓师范学
堂”任图画课教师，坚持革命活动。

当时，在临海的光复会成员杨镇毅、
屈映光、周琮等人创办的“耀梓体育学堂”
与绍兴的大通学堂相呼应，培训台州的革
命党人。大通学堂被封闭后，“耀梓体育学
堂”被牵连，遂更名为“耀梓师范学堂”继
续开办。

据何林辉在《“报国拼此身”的辛亥烈
士杨哲商》中介绍，课后，杨哲商常与本校
的历史教员唐荣甲（字友三，临海人）在学
校办公室“四照楼”里，“相与痛论天下事，
辄抵掌抗声，罔所避忌”。他还积极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借此机会结识进步青年，向
他们秘密宣传革命道理。杨哲商曾在台州

六县中小学运动会上担任组织和宣传联
络工作，还在一场名为“天足运动”的活动
中发表演说，历数女子缠足危害，号召妇
女解放，顺足以天性。

遭遇挫折 矢志不渝
1908年夏天，耀梓学堂的主要成员先

后分赴苏、沪、浙、皖等地参加起义的准备工
作，学堂停办。11月上旬，杨哲商等接到光复
会总部的通知，得知熊成基将在安庆率新军
士兵起义，于是决定奔赴安徽参加起义。但是
当他抵达上海时，熊成基起义已经失败，消息
传来，杨哲商义愤填膺，决意不顾个人安危，
单身冒险直入，经大哥杨旭初和同志们的劝
阻后才作罢返回临海。

这次起义的失败对杨哲商打击很大。
据《“报国拼此身”的辛亥烈士杨哲商》中
记载，他曾对其他同志说：“革命起义一败
再败，同志摧残，精华殆尽，数载以来，崎
岖走南北，入死出生，日日抱革命宗旨，向
犹余望者，至此绝望矣。”

不久，杨哲商特地登上城西南的云峰山，
瞻仰明末抗清志士、乡贤陈函辉（原名炜，
字木叔，号小寒山子）祠堂。“仰天椎心，泣
数行下，一时猿猱杂应。”在先贤精神感召
下，杨哲商重新振作精神，投入到革命运
动中。

秘制炸弹 失慎殉身
1911年夏末，杨哲商与王文庆等人借

学务支应局组织了台州的革命秘密机
关———台州国民尚武会。10月 10日，武昌
起义一举成功，次日成立湖北军政府。捷
报传来，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此时，王
文庆在上海专函召杨哲商、屈映光等赴沪
参加起义准备工作。

当时光复会总部秘密在法租界内嵩
山路“维昌洋行”三楼设立了一个专门制
造炸弹的制造部。杨哲商等抵沪后，遂由
他们负责。他们将硝镪水、黑铅等置于玻
璃管内，封紧两端后装入香烟灌、牛肉罐
等铁盒内，四周再用硫磺粉、盐酸、多角铁
片塞满，加盖封口。这种土制的炸弹在一
丈见方的范围内杀伤力很大，而且制作方
法简单，一人一天可做四五十枚。

此时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22日湖
南、陕西起义；继而山西、云南、江西等先
后宣告独立；上海、江苏、浙江的起义正在
紧张筹划准备中。

期间杨哲商多次与陈其美、尹维俊等
作为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代表赴杭，在太
庙巷吕公望寓所秘密谋划起义的事宜。回
到上海后，他又夜以继日地赶制炸弹。

据资料记载，11月 3日，杨哲商参加
了光复军攻打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营救陈
其美的战斗。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抓紧
举行杭州起义，并一再召促杨哲商等来杭
参议。但是杨哲商觉得战事紧急，需要大
量炸弹，如果全部人都去了，势必要停止
炸弹的制造工作，万一战场上没有足够的
炸弹供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决
定让周琮等去杭州，自己则留下继续制造
炸弹。

4日晚上，杭州起义胜利。5日，浙江军
政府成立，同时，江苏也宣告独立。至此，江浙
一带唯有南京尚未光复，于是革命党人马上
筹划组织江浙联军北伐，攻取南京。

战事一波又一波进行着，各处所需的
炸弹数量也逐渐增多，杨哲商顾不得休
息，每天都在紧张地赶制炸弹。

5日当晚，上海各报纷纷出号外，虚称
北京已攻破，溥仪已逃跑，清政府已彻底
推翻。各地革命党人得知此报，信以为真，
都欣喜若狂，竞相庆贺。6日凌晨，杨哲商
得到了这个消息，在王葆桢所著《杨旭东
传赞》中这样记载到当时的情况：“闻之矍
然起曰：‘果如此，死亦何憾！’不禁拍案叫
绝，灯花忽落，药乃爆，屋瓦皆飞，骸骨俱
化。於戏语竟谶耶！”

○人物简介
杨 哲 商 （1883-1911）

原名旭东，小名秀南。少时就

读于三台书院，毕业后即任教

于县学。1907年赴上海，继续

在起东学校就读，后经吕公望

介绍加入光复会。入会后，奉
秋瑾之命与陈韶等往嘉兴、湖

州筹措军火与粮饷。1911年

他与邑中同志李惠人、王文

庆、严秉钺等发起组织了台州

的革命秘密机关“台州国民尚

武会”。10月10日，武昌起义

一举成功，王文庆在上海飞函

召杨哲商、屈映光、周琮等赴

沪，准备沪上起义，哲商和周

琮主要负责炸弹制造部工作。

11月3日，哲商亲自参与攻

打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
其后杭州、南京相继起义，炸

弹的需求量剧增，哲商与同事

一道日夜制作，乃至通宵达

旦。11月6日凌晨，因过度疲

困，误触炸弹，引起爆炸，当场

牺牲，年仅28岁。

手造河山 失慎成仁
———追忆辛亥革命烈士杨哲商

□本报记者 李 欣文并摄

那些与杨哲商有关的地方
●哲商小学

哲商小学的前身为“台州耀梓体育学
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临海籍光
复会人士杨镇毅、屈映光、杨哲商等以办体
育学堂为名，在台州府城（临海城）组建光复
会在台州的分支机构，培训革命志士。取“光
耀桑梓”之意，定名为“台州耀梓体育学堂”，
与绍兴的大通学堂南北呼应。同年，“大通”
事发，秋瑾就义，耀梓体育学堂为适应革命
需要，改名为耀梓师范学堂，在先后近两年
时间里，耀梓师范生中许多人积极投身革命
活动，参加了辛亥革命时期“攻上海，复浙
江，下金陵”等战役。图画教习杨哲商为革命
献出了宝贵生命。耀梓是全国最早以体育学
堂命名、培训革命志士的学堂。

杨哲商牺牲后，1912年其生前师友杨
镇毅、屈映光、周琮等组织成立“杨社”崇祀
烈士，并以继续办学为重点，进行社会活动。
他们呈请临海县知事转前浙江都督批准。由
省拨银洋 2000多元，向社会捐筹 4000多
元，为祭祀及办学费用。1913年秋，在杨哲
商原来工作过的耀梓学堂旧址创办哲商小
学。1932年，学校改为县立，杨哲商之女杨
韵清任校长。1937年重归“杨社”办理。抗日
战争期间，因敌机轰炸，学校停办。1946年
复办。1951年，与何氏、正业两小学合并，迁
址何氏小学，仍称哲商小学。1952年转为公
办。1960年，并入台州师范附属小学，称台
师附小，由地区管理。1961年随附小迁回哲
商小学原址。1971年改名为人民小学，管理
权属下放到县。1985年复名。当时，中国书
法协会副主席陈叔亮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解放前，哲商小学以“纪念烈士，光耀
桑梓”为办学宗旨，学校建立了住校、奖
励、纪念烈士等规章制度。挑选教员讲究
质量，突出一个“贤”字。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商小
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解放初，学校只有二

位教师，学生不足百人。以后由于人民 政
府重视，学校先后兴建教学楼、礼堂、宿舍
等。1978年，学校被列为台州地区、临海县
重点小学后，规模扩大，设备改善。

在哲商小学校园里，有一座鲜为人知
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名为四照楼。此楼
镶嵌在高楼之中，从外到内，一切都显得
平庸无奇。但是，翻开它那深厚的文化史
迹，却让人惊赞不已。

四照楼，系台州试院所在地，是台州
选拔秀才的考场，始建于乾隆十年
（1745）。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入境被
焚毁。同治二年（1863）知府韩承恩、三年
（1864）知府刘璈，筹款重建四照楼。

四照楼，顾名思义，就是四面采光，八
面通风。此楼始建时高达三层，巍巍耸立，
气宇不凡。时为台州府城最高的楼房之
一。登上四照楼，近观东湖，碧波荡漾，心
旷神怡。远眺巾山，草木葱茏，群塔峥嵘。
多少文人墨客，登楼远眺，留下了许多赞
美巾山的篇章。如清代李元澄在《四照楼
望巾子山赋》中这样写道：

“登四照楼而望之焉，山色空濛，山光跌
宕，雨洗层峦，霞飞叠嶂，排列岫如伯仲，后先
无滕薛之争；罗两峰若儿孙，左右效夷齐之
让。不数才人学士，吮笔长吟；几多星使词曹，
临风畅望。云山依旧，风月常新。远望之则地
多浮瓂，近望之则境绝纤尘；俯望之则势摇山
岳，仰望之则气引星辰……”

辛亥革命时期，杨镇毅、杨哲商等以
四照楼为光复会在台州的秘密议事厅。民
国时期改为杨哲商烈士祠。临海解放以
后，1952年至 1954年 4月，为临海县人民
委员会在临海城关的第二个驻地，县长鲁
川等在此办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由哲
商小学使用。

●杨哲商墓

杨哲商牺牲后，因为战事紧张，尸

体经自新医院收殓后，由上海红十字会
厝柩于苏州留园。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
闻讯后，即为起筹措临时恤金。浙江军
政府都督汤寿潜以“手造河山”字额旌
其门。1912年 8月，浙江省参议会决
议，将烈士灵柩运回浙江，与陶成章、
沈由智合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凤林寺前，
人称“三烈士墓”。并与陈伯平、马宗
汉烈士一起附祀于徐锡麟祠堂中。烈士
忠骸则运回故乡临海。当时，还在杭州
国民公所举行过隆重的追悼会，各界人
士及烈士生前好友、邑人等纷纷前来致
哀。

1936年，在烈士生前所喜爱的风景
胜地东湖，仿照杭州杨坟的样式建造了
杨哲商烈士墓，烈士忠骸始迁于此，以
为后人永恒的瞻仰和纪念。

1983年，杨哲商墓被列为临海市文
物保护单位。

●杨哲商故居

在古城广文路 4号，有一处幽静
的院落，斑驳的台门和石板地记录下
历史的印记。台门西侧有一块石碑，
上书“杨哲商烈士故居”。迈入台门，
穿过一道走廊，里面是一处并不十分
宽大却很地道的江南四合院，院内的
正横房屋至今仍保留了清代民居特点，

非常古朴雅致。正屋背后，还有东西
相对各三间的后厢房，两翼之中是一
处小花园。

据了解，杨宅的建筑结构，是以
13间四合院为主体，再在内台门外前
伸两阁楼，形成前有阁楼后拖凤凰翼
的前伸后挂大宅院，尤以正面两阁楼
显其风雅，成为古城颇具文化内涵的
民居建筑。杨宅是杨哲商的出生地和
他参加革命前的住所，为其上辈所建，
迄今已有 150多年历史。

原先杨哲商所住的东厢房，现在
已经转卖给了一户人家，婆婆已经上
了年纪，对于以往发生的故事却也不
大记得。当记者徘徊在四合院中间的
时候，听到从后面花园传来一阵砍柴
的声音，循着声音走到后花园，一对
中年夫妇正在操持着家里的事情。

妻子朱雪微告诉记者，丈夫杨鸿
康是杨哲商大伯的后人，这处院落就
是杨家老宅，杨家祖辈就居住于此，
直到他们这辈。杨哲商的养女杨韵清
逝世前也是居住在这里，他们喊杨韵
清姑姑。

在他们的记忆里，杨韵清是一个
很慈祥且知书达理的老人，虽说深居
简出，但是思想非常先进，很容易接
受新事物，对他们的孩子特别亲，孩
子们也喜欢和她在一起。

杨韵清去世以后，住在这里的杨
家人就只剩他们一家。厚重的院落中
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杨家人平凡的生活，
而这一丝烟火味，就是故居最好的存
在感。

在离开杨哲商故居之前，沈启伦老
师又向记者谈起一件关于故居的轶事。
这个故居里曾经还居住过另外一个大名
人，这就是散文家朱自清。朱自清在临
海浙江第六中学 （现台州中学） 任教期
间，就住在这座院子里。在朱自清的作
品 《一封信》 中还有这样的语句：“我
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说来可
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
的房子里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
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
上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
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已搁起来无人
用了吧？唉！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
一样朴实。”

杨哲商牺牲后，1912年 9月，
由周琮、洪士俊等在烈士生前工作
和战斗过的地方———耀梓学堂原址
成立杨社，以为纪念。社会各界纷至
哀挽，予为汇编，曰《杨社纪略》。

楚南李燮和都督挽联跋云：“杨
君哲商，去岁主任光复会制造部，失

慎惨死。燮和既为筹措临时恤金，复

为请于南京政府如例抚恤。近邦人

复为开追悼会于杭垣国民公所。爱

寄一联，借表哀思。”

王素常为王文庆堂妹，其挽哲
商联有云：

君多可死地：历年以来，大通也

可死，耀梓也可死，当攻取制造局，

设自告奋勇，则亦可死；

我本未亡人：光复之际，炸毁焉
未亡，幽囚焉未亡，即编入荡宁队，

仍全师归来，而终未亡。

严梓恭挽联跋云：“哲商与予同
任县学教务有年，每语及国事，辄慷

慨流涕。辛亥季夏，予偕李君惠人假

学务支应局组织“台州国民尚武会”

为革命机关。时王文庆与君亦在焉。

君曾与予述汤蛰老（寿潜）题张苍水

祠联，赞叹不置，若早有为国捐躯之

志，不意时阅数月，竟以成仁沪上

闻。“附联云：
报国拼此身，欲将真相穷摹，颜

舌比心留榜样；

离乡渺何处？应喜归骸有日，徐

祠秋墓共馨香。

杨社成员创作
哲商小学校歌

台山苍苍，灵江泱泱，烈士笃生

杨哲商。黄浦就义，政府酬庸，拨款

兴学示不忘。

莘莘学子，猛着祖鞭，相期入室
先升堂。广文开化，正学传薪，同留

纪念寿无疆。

杨社纪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