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光复后，庐州军政分府副司令方绋言率兵

光复庐江，李新桥光复无为和含山，李性存光复舒

城，张 信斋光复巢县。一时间，庐州附近方圆数百

里之内，都宣告了独立。当时有评论说，中国各处

光复秩序乱，只有苏州程雪楼和庐州孙万乘两处最

文明。

可是光复之后的合肥，并不是太平盛世。

两个军政分府对抗

就在孙万乘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合肥光复的同

时，合肥东乡李十一、王传柱、王亚樵等人占领了

李鸿章享堂和李家仓房，也宣布成立了庐州军 政

分府。于是，孙万乘派兵向大兴集讨伐。把“为什

么不能闹革命”的李家后 人李十一枪毙，把前往合

肥城内的庐州军 政分府理论的王 传柱经审判后

枪决。王亚樵听到消息后，逃到了上海。

不法之徒趁火打劫

庐州军 政分府成立时，经费全靠地方商绅主

没收非法资 产来提供，但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

一些宣布裁撤的税种又重新征收。

当时，三河镇是大宗粮食和鹅鸭 毛的出口地

区，有人见这其中有丰厚的利润，就提出恢复厘金

局由私人承包，巧立名目强征暴敛。导致新政权失

信于民。而一些不法之徒趁火打劫、敲诈勒索，社

会治安非常混乱，群众的生活也得不到安稳。

当时有乡下人进城卖 米，夜间在米市头枕米袋

休息，流氓王五故意在乡下人头上拉屎，两人纠

打。又来了几个流氓假意调解，乘乱扛走米袋。事

后王五被逮送军法处，通过群众大会公审枪决。

清兵不时骚扰地方

当时，军阀倪嗣冲率领军队驻扎在阜阳，镇压

革命党，对合肥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庐州军 政分

府派刘文明率军进剿，可是几个回合下来，大败而

归。刘文明仅剩数骑连夜赶回合肥。

而清军中的 散兵也不 时 路过合肥，骚扰地

方。有一次，一营清兵佯作攻城，实则要饷。令革

命党人疲于应对。

开履历求功勋

虽说革命胜利，但革命队伍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有人热衷做官，有人相互排挤，有人花天酒地，

有人损公肥私，有人还染上了鸦片。孙中山就职临

时大总统后，庐州军 政分府居然还号召革命人员

开具自己的履历，向南京方面请封赏。

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合肥陷入了

低潮。 朱玉婷

1911年 11月 9日，同盟会合肥分会在天后

宫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庐州军政分府宣布成

立。孙万乘任总司令，设有民政部，由李维垣

担任部长，两天后他辞职由周履平担任；巡警

部设立在博济医院内，由张践初任部长；财政

部设立在文昌宫内，由邓鹤仙任部长；参谋部

由刘亮章任部长，设在军政分府内执法部：由

许拙云任部长，也在军政分府内；秘书处徐炎

东任处长，戴膏吾任副处长；经理处李馨斋任

处长，葛质夫为副处长，负责筹款；顾问处聘表

商学各界人士为顾问，没有设处长。后来，又

推选方绋言为副司令，李弘绪为参事长，增设

交际处，由王兼之任处长。

军队各部的安排是，协统袁斗枢，标统季光

恩；第一营营长季九仙，卫队营营长夏永伦，模

范营营长余立奎，学生队队长万晏南，宪兵队队

长熊楚伯，炸弹大队队长周虎青，中队长鲍哲

文、范章甫，另外又组织了敢死队100名，由范章

甫交给朱介荪率领赴南京参加范鸿仙组织的铁

血军。后又成立第二、第三营及炮营，分别由李

海波、郭子清、黄鲁珍担任营长。

当天下午，军政分府通电中外，宣告庐州光

复。未放一枪，兵不血刃。

和平光复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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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县城的光复记

采访对象：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奇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时安徽的辛

亥革命情况是什么样的？

汤奇学（以下简称汤）：安徽是辛亥

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

安徽革命党人立即由秘密发动转为公

开夺取政权。1911年 11月5日，寿州革

命党人发动起义获得胜利，8日安徽宣

布独立,9 日庐州（合肥）、芜湖同时光

复，接着各县也先后光复。仅20天时

间，除亳县外全省均脱离清王朝的统

治，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记：与其他省份相比，您总结这场

革命有何特点？

汤：总的来说，安徽辛亥革命的特

点有几方面：首先，革命活动起步较早，

宣传独立则较晚。1900年，不少安徽志

士参加了自立军大通起义，1903年起革

命党在安徽新军中活动，1907年有巡警

学堂起义，翌年新军起义，是首次新军

起义。但安徽光复却较晚，在全国15个

独立省区中排第13。

其次，安徽独立受外部影响特别

大。武昌起义后，安徽迟迟不能宣布独

立，在外来影响下，安徽咨询局方决定

宣布独立，而皖抚朱家宝则遵从袁世凯

决定反正，以便继续执掌安徽大权。

还有一方面，安徽独立后一个月

内，先后5人6次掌过安徽都督印，政府

有七届之多，为他省所无。同时省内各

军政分府各行其是，大通军政分府的黎

宗岳更想袭取安庆，自任安徽都督。

记：为何会有这样的局面？

汤：究其原因，首先是1908年安庆

起义使安徽革命力量丧失殆尽，以至革

命高潮来临，安徽革命党无力成事，其

次安徽经济相对落后，资产阶级立宪派

未形成气候，未能像江、浙等省立宪派

大显身手。

还有一点与别的省份不同的是，安

徽反动力量比较强大。自马炮营起义

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安徽的控制，原安

徽巡抚朱家宝1908年比较迅速地镇压

了马炮营起义后，一直注意防范新军。

安徽光复后，他依然能利用反动势力、

落后势力，从革命党人手中夺权。安徽

特别是安庆的革命力量在一段时间里

不占优势，这就是安徽光复迟，光复受

外界影响较大，光复后政局混乱的最主

要原因。

记：合肥当时的光复，主要是靠同

盟会会员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汤：是的，从最初3年加入同盟会

者的名单可以看出，安徽籍盟员59名，

其中寿州人最多，20名；其次为合肥人，

7名；其他分属各州县，惟一无一人的是

安庆。而合肥光复中，起作用最大的正

是同盟会成员，但这些成员都不是合肥

人。辛亥革命期间，合肥出了很多志

士，像范鸿仙、倪映典、万福华等，但他

们主要是在外地进行革命。

记：翻查史料，这些同盟会员在当

时的省城安庆活动并不多？

汤：皖籍同盟会员回国后，一般都

是在家乡一带活动，较少去省城安庆活

动。1908年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同盟会

本应加强安庆地区工作，以便重新集聚

力量。但是他们未能这样做，大多数人

依然是各自在家乡活动。所以同盟会

员在寿州、合肥等地的活动相对活跃一

些，安庆地区则比较沉寂。这也说明同

盟会对省城安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记：合肥的立宪派在光复中起了多

大的作用？

汤：立宪派原先对清政府抱有厚

望，指望清政府能自上而下真正实现立

宪。清政府对立宪不感兴趣，使立宪派

越来越失望，不少立宪派在失望之后，倾

向于革命。他们的社会声望高，在获取

政权及稳定秩序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合

肥在当时只是个小县城，经济不发达，资

产阶级立宪派力量弱小，反动力量较

强。未产生像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闽、

张謇等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甚至可

以说合肥的立宪派尚未成为一支独立的

政治力量，因此在革命中和革命后所起

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 张亚琴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夏，成立于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乘机筹划武装起义。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第

一枪打响后，各省也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先后有鄂、湘、陕、晋、滇、赣、黔、苏、桂、皖、闵、粤、鲁、川等省宣布独立，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汇成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反动统治。

这场革命的熊熊火苗也燃烧了一个县城的激情，合肥。从响应到真正光复，合肥只用了30天的时间。 张亚琴

光复前的合肥，是清政府巡防营一营驻扎

城内，营长季光恩是时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长子

李国松向安徽巡抚邀请来的。李国松是四品京

绅，当时任县宪政筹备自治会总办、县商会会长、

庐州中学监督，大小的文武百官都要看他的眼色

行事，可以说，合肥地方的一切权力都操纵在他

的手里。巡防营明里是为保卫地方，实则是为保

卫李国松的自己身家。

李国松在合肥的势力过于强大，若与他正

面对抗，必定会增加难度。于是，同盟会员王兼

之便主动亲近李国松。王兼之当时不仅担任合

肥自治研究所的坐办，而且又是商会的坐办。这

种身份使李国松放松了对革命党人的警惕，反而

把王兼之等人当成了幕后心腹。见到李国松的

态度，那些府县官吏们也是以上宾礼节来对待革

命党人，遇到疑难问题，还经常和王兼之商量解

决的办法。为革命的地下活动创造了非常有利

的条件。

主动亲近清廷官员

孙万乘审时度势，派人与当时合肥民团团

长金贻堂取得了联系。民团有120人，套筒毛瑟

枪100支，枪支原来是李国松私人购置的，存放

在庐州学堂之内。1910 年交给金贻堂创办民

团。金贻堂与王兼之有亲戚关系，同时看到清政

府也是大势已去，便听从孙万乘等人的劝告，自

动交出全部人枪，听候改编。而革命党人又从别

的地方搞来一些枪支，联系了州府卫队的阎红脸和

陆华庭等人，集结了110人作为敢死队成员。

季光恩没了主意。革命党人又利用了他和

其五弟季九仙之间的矛盾，编造了季九仙将要

杀掉他取而代之的传言。季光恩信以为真，向

王兼之求救。王兼之表示，“你若回营，恐有不

利”，婉劝他留在合肥。季光恩只得听从革命党

人的劝告，率领全营士兵归顺革命。为了获得

更多的信任，王兼之把自己在日本留学时购置

的一把倭刀赠予了他，并誓称全力保证他的人

身安全。

智劝衙门官兵

感到时机成熟了，革命党人决定宣布合肥

独立，成为革命政府，由民团维持城内秩序，巡

防营担任城防工作，敢死队集合在天后宫广场，

专门担任军政分府的警备工作。一切安排就

绪，王兼之约同知县李维垣进行谈判。当时，李

维垣表示接受任何条件，可后又反悔，并调动人

马，准备抵抗。阎红脸连忙向孙万乘汇报，决定

让王兼之再到县衙劝说。李维垣看衙门内人心

都变了，情况十分不利，他只好接受了几项协

议：一是将县府改为军政分府的民政部，李维垣

担任部长；二是衙门内人事不予变更，全部录

用；三是县衙内库存的枪支弹药，点交军政府接

管；四是废除满清龙旗，改换五色共和旗帜。

而李国松的财产总管事和李国松开设的同

太钱庄经理邓鹤仙同意由李家仓房当典和钱庄

提款供起义经费。帮会头目夏永伦原先押在合

肥监狱，被释放后愿意邀集人马组编革命队伍。

约请知县谈判

财政部的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

征收合肥本年钱粮，二是没收大清银行资本，三

是没收盐局存仓官盐，四是收取庐州中学和地方

各财团的公共房地产租金，五是提用同太钱庄资

金和李鸿章家族在城内开设两处典当的资本，宣

布只赎不当，所有收入悉数解交军需处。一个冬

天，共解现金150多万元。

另外，还有自起义之日起，议决裁撤的内

地水陆码头厘局，只留运漕大关一处，所有进

出口货物，只须在运漕完税一次。这项现款由

征收机关直送解送军需处。

光复后的财政来源

光复后，
合肥的革命陷入低潮

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使在安庆的合肥旅

省同学会迅速做出了回合肥起义的决定。孙万

乘、夏仲谦、李次宋、戴膏吾、陈兴义、周梦兰等10

余人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当时的合肥，百姓

包括教师和开明士绅都是主张和同情革命的。

而且，同盟会早在当地就有了组织。在他们到

达合肥后，就与合肥的同盟会员会面商讨。王

兼之和李弘绪等人，自然也就成为了策划起义

的核心人物。

王兼之一直是以办理地方自治的名义联络

绅商学界的，到起义时机成熟之时，他就向知府

穆特恩、知县李维垣和李国松进行劝告，希望他

们顺应潮流，维护地方，不要反抗革命。听从王

兼之的劝告，李国松连夜逃往上海。他一走，合

肥城内人心动摇，谣言四起。同时，庐州中学的

一些学生，组成了敢死队，把柑橘包起来装作炸

弹，运往知府衙门，要求知府会话。穆特恩就被

吓跑了。

柑橘吓跑满人知府

立宪派尚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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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向革命军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