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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自幼随父学医。在考入安徽武备学堂

不久，他加入当地革命团体岳王会，接

受革命思想。后来，由于两江总督端方

严令通缉，他只好离皖赴粤投奔赵声。

此时，赵声在广州任广东陆军小

学堂监督。赵声介绍倪映典与革命党

人朱执信、胡毅生等相识，并介绍他加

入同盟会。他改名倪端，由赵声介绍

入新军任炮队见习排长。

1909 年春，赵声、朱执信、倪映典

等决计以运动军队为首要任务在广州

发动起义。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

起事大计。

可是，广州的军营却发生了意外：

大年三十中午，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

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

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

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

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8名新军士

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

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

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

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况。党人

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

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

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

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为

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

出。已知不放假的士兵于初二晨纷纷

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

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

初三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

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群情

激愤，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

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

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3000

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

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

抵达牛王庙时，起义军伤亡颇重。这

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

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

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

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

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

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

当即被击毙，终年26岁。倪牺牲后，

义军失去了领袖，次日清军四处搜

剿，义兵被俘百余人。

虽然倪映典牺牲了，可他的精

神永在。如今，在他的家乡合肥长

江路与胜利路交叉口附近的小花园

里，立有倪映典纪念塔，并建有映典

小学。 张亚琴

合肥人吴旸谷在1901年，就邀集同

学乡邻在合肥成立了“自强会”，泛览古

今及欧美哲理，研究伸张民志，复兴国家

的有效方略。

后来，他来到上海，与高荫藻等人创

办了青年学社，聘请蔡元培、秦效鲁主持

教务。由此结识陶成章、黄兴、龚宝铨、

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并加入了军国民教

育会。有一年冬天，前安徽巡抚王之春

秘密来沪，密谋与沙俄勾结，出卖东三省

权益。吴旸谷便邀集同乡万福华、刘光

汉、陈自新等人密议暗杀王之春。第二

年11 月29 日，万福华在上海金谷香菜

馆枪击王之春，事败入狱。于是，吴旸谷

便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认识了

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之后，吴旸谷被推选为

安徽分会第一任会长，专门负责安徽省

留学界入会主盟事务，发展了高荫藻、吴

春生、蒯寿枢、王天培、张汇滔、程恩普等

大批皖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光绪三

十一年冬回国后，在合肥，吴旸谷建立了

同盟会分支机构—— 江淮别部，对外称

为“武毅会”，并成立了武毅会的外围组

织——“合肥学会”。

辛亥武昌起义，吴旸谷与王天培等人

决定安徽首先响应。安庆光复之后，各界

领袖开会，推选安徽都督。众人一致推举

吴旸谷为都督。吴旸谷说：“南京未下，长

江中梗，革命发展，尚待进一步努力，我应

率师会攻金陵，不能坐镇皖省，”建议由王

天培任都督，自任民军经略。

吴旸谷在芜湖传令各方部队进军金

陵，而路过安庆的九江时，黄焕章部因索

饷不遂，纵兵掠夺，安庆藩库、军械局、各

大商号均被抢掠一空。吴旸谷闻知，急

返安庆，直入黄焕章司令部，怒斥黄部抢

掠害民行径，令黄焕章部撤出安庆。黄

焕章诈称认罪，暗与参谋长王则密划久

占安庆。在吴旸谷第二次到黄部送粮饷

时，黄焕章打死吴的警卫，于11月 18日

夜间向吴旸谷连开7枪。 吴旸谷牺牲

后，遗骸归葬于合肥。民国成立后，追赠

吴为陆军上将。 朱玉婷

吴旸谷：最早在合肥成立革命组织

“辛亥三上将”的历史传奇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汤奇学说，合肥当时虽然只是个小县城，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许多革命斗士，尽

管他们的英勇都是合肥之外的战场上表现的，可说到底，这些合肥籍的志士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比如拼将头颅为国酬的万福华、辛亥合肥光复的组织者孙万乘、安徽光复有功绅士的童茂倩、铁血军参谋

长王正藩等等，可最有名的，当数合肥“辛亥三上将”倪映典、吴旸谷、范鸿仙。

倪映典：
率领广州新军起义

在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中，同盟会元

老范鸿仙是其中之一。在民国历史上以

“国葬”的待遇下葬紫金山、陪葬中山陵

的只有两位同盟会元老，一位是谭延恺，

另一位就是范鸿仙。

1906年10月，范鸿仙在东京同盟会

《民报》刊载文章《刚德之学说》，开始了他

的革命生涯。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

很重要地位的《安徽白话报》，16岁的胡适

在报上练兵白话文章，后来成了中国白话

文运动的领袖。参与了于右任创办的《神

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

报》的笔政，以犀利的笔触震动了国人，孙

中山先生常说“范君一支笔胜十万师”。

为了进行“革命三策”中的中部革

命，范鸿仙等 33 位同志在上海组建了

“同盟中部总会”，《民立报》成为该会的

大本营。大家分头进行，仅仅两个月零

10天，武昌大革命就爆发了。其间范鸿

仙奔走于长江中下游各地，联络各方组

成联军，担任特别交通和筹款，自沪上运

送军资弹药以接济，成功光复了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礼

堂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在授奖南

京光复四百余名有功人员中，范鸿仙名

列第一。为巩固和保卫新政权，范鸿

仙亲赴江淮招募壮士组建“铁血

军”，亲任总司令，力主北伐。

二次革命失败，范鸿仙

流亡日本，是孙中山忠贞不二的追随

者。他带头加入中华革命党，党证号为

28号。1914年新春刚到，又传来消息，袁

世凯于1月10日，强令解散国会；孙中山

闻讯大怒，决定再次讨袁，召集范鸿仙等

多次商讨。决定了回国讨袁事宜，由范

鸿仙主持上海的讨袁。

可是由于他的保镖钟明贵已被收

买。9月20日深夜，四名凶手潜入卧室，

使范鸿仙身中七刀一枪，皆中要害，当即

殒命。准备起义的二百多名武装人员，

全部惨遭杀戮，一时血流成河。遇害时，

他年仅32岁。

孙中山闻讯，对战友的遗属允诺说：

“鸿仙身后事，就是我党事，他日革命成

功，一定为鸿仙举行国葬。”1936年根据中

山先生遗愿，隆重国葬范鸿仙于南京中山

陵东侧。 张亚琴

范鸿仙：孙中山的亲密老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