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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18日，位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
陕西南路)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一位身穿麂皮夹
克和骑马裤的男子走出了大门，身后还跟着一位
活泼可爱的少年。两人刚刚踏上停靠在中研院大
门口的汽车，突然，意外发生了，几名持枪的歹徒
从不同的方向冲过来，向着车内猛烈射击……

杨杏佛，名铨，1893年出生，江西清江人，早年
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并且加入了由孙中山领
导的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
府，杨杏佛追随孙中山到南京，在临时总统府秘书
处工作。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只持续了3个月，孙中山
和袁世凯“南北议和”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就解散
了，袁世凯表示愿意接收临时政府的所有官员，其
中也包括杨杏佛，但他们都不愿意到袁世凯手下
做事，于是就作为稽勋留学生，去美国留学。

稽勋留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首批官派留学生，
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其成员多为原先追随孙中山打天下的革命党人，
或者是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由临时
稽勋局以“酬勋”的名义派遣出国留学。这批留学
生热心向学，多数成才，其中杨杏佛、宋子文、张竞
生、任鸿隽、谭熙鸿、李四光等人更是成为中国近
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美留学期间，杨杏佛和一群怀抱着科学救
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
综合性科学团体——— 中国科学社，高高举起了科
学的旗帜。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月刊，这是中国第
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1917年，《科学》月刊迁往上
海，积极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是直至20
世纪40年代末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刊
物，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推进功不可没。

在美留学期间，杨杏佛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工
商管理和金融管理等相关知识。学成归国后，杨杏
佛来到武汉，在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担任成本
会计科科长。其间，声势浩大的“五四”青年运动爆
发了，上海等地纷纷相应。作为具有先进民主思想
的热血青年，杨杏佛认为汉阳铁厂的工程师学会
也应该有所表示，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然而，
令杨杏佛大失所望的是，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后
来，他就到了南京的东南大学去教书。

在学生们的眼中，杨杏佛是一名学识渊博、崇
尚民主思想的良师益友，备受信赖。然而，在校方
领导的眼里，杨杏佛却是一个不安分的员工，他时
常在校园里向学生们宣扬马克思主义，讲解资本
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一时间成为校方的心头隐患，
校方几次企图将他解聘，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
口。后来学校想了一个办法，对学校进行改革，把
整个工科都取消了，杨杏佛自然也就无法再教学
了。

1924年，杨杏佛再次找到孙中山，并随同他北
上，又一次成为了孙先生的秘书。同年，国民党改
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追随孙中山奔走
南北，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共

产党人真诚合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付出了
艰辛的奋斗。

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
宋庆龄的授意下，杨杏佛主办了《民族日报》，言辞
激烈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军阀官僚的
媚外丑态，唤起群众参加反帝斗争。

□这样一位爱国的仁人志士，究竟为何会招
来杀身之祸？这一切还得从风雨飘摇的上世纪30
年代的中国开始说起。

上世纪30年代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
府非但不抵抗日寇的侵略，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
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在加紧对苏区红军进行

“围剿”的同时，更是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大肆
屠杀同胞。全国监狱密布，特务到处横行，许多为
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斗争的仁人志士被逮捕甚
至惨遭杀害，国内政局令人毛骨悚然。

在当时蒋介石的黑暗独裁统治下，一批满腔
热血的爱国志士，携起手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坚决
的抗争。1932年12月29日，杨杏佛与宋庆龄、蔡元
培等民主主义斗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建立了一个进步政治团
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18日，杨杏佛陪同宋庆龄等人到
北京调查监狱的状况，之后，便在《申报》上发表了
文章，明确阐述了中国民权同盟成立的目的：一、
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
之废除而奋斗。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援
助，并调查鉴于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
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同盟的任务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
治，援救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爱国的、革命的政治
犯，争取民众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权
利。而同盟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又都是当时的社会
知名人士，因此，同盟的存在，让国民党政府既感
到惶恐不安又恨之入骨。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在
任期间，全力以赴地协助宋庆龄宣传反蒋抗日的
民主思想，并竭尽所能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关押
的进步人士。由于杨杏佛鞠躬尽瘁的工作，致使中
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一进步组织成为蒋介石极为痛
恨的眼中钉。

舆论普遍认为，蒋介石要对付的真正目标是
宋庆龄。宋庆龄作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
袖人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无论其政治
远见，思想深度，还是个人品格和情操，都为世人
所景仰。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席，宋庆龄是蒋

介石真正想要除掉的人，那么，既然如此，杨杏佛
却又为何成了蒋介石的刺杀目标呢？

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民主主
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宋庆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在国际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以三民主义为
立国之本的中国，她所拥有的巨大感召力是任何
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蒋介石既然以孙中山的继
承者自居，他就不得不有所顾忌。正是这种顾虑，
使得蒋介石对宋庆龄迟迟难以下手。

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杨杏佛其实就是宋庆
龄的左膀右臂，只要砍掉了这个左膀右臂，宋庆龄
的民权保障同盟也就无法有所作为了。

□自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之日起，杨杏
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
吓。然而，杨杏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此根本
不予理睬。

1933年6月18日清晨，亚尔培路上像往常一样
安宁。时间刚过六点，街上人烟稀少。这时，一辆轿
车在街角的隐蔽处缓缓停下，车上坐着几名神色
诡秘的男子，他们警觉地观察着窗外。突然，四人
同时打开了车门从车上下来，快步朝不同的方向
散去，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影。他们不是别人，正是
蒋介石派来取杨杏佛性命的杀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7点左右，杨杏佛
出现了，身后还跟着一位活泼可爱的十几岁的少
年，他便是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父子俩走到院
中，跨上了杨杏佛惯常乘坐的那辆小轿车，然而，
上车之后，杨杏佛才发现，中研院用来接待客人的
备用敞篷车堵住了通道。杨杏佛没有多想，就带着
儿子下了车，换到了停在前面的那辆敞篷车上。然
而，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决定，使得杨杏佛父子陷入
了万分危急的险恶处境。

汽车缓缓地发动了，正当敞篷车从中研院的
门口开出，缓慢地拐到大街上的时候，持枪的杀手
们突然从街道两旁冲出，围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
刹那间，枪声大作。

事实上，这场刺杀杨杏佛的行动蓄谋已久。早
在1933年的4月至5月间，戴笠就已经接到了暗杀
命令，这个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
了指挥部，亲自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后不久，戴笠便开始了
部署。第一个步骤就是监视杨杏佛，以便找出他的
行动规律，伺机下手。

特务们很快发现了杨杏佛有骑马的爱好，他
们当即认为，在马场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
也最有把握。不料，方案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

蒋介石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
区，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他坚持一定要在法
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暗杀。

杨杏佛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就在法租界内，所
以特务们最终决定就在中研院附近进行布置，准
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执行暗
杀。负责刺杀行动现场指挥的是军统华东区行动
组组长赵理君。

参加刺杀行动的人员共有六名，实施行动之

前，所有人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便
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刻自杀，决不能泄露
军统的行动计划，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1933年6月18日，赵理君一大早就带领
执行刺杀的凶手过得诚等人来到中研院附
近，守候伏击。

当杨杏佛的汽车徐徐驶出中研院的大门
时，街道两旁突然冲出四名身穿短衣的持枪
歹徒，围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刹那间，枪声
大作，司机胸部中弹，翻身下车，逃命而去。

从听到第一声枪响的一刻起，杨杏佛就
意识到，这阵枪林弹雨必定是冲着自己来的。
千钧一发之际，护子心切的杨杏佛立刻趴在
儿子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着
年幼的儿子。凶手分别从汽车的左右两侧，继
续向杨杏佛射击。

附近的邻居眼看着凶手们逃之夭夭，却
没有人敢上前救助。此时，中央研究院对面三
六二号汽车公司的俄国职员培克从楼上飞奔
下来，迅速跳上驾驶座，猛踩油门，载着倒在
血泊中的杨氏父子向医院飞驰而去。

俄国人培克驾车将杨杏佛父子送至金神
父路的广慈医院救治。稍作检查之后，医生便
无可奈何地宣布杨杏佛伤到了要害，已经气
绝身亡。而杨小佛仅仅是右大腿被子弹擦过，
伤势不重，经过治疗，被送入了病房。

杨杏佛被刺身亡的消息一经传出，有识
之士无不感到悲恸愤慨，唯有戴笠为此洋洋
自得。然而，一个意料之外的小插曲，却使得
戴笠的愉快心情大打了一些折扣。六名行刺
歹徒之一的过得诚在行动中中弹受伤，被警
方逮捕后送往医院救治。特务们违反誓约，没
有做到不成功即自杀，戴笠为此感到十分气
恼。

戴笠马上通知了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
长的军统特务，叫他带上一包毒药，通过捕房
的关系去接近过得诚。只是，还没等到特务动
手，住在广慈医院里的过得诚已经因为伤势
过重而死了。

杨杏佛被暗杀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
民党还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伪上海
市长吴铁城照会了法租界当局，要求限期破
案，缉拿凶手，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为新中国
奋斗》一书上，录有宋庆龄的《为杨铨被害而
发表的声明》。文中说到：他们所雇用的凶手
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
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
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
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
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
地斗争下去，加倍努力，直到实
现我们的目标！

杨杏佛被刺案

杨杏佛（右一）与宋庆龄等合影

杨杏佛怀抱幼年杨小佛与家人合影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张军勇

10月份，由威海市档案局编纂的双语图文版
历史新作《1398—1949岁月威海》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共10万字，收录了馆藏的480幅珍贵老照片，
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专门派人赶赴英国翻拍、
收藏而来。

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那些来威
的外籍人士更多地聚焦于迥异于西方文明，而威
海人自身又习焉不察、且至今早已遁于无形的那
些传统景物，老照片的价值由此更加丰富而长久。

镜头的背后，是西方摄影师审视的目光。伴随着
老照片，西方视野中的近代威海，呈现在人们面前。

天然良港，军事要塞

威海被西方所认识，有史料记载的始于19世
纪初。1816年8月27日，英国“阿尔塞斯特”号护航
舰和“里拉”号帆船勘查朝鲜海岸途中，来到威海。
随行的巴塞尔·郝尔上尉在航行记录中，仅留下了
一点关于威海的风和气候以及岩石质地的简短描
述。1832年7月14日，东印度公司间谍船“阿美士
德”号侦察中国沿海口岸时，来威停留一天，随行
的德籍传教士、著名汉学家郭士立留下了西方对
于威海人的最初评价。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
时，英军再次来到威海。1898年英国战舰破涛东
来，威海在殖民体制下被迫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
西方人漂洋过海来到威海。

在这些西方人的眼中，威海首先是个天然良
港，军事要塞。英国国会议员贝思福将军以及文职
海军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告诉议会：“这座海港是
一处优越的海军基地，潜在价值非常高，她可能是
全中国最优良的深水港，并且除了香港以外，她是
唯一能让战舰停泊在海岸附近的海港，远远优越
于胶州。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该基地都能给海
军带来极大便利……她的作用应类似于直布罗陀
对地中海基地所发挥的作用；她同香港的关系也
应类似于直布罗陀同马耳他的关系。”

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除军事考虑外，还希

望借此为英国夺得外交和商业方面更为广泛的利
益：“威海卫的优势在于她是一处海军基地，其所处
区域的重要性正在迅猛增长，其商业活动的规模也
在逐年扩大……在华北，我们有必要拥有一处海军
基地，而威海卫将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毫
不怀疑她在商业利益方面能充分满足我们。”

早在1900年，马来州总督瑞天成爵士来威考
察后，就向伦敦报告，“威海卫是香港至大连湾之
间最好的港口”。殖民部也认为“在威海卫造船很
方便，汽船可以在任何风力下装卸货物，中国没有
其他港口可以使船舶如此近地靠岸停泊。”港英政
府的调查报告也指出“威海港地理位置优越，轮船
可以全天候装卸货物，再加上肥沃多产的土地和勤
劳苦干的人民，出口贸易的发展绝非遥不可及的
事。威海卫显然能够更好地同华北其他港口抗衡。”

旅游胜地，度假天堂

在近代西方人眼中，如果说对于威海其他方
面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分歧，那么在气候和旅游
方面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处处充满了溢美之词。

最先认识到威海气候优势的，是踏遍四海的
英国海军。海军大臣告诉议会：“威海卫的气候在
世界上无与伦比，最有利于人类健康，具备发展成
疗养胜地的一切有利条件。”普通海军士兵也普遍
认为：“从气候和健康的角度看，夏天的威海卫是
最好的去处。”

英国殖民部这样来评价威海的气候：“威海卫
的气候出奇地好，简直完美无比，在东方独一无
二，甚至举世难找。一年四季都有益于健康，是全
联合王国最适合于建疗养院的地方……毫无疑
问，只要能够提供足够住所，很多欧洲人就想迁到
威海卫。所以仅凭气候条件，威海卫就可以称得上
大英帝国的一处有价值的领地。”

除官方以外，在普通侨民的心目中威海又是
什么形象？布鲁斯是一位英国古典文学硕士，曾供
职于被英国人视为远东最优秀的欧式学校——— 威
海卫学校，190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面向西方宣传
威海的作品《威海卫租借地》。在书中，布鲁斯写

道：众所周知，威海卫具有一流的气候。军事家推
崇她的军事价值，政治家看重她的商业潜力，但都
赞同她宜人的气候……作为疗养基地，威海卫没
有任何可挑剔之处，上帝已经把她塑造得完美无
缺。简言之，一年四季都处于最佳状态，没有理由
不发展成全天候的健康基地。

丹麦犹太人马易尔是当年上海最大的外资企
业慎昌洋行的老板，该洋行隶属美国摩根财团，是
美国最大的对华机械出口企业。自1913年起，马易
尔在威海固定包租了一套海滨别墅用于家族度
假，一直到1935年去世为止，前后历时达22年之
久。他的女儿安妮特回忆：“从我记事起，在中国期
间我们所有的夏天都是在威海卫度过的……(每
年前往威海卫的)航行中都颠簸得厉害，并且我们
经常晕船，但一想到目的地是威海卫，就会觉得所
有的劳累都是值得的。”

同马易尔一样，“对于香港、上海和远东其他
地方的侨民来说，威海卫是首选的海滨避暑胜
地”，“所有曾享受过这一气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
种经历，并时刻引诱着他们来重温一次。”

度假游的兴起导致来威的外国人迅速增多，
暑期街面上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随处可见。1934年
的数据表明，当年城区人口不过两万来人，而来威
避暑的34艘英国兵舰携带的官兵就达7800人，这
还不包括同期来威的十六艘美国、意大利、日本兵
舰官兵以及驻华外交官、中外客商、社会名流等形形
色色的各路游客。这批人来威绝非走马观花、来去匆
匆，而是一呆几个月，甚至长达半年。即便事过几十
年，几乎所有来过威海的西方人依然称其为“天堂”，
在威海的那段时光“如同天堂乐园般的快乐”。

民风淳朴，因循守旧

1832年郭士立来威时，认为“如果给予很好的
训练，他们会成为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是我所见
到的所有中国人中最勇敢的”，这是西方视野里威
海人的最初形象。

英国租借威海后，西方人得以近距离地走进
威海社会深处，其观察也逐步全面而深入。在英国

人看来，“从整体上讲，这里人未受教育。但他们，
尤其是农民，对外国人非常友好和客气，与南方人
的粗鲁喧闹明显不同。他们性子慢，不会冒犯人。
一般来说，其道德水准完全和苏格兰大部分农业
地区的人一样，尊重传统、尊老爱幼”。

1902年任职英租威海卫行政长官的骆仁廷在
职19年，是英租威海卫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行政长
官，他在给殖民部的报告中写道：“在管理过程中，
这里(威海卫)的华人并不像某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
人所描述的那样难以管理……中国人像其他人一
样存在缺点，但也有其优秀之处，那些批评者们往
往视而不见。从管理的角度而言，中国人是很好统
治的，因为他们信奉家族权力，他们的主要愿望就
是管好自己的家庭，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要
持重、有序、对父母子女和善，他们节俭、勤劳和安
分。当这些优点占主导地位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中
国人又比那些蔑视或批评他们的人都要优秀。”

担任过溥仪洋帝师的庄士敦于1927年任威海
卫行政长官，对于威海人“好管理”是这样解释的：

“威海人情愿接受英国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
们模糊地认为，我们是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和良
好心意才来到威海的，某种程度上是在执行中国
皇帝陛下的庄严愿望，他们仍然称我们为洋人，视
中国为大国。即使在那些不愿看到我们离去的人
中，也根本没有半点对英国统治的忠诚感情。他们
认为，自己的皇帝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理由，暂时
委托某些英国官员管理威海卫，而且无疑在适当的
时候，皇帝会取消这种安排。因此，如果英国人胆敢
劝说他们，即便是皇上不愿意，也不能使外国人马
上离开，那必将会遭到他们的愤然驳斥。总之，威海
人之所以默认英国统治，是因为他们的上司——— 山
东巡抚，已经表示默认。但是如果中英之间出现外
交纠纷，巡抚直接或间接下令，不再尊重威海地区
的英国人，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就会在租借地居民
中引发起一种惊人的反抗外国势力的情绪。”

让威海人在旧的生产方式上生活下去是英国
的最好选择。庄士敦和骆仁廷也是相当成功地用
中国人的统治手段去管理威海卫，直到上世纪30年
代初，威海人的思想行为与前一个世纪并无两样。

■ 沧桑齐鲁

1898年，英国战舰破涛东来，威海在殖民体制下被迫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威海卫 □ 彭辉 张军勇

1898年～1930年，英国对威海卫进行了
长达32年的殖民统治，使威海成为我国除澳
门、香港、台湾之外遭受外国殖民统治时间
最长的地区。但由于1930年英方撤离威海
时，将所有档案全部带回英国，人为地造成
历史的断代、记忆的空白和令人反思历史的
盲点。为了完善这段历史，威海档案工作者
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查遍了国内所有的档
案馆，而关于威海的这段历史，记述得非常
简单，大多只是寥寥数语。

为了弥补这段历史的空白，1998年，威
海市政府向英国派出了第一批四人档案查取
小组。查取小组在英国呆了12天，除了其中
一个星期天档案馆休息不对外开放外，其余
11天，从早晨档案馆开门直到晚上关门，四
个人都在紧张地工作。尽管这样，他们查到
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资料。1999年和2002
年，威海市又两次派出档案查取小组先后赴
英国。在这两次档案查取中，他们走访了英
租时期在威海生活的英国人后代，获得了翔
实的第一手资料。就这样，三赴英伦，耗资
百万，档案查取小组带回大量珍贵史料。

查取到的档案共分两部分，一是文书档
案，共1540卷，二是照片档案，共2843张，
均为馆藏珍品。主要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沃森大学、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英国民间。其中文书
档案涉及英租威海卫32年间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包括英国
议租、议交威海卫的重要背景资料；殖民政
府公报、法令、各类行政管理档案及年度工
作报告；英国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有关
威海卫的档案；外国传教士在威海的活动；
英国在威驻军档案；在威外商档案；威海人
民抗英起义及学潮档案；威海对外经济往来
档案；自然灾害报告和历年气象资料；威海
卫行政长官骆仁廷与袁世凯、孔令贻、周
馥、杨士镶、袁树勋、何东、辜鸿铭、徐悲
鸿等大批军政要员和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档
案……照片档案则真实记录了殖民政府进行
重大活动和英国海军及殖民军进行军事活
动，直观地再现了英租威海卫不同时期的旧
城面貌、风土民情和自然灾害等历史信息。
此外还包括行政长官骆仁廷、庄士敦在香港
任职期间及出访山东、北京等地的历史照
片，以及辛亥革命后满清贵族、北洋政府军
政要人来威避难时的照片和日军侵占刘公岛
的一批照片。

英租威海卫史是我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的抢救、收集工
作，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现存英
国的这部分档案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
现在取回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要达到完整
地反映这段历史概貌，有效地填补空白，还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相关链接·

修补城市历史

子骡轿是民间小康人家的代步工具，摄于1909年。天后宫街景，摄于1902年。 露天戏剧演出，摄于1904年。 刘公岛铁码头处的景观，摄于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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