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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杨国胜

2017年8月17日中午，辛亥老人刘大同卓行碑
亭落成仪式在安丘市景芝镇芝泮村举行。刘大同
卓行碑亭坐落于芝泮村中的大同公园内，碑亭由
刘大同曾孙刘自力出资兴建。

“我曾祖刘大同，在东北的知名度，比老家高
啊。”天津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授刘自力先
生说，“我们山东老家习惯称曾祖父为老爷爷，家
里人也一直都是这么叫的。我的名字‘自力’就是
老爷爷给起的。我父亲是长孙，长孙得子，老爷爷
当然特别高兴，一反平日节俭的习惯，在天津国
民饭店大宴宾朋，并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意为‘自
食其力’”。

辽东第一佳山水，留到于今我命名
刘大同是安丘市景芝镇芝泮村人，原名建

封，又名石荪，字桐阶，号芝叟、风道人、芝里老
人、天池钓叟等。清末秀才。

据《安图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年)五月，刘建封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
率队勘奉(天)、吉(林)两省界线，勘察长白山及松
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之源。他带领5名测绘
员和16名士兵，披蓑衣、踏靰鞡，头笼碧纱，腰系
皮垫，攀藤扪石，“雀跃蛇行以进”,在寻暖江时，
他不幸坠马崖下，腹背受伤。伤势尚未痊愈，他又
开始踏勘天池诸峰，刘大同自己这样记述：“余寻
三江源，至河上坠马崖下，腹背受伤，危而复苏，
露宿河边。休四日饮山羊血、虎骨胶始就痊。”写
下了“白山有幸留知己，坠马河边死又生”的诗
句。

勘察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刘建封两次下临
天池。第一次于当年7月26日由西坡口下临天池。

“天气忽阴忽晴，如闻雷声，继闻鼓声，霎时雾起
眼前，一物无所见。雨止天晴，池中西南一带，全
形毕露”,看到池中四周，白沙环绕，绉纹如线。第
二次于当年8月3日由汩石坡再临天池。当日正值
天气晴朗,“近视之，水清如镜；远视之，池中五色
灿烂，现象不一，如云峰石映入，遂令十六峰，象
形命名：‘大者有六：曰白云，曰冠冕，曰白头，曰
三奇，曰天豁，曰芝盘。小者有十：曰玉柱，曰梯
云，曰卧虎，曰孤隼，曰紫霞，曰华盖，曰铁壁，曰
龙门，曰观日，曰锦屏。”大小16座山峰自此有了
名，他自豪地欣然赋诗：“辽东第一佳山水，留到
于今我命名。”

为三侄孙命名“天池”“浴池”“元池”

长白诸峰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并广为游客
赞颂。其中有一座山峰被命名“芝盘峰”，据说是
因盛产灵芝而取其名，可它显然蕴含了他的故乡

“芝泮”（过去写为“芝盘”）情结。
2017年7月31日下午，微雨中我们来到安丘市

景芝镇芝泮村。采访了刘建封远房曾孙、78岁的
刘之奎先生，他说：“我老爷爷为自己的三个亲孙
子起名为平民、平权、平等，这个好多人知道。另
外，他还为三个侄孙，也就是我父亲、二叔、三叔
起名，分别是天池、浴池、元池，这都是长白山的
池名。我二叔嫌浴池不好听，就把浴池改成了玉
池。元池，到底是哪个元，我也搞不清楚。”

记者查阅有关资料，了解到，刘建封命名“元
池”的这池碧水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的
仙湖——— 布儿湖。刘建封著作《长白山江岗志略》
记载：“因长白山东为第一名池，故名元池。”又在

《长白山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记载：“池深而
圆，形如荷盖。”因此，元池又称圆池、园池、玉莲
池。为使人人得瞻，刘建封在池边西北角立“天女
浴躬处”石碑一座。现在，在天女浴躬池旁的林道
边，有一个中英文标注的指引牌，使用的是“园
池”，并写有“直径约250米，相传是天女沐躬池”。

刘建封根据勘察的结果，撰写了长白山文化
专著《长白山江岗志略》和《长白山设治兼勘分奉
吉界线书》，并将拍摄的41幅照片整理成《长白山
灵迹全影》摄影画册，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

《长白山江岗志略》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长白山丰
富的资源，对名山大川、古迹逸闻、志怪传说、地
名源流、草木奇石、鸟兽虫鱼和人参珍珠等，无不
一一记之。刘建封可谓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
第一人。

《长白山江岗志略》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长
白山区地方志专著，具有长白山大百科全书性
质，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直到现
在，依然是人们研究长白山必不可少的著作。

卖老家土地资助安图建设
1909年11月，清政府同意在安图县设县，

鉴于刘建封踏勘长白山功勋卓著，推荐他为首
任安图县知县。

刘建封在安图县为政勤勉，发展农业生
产，开发森林，建砖瓦厂、石灰厂等资源产
业，还开办学堂、设立劝学所、教育公所等，
开启民智。“为了保卫边陲，他筹集两万白
银，建立了森林警察部队——— 松（花江）图
（们江）两江林政局部队，一方面开发森林资
源，另一方面保卫祖国领土。刘建封在任三
年，建树良多。”天津市民间文学研究会秘书
长曲振明说。

刘之奎说：“我老爷爷到安图县做官,曾卖
掉了不少老家的土地用来资助安图，他看到安
图人稀，开拓缓慢，万一打仗则更不利，于是
号召家乡诸城人到安图定居，现在安图县的汉
族人中大多祖籍是诸城（今诸城、安丘）。此
举正好迎合了清政府‘迁旗殖边’政策。然而,
他对于犯了法的老乡则不法外开恩。”

当地流传着一则轶事：一个老乡来安图后犯
了法，审理中刘建封说：“你给老家人脸上抹了
黑，本县定难容你，现发配你到山东诸城县老家
务农，不得返回。”刘之奎说，安图已近边境，再发
配就要出国界了，只好发配回老家了。

刘建封任安图知县近三年，恤民善政，筑
路建桥，招民垦荒，固边安邦，为时人所钦。

1898年加入“华兴会”

关于刘建封投身革命的最早记载，安图县
《刘建封评传》这样表述：“1898年，刘建封加入兴
中会。”而《安丘文史资料·刘大同专辑》有“1905
年，刘大同加入同盟会”句。据安丘籍文化学者张
漱耳考证，在此之前，刘建封加入的是“华兴会”，
而不是“兴中会”。他加入同盟会，就是因为已是

“华兴会”的成员，因为中国同盟会的创建班底就
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三家联合。

张漱耳先生考证查阅刘建封这段人生履历，
发现了《刘建封评传》中的舛误。兴中会是1894
年，即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
由此拉开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次年即发动
了“乙未广州起义”。当时孙中山的兴中会活动大
致范围在南方。即便四年后(指1898年)，孙中山的

“会力”范围也未及我国北方。
而这一个阶段，刘建封离家“闯外”，尚在燕

京搞古董收藏。其间，接触到了孙中山办的《民
报》，但毕竟没有史实证明与孙中山及其兴中会
成员接触过。只有到了奉天，他在那里结识了辛
亥革命的另一位大腕级历史人物宋教仁后，才有
可能入会。

张漱耳仔细查对，认为刘建封正是1898年与
宋教仁相识。1938年12月，刘建封写了一篇《被难
自述》，起首句即是“予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
1938年减去40年，恰好是1898年。

“如此说来，1898年他加入的不会是孙中山
的‘兴中会’，应该是黄兴、宋教仁为领袖的‘华兴
会’。后三会归一他成为同盟会成员。他写过一本

《民权释要》，由于至今找不到原著，我们虽不能
更详尽地看到该书的政治思想，但据其他阅过的
人旁证，这是一本以阅释孙中山言论为主旨的专
著。”张漱耳说。

易名“刘大同”，誓死为大同
在国际革命和国内反清浪潮风起云涌之时,

刘建封在东北结识了宋教仁、廖仲恺和徐镜心等
革命志士，他的革命思想越来越坚定。1911年9
月，安图县有家戏园开张，向刘建封求联。他慨然

疾书：“鼓动起四百兆同胞，才算一台大戏；妆扮
出五千年故事，真成万古奇观。”这副充满火药味
的楹联，揭开了安图民主革命的序幕。

刘建封提出“林肯放奴心，格氏均产议。世界
有转移,另造新天地”的朴素的大同主义，即平民
主义思想。刘建封任安图县知县后，又升任代理
海龙府(今梅河口)知府。时有好事者，竟将刘建封
所书的对联呈给锡良(东三省总督)，说刘建封确
实是革命党，并把刘建封擅离安图去千山讲学之
行踪及安图要举义的迹象密报。总督大怒，要兴
师问罪。

辛亥革命爆发,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
奉天同盟会辽东支部后，明为安图知县，暗为同
盟会会员的刘建封精神振奋，乐不可支，“莅海
龙、登长白、竖义旗”。他以知县和“统带松图两江
林、政局军队”的身份，将林军和警察全部召集起
来。他站在高台上，发表演讲，宣布安图独立，即
再也不受腐朽的清王朝所管了。刘建封性子急，
架势拉得很大，宣称成立“大同共和国”，通告中
外，并改名为刘大同。

不久，刘大同率领的起义军“兵屯吉林道”,
在牡丹岭与前来围剿的清兵遭遇，经过一场血
战，大获全胜。初战获胜，再战失利，之后南下东
渡。

易名刘大同，誓死为大同，他激情满怀，引吭
高歌：“桐叶一落天下秋，梅花一放天下春。试问
秋兴共多少，毕竟不如看花人。”他还为三个孙子
分别取名为“平民”“平权”“平等”，以示自己矢志
革命、创建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负。

人到黄花岗上哭，我来不敢放悲声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墓道上，有一方

立于1920年的刻有《九哭黄花岗》长诗的石碑。诗
云：“黄花岗上黄花开，黄花白骨共一堆。/有我招
魂魂其来，凄风吹上越王台……”那是1918年春，
刘大同南下广州时写的长诗。

1919年4月29日，刘大同又来到黄花岗吊唁。
当时大家敦请刘大同刻石以纪其事，刘大同应允
道：“岭南一片石，刻作党人碑，宜也。”而后物色
很久，未得佳石。第二年，朋友凌霄汉、高其峰、赵
文选、邓天乙、卢泽都、班麟书、何民魂、侯素、安
乐卤、沈智鲁、许超世、王朴、颜呙元、延秀珊、练
耀尘、张逸民等又予催促，于是刘大同不得已觅
一小石，嘱弟子李雪邨镌字，于1920年6月立碑于
黄花岗。根据碑刻末尾小识云：“余哭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自辛亥迄今凡九次。”

关于刘大同哭祭七十二烈士的文字记载，除
了《九哭黄花岗》诗外，还有《吊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墓》诗二首。其一为：“死生关系本非轻，一死千
秋死即生。人到黄花岗上哭，我来不敢放悲声。”
其二为：“烈烈丈夫七十二，都因救国亡其身；而
今岗上一抔土，只见黄花不见人。”

刘大同安葬千佛山
抗战胜利后，刘大同在济南大明湖畔百花洲

定居。他对晚年居住的泉城充满好感，以至在《千
佛山刻石》中写下这样的诗句：“相传舜躬耕，曾
在历山下。缥缈九默烟，瞬息千变化。航轨已交
通，济南冠欧亚。”

刘自力先生说，老爷爷1952年7月23日去世。
去世后，中共华东局山东分局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李宇超主持葬礼，葬于千佛山。刘自力说，李宇超
先生老家诸城，革命者。据老奶奶说，老爷爷救过
李宇超，敌人围追堵截，李宇超在老爷爷家住了
一个星期左右。

“我老爷爷的墓在千佛山和舜耕山庄的交界
处。去济南，见到舜耕山庄东边的立刨面，难过得
很！现在墓已经找不到了。那时，老奶奶老了，二
婶带两个孩子，老大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老二

还小，女孩，无一能办理手续的人，最后，就不了
了之了！”刘自力说。

早在1934年，千佛山上就建起辛亥革命山东
烈士墓，安葬了徐镜心等19名烈士。2017年8月10
日下午，我们专门跑到千佛山上考察，没发现刘
大同墓。站在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里，想刘大同先
生选择安葬千佛山，是不是有与战友同眠的想法
呢？

“百花洲里避尘嚣，惯向花枝挂酒瓢。”刘大
同曾自述理由：“少时应课尚志堂，遍游历下，湖
中风景首推历下亭，湖外名胜莫过于百花洲。”他
自号“百花洲客”，写有《百花洲志》。

刘大同写诗上万首，著有《吁集》《岭南吟》
《梅花吟》《齐鲁诗草》《芝城诗草》《百花吟》《历下
吟》《百花洲吟》等，其中吟咏济南的比较多。

刘大同能书善画，其左右手书法遒劲豪放，
其画长于花鸟尤擅墨梅。他画梅系受老友吴昌硕
影响，曾画四丈长的梅花长卷，还与徐悲鸿合画
过《梅石图》。

刘大同是明湖画社的资深社员，与郁巨川、
劳福泉、王友石等社友交往颇密。明湖画社向无
社址，总借山东图书馆前亭开会，前亭后来失火，
以致画社会员无处开会。回到济南定居后，适老
友国晋卿、张益三招饮于百花洲西侧之贫民工
厂，刘大同见其新建五间平房尚无人住，便开口
商借，用作画社活动地。

“来游千佛山，不见佛一个。想是浪游
人，佛亦避三舍。游罢赋归来，捡得石一片。
人言造佛像，我乃刻作砚。书我讨贼檄，写我
亡命诗。与我苦奔走，唯砚其知之。随我数十
年，交深莫言浅。民治如成功，功与汝者鲜。
我今作此铭，不觉而有感。世界若沉沦，与谁
共肝胆。”这是刘大同《历下吟百首》中的第
三首，看出他对千佛山的喜爱之情。这是刘大
同酒后所作，有诗后小识为证：“百花洲客酒
后录历下吟百首之三于千佛山右避嚣室”。

刘大同晚年每日与画社同人，早起散步湖
边，兴至写梅数枝；晚则烹明湖鲫，喝家乡的
景芝酒，唱古歌，赋新诗。或邀社中三五知
己，鸣琴吹箫，啸傲于风清月白之下，直过夜
半。他有诗曰：“桃源何处有，今日百花
洲。”

刘之奎说：“我老爷爷在安图县宣布建立‘大
同共和国’，这个壮举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震怒，
他们派风水先生来到芝泮村，看我们家的祖坟北
面是条沟，西面、东面都是沟，南面是条大路，说
这是块轿杆地，也有人说是篦量子地。风水先生
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祖坟就没有被毁掉。后
来，‘文革’期间扒掉了。”

考察刘大同先生的事迹，让人感慨。不禁
想到了他的诗句：不求一时荣，但争千秋誉。

■ 政德镜鉴┩导得

他踏勘长白山，寻找三江之源，以科学的论证维护了祖国疆域的完整；武昌起义爆发，他以吉林省安图县知县名义宣布布安图独立，

成立“大同共和国”，作为新生的共和政体，比孙中山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早两个多月。当年有“南有孙中中山，北有刘大同”之称。

刘大同：“不求一时荣，但争千秋誉”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要不是新闻界前辈的提醒，对刘大同的了
解，我还会等很长时间，也许永远无缘。缘结
于2017年夏。刘大同是安丘市景芝镇芝泮（过
去写作“盘、畔”，后统一写“泮”）村人，
他别号“芝里老人”。小村在浯水岸畔，离我
家不到五公里。惭愧惭愧，有眼不识乡贤。

2017年7月31日和8月17日，我两次来到刘大
同故里，见到了刘大同的曾孙刘自力、曾外孙
李经国，还有刘大同的远房亲属。第二次见
面，恰逢夏雨过后，与刘大同后人同酌景芝老
白干，就着正宗芝泮烧肉（“芝泮烧肉”是地
方名吃），谈关于刘大同的逸闻趣事，遥想先
辈把酒临风恒念桑梓的一个个细节。诚快哉事
也！

刘大同长我一百岁，1865年农历十二月十
九日生，享年88岁。以刘建封名行世46年，以
刘大同名行世42年。如果剖析他的一生，前半
生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辗转东北、日本、
广东等地，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诸如踏
勘长白山，寻找三江之源，以科学的论证维护
了祖国疆域的完整；倡导移民殖边，建设东北
边陲；成为安图县第一任知县，发动辛亥安图
起义，首倡共和；投身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
为国家和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后半生退居津
门和泉城济南，成为书画家和古物鉴赏家，办

过画展，出过诗集等。有人言，自上世纪三十
年代以后，刘大同“退居沽上，不谈时政，专
以著録金石、研究书画以自娱”。其实这是误
解，他并没有消沉隐退，而是仍然关注中国政
局的变化，有人向他索画，他题“墙外一枝
梅，年年向我开，纵无人著眼，也自报春
来”。这是其内心的写照。

西安事变前后，刘大同在天津法租界创办
《渤海日报》，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进行抨
击，天津国民党市政当局曾找到刘大同，命其
停刊。遭拒绝后将报馆关闭。

天津学者曲振明著文说，1938年12月，刘
大同在英租界孟买道义庆里40号的住宅，闯入
三名持枪的蒙面人，将刘大同绑缚后击伤，还
掠走一些物品。事后，英国工部局警务处介入
调查，“然因限于英、法租界以外无法探问，
故侦查工作势须中辍”。这起事件看似是一起
盗抢行为，实际上是日寇实施的刺杀行动。

刘大同在津的生活十分清苦。1933年满洲
国傀儡政府粉墨登场，为讨得中国知名人士对
伪满洲国的承认，日本驻屯军曾派人找刘大
同，以借款两千万为条件，要求登报承认，当
场遭到拒绝。其诗云：“冰魂真果本天赋，玉
骨从来喜雪培。秘语群芳花姊妹，人无气节是
凡材。”日军侵占华北后，日军驻屯军司令几
次派人到家，许以伪职，均被断然拒绝。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本驻屯

军又派员至刘家劝其出山，亦遭到当面呵斥，
使日本人恼羞成怒。随之派员刺杀刘大同。刘
大同虽年届古稀，但他的刚烈气节和傲骨，不
为日寇恐怖活动所吓倒。事后刘大同撰写了
《被难自述》，记述了这次事件，并言“头颅
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

曲振明先生认为，刘大同当时是被人用枪
托击打的，事后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家人曾推测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但据1945年刘
大同所书的条幅所记方知是日寇所为。条幅
云：“独向孤山把酒樽，冰肌玉骨见香魂。任
他风雪十分苦，不受东皇半点恩。九卉那堪于
姊妹，群芳虽好乃儿孙。问谁能长梅花岭，唯
有癯仙劲节存。”注云：“卢桥事变，余蛰居
津沽。日军促我出山，余坚辞，曰：吾民国
人，决不能受贵国天皇支配。旋被暗杀，未
死。爰咏梅以明吾志。”

日本投降前，有日商返日前，以洛阳道花
园洋房一处相赠，被刘大同拒绝。他说：“不
要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仍住在老房子
里。

刘大同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矢志不移。
刘自力听老奶奶回忆，一次大搜捕时，刘

大同的同乡、革命人士李宇超被追捕，跑至刘
大同家附近时决定上门避难。进门后李宇超
说：“老师，我正遭追捕,无路可逃了,能否在您
家躲一躲？”刘大同毫不犹豫地将李请进了客

房，说：“就先住下吧，我这里没人敢来搜
查。”遂派家人看看外面，街上正在挨门挨户
地搜查。

李宇超在刘大同家一住就是一周，等到风
平浪静了，李宇超才离开刘家。离开前李宇超
连声说：“躲过此劫，全仗老师，感激不尽，
终生难忘!”解放初，李宇超任中共华东局山东
分局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职，仍没忘记那次惊
险避难的经历，经常去刘家做客，关系十分密
切。

1947年后，刘大同来往于天津、济南之
间，在济南大明湖畔百花洲定居，创办“明湖
画社”，以卖字画糊口。刘大同对晚年居住的
泉城充满好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实现了刘大同一
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副
主席李济深携夫人专程到天津拜访刘大同，共庆
国家新生。刘大同欣然写道：“人人盼共和，徒唤
莫奈何。今日新成立，我先击壤歌。”

刘自力说：“我老爷爷对孙辈们再三叮
嘱，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要有一技
之长，方能立足于社会。无论是谁，也不准不
劳而获。老爷爷在手书中写道：‘作农宜富不
宜贫，作官宜贫不宜富。作农而贫是无才也，
作官而富是无德也，无才无德之人乌（“乌”
通“无”）足以言人。’老爷爷百年前的这些
话，至今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

刘大同对子孙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子孙
靠他的关系去谋职。所以，刘大同的后代中，
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没有一个靠他的
关系捞取一官半职，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学识
立于社会。

刘大同的夫人王玉珍(刘自力的曾祖母)在津
期间，虽生活条件较好，仍没放弃学习技术。
刘大同鼓励她学习机器绣花。回济南后，在济
南刺绣厂她创造了“长针绣针法”,传遍大江南
北，成为鲁绣针法的创始人。她的作品《虎
啸》《鹿鹤同春》等有的选送人民大会堂，有
的远销海外。

芝泮村见过刘大同的已经所剩无几。83岁
的李经国是刘大同的曾外孙，退休前在青岛四
方区商业局工作。他对我说：“我奶奶是刘大
同的闺女刘月英，刘月英日文很棒，芝泮村叫
日本鬼子围住了，刘月英就出村跟鬼子说了一
通，说村里都是妇女孩子，日本鬼子很惊讶，
在景芝竟然还有会说日语的。传说，日本鬼子
一个当官的，还到我奶奶家吃了一个地瓜，就
撤退了。1945年，我见过我老姥爷，当时我10
岁，老人家有一米七多，非常清气，留着长
发。他的右手不大好使唤，多用左手写字作
画。”李经国的父亲跟随刘大同多年。李经国
受曾外祖父影响，17岁习武，练了8年，写出
《拳谱》一部。

68岁的芝泮村村民刘之春回忆，1966年刘大
同的儿子刘平等从天津遣返回家劳动改造，“我
当时在村里当保管，村里的技术队里有两间小
屋，他住着。人很斯文，和善。村里人也没难为他，
当庄当疃的，彼此都熟悉，平反后回去，小院子里
种着无花果，他把一棵给我栽种。”

刘大同的名声在老家，特别是年轻人中，
已经所知甚少。倒是在吉林，他的名气很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拨款20万元，复原
了当年刘建封踏勘长白山时所立的石碑三通，
并在长白山风景区广场中，为刘建封竖立了塑
像和纪念碑，以示永远的纪念。

·相关阅读·

七七事变后，日军派员至刘大同家劝其出山，遭到当面呵斥。日本人恼羞成怒，派员刺杀。刘大同撰写了《被难自述》》，记述了这次事件，并言：

“头颅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

刘大同(左)率队考察

刘大同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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