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于建勇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短短三个月内，
相继发生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中山辞
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等重大事件。

实业救国，铁道先行
辞职后的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中的

“民族”“民权”已基本实现，此后便是集中
力量实现“民生”主义，推行实业救国。当时
他的着眼点就是铁路建设。

1912年6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受《民立
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苟无铁道，转运无
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
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
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志苦乐，可以铁道
之远近计之。”

8月下旬，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晤谈，
那是两人关系最好的“蜜月期”。孙中山豪情
满怀地对袁世凯说：“愿君练十万强兵，孙文
筑十万公里铁路，共致中国富强。”

其实，在富有行政经验的袁世凯看来，孙
中山的宏伟计划很难实现（2013年底我国铁路
营业里程才突破十万公里）。他曾对其亲信
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
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

但孙中山热衷实业，不再过问政治，正中
袁世凯下怀，于是袁世凯将慈禧太后的花车拨
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政，并令各地
官员作盛大招待。9月10日，特授孙中山“筹办
全国铁路全权”之职。这期间，孙中山先后视
察了正太铁路、京张铁路。

济南演讲，宣传铁路
当时，山东省议会及各团体多次电邀孙中

山到济南考察。山东都督周自齐亦电告北京：
“已大备供张，欢迎孙中山先生。”

9月24日，孙中山在天津致电山东省议会：
“兹承电邀，曷胜感谢，日内南旋，当取道鲁
省与诸父老握手欢聚也。”

9月26日晨5时，孙中山乘专列从天津出
发，在德州站下车，接见了各界群众，停留约
30分钟，上车至黄河北岸，乘小火轮渡河。当
时黄河铁路大桥还没有完工，至河中心，孙中
山视察了大桥桥墩。抵南岸后，步行上桥视
察。

午后，孙中山乘周自齐所派专车到达津浦
铁路济南站。当时黄河南北两段已分别通车。

车站欢迎仪式十分隆重，据10月1日《申
报》报道：“过客桥满插国旗，桥下以柏枝结
成牌楼，菊花嵌成‘欢迎’字样。除招待员在
牌楼往来招待外，其余各行政机关、各政党、
各团体、女界欢迎团、各学校、各报馆等均各
在定所站立。外宾之来观者亦颇不乏人。”

当时，还没有经一路、纬三路路口北侧的
胶济铁路济南站（现胶济铁路博物馆所在
地）。因为这座建筑1915年才竣工。因此，有
部反映孙中山与济南的纪录片，使用这座建筑
作为镜头画面是不正确的。

孙中山在济南的下榻地点，就是津浦铁路
宾馆。这座建筑位于经一路北头，馆驿街西
头，至今犹存。当时为津浦铁路管理局的办公
地点，即“津浦铁路行辕”。

下午，在督署“珍珠泉精舍”，孙中山与
周自齐商谈了举修烟潍（烟台—潍坊）、兖亳
（兖州—亳州）两条铁路的实施计划。

在《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图》中，烟潍铁
路清晰可辨。

2011年，烟台发现了一张100多年前美国人
手绘的山东地图。在这张图上，烟潍铁路同样
清晰可辨。它的走向是：烟台—福山—蓬莱—
龙口—莱州—潍县(今潍坊)。

话说回头。此后，孙中山检阅了军队，游
览了千佛山、大明湖，在国民党人欢迎会上讲
话，还接受了记者采访，再次强调修筑铁路的
战略意义。

这期间，孙中山在济南做过三次演说，涉
及最多的就是铁路问题。

孙中山本想沿津浦铁路继续南下，但考虑
到忠于清廷的“辫帅”张勋一直盘踞在兖州
府，孙中山遂放弃了原先从北京沿津浦铁路返
回上海的意图。

这时，国民党山东支部负责人徐镜心、刘
冠三等人，向孙中山转达了青岛各界盛邀先生
访问的意愿，建议他绕道青岛，乘船去上海。

这才有了孙中山与胶济铁路的“第一次亲
密接触”。

随行人员 实业派多
9月28日晨7时，孙中山从胶济铁路济南站

启程，随行者除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人
外，又增加了徐镜心、刘冠三等人（孙中山一
行到济南时18人，此时增至40多人）。

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宋庆龄在美国留学。
宋霭龄1914年9月与孔祥熙结婚后，宋庆龄接替
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孙中山与卢
慕贞离婚，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孙中山的随行人员，有：
温秉忠，曾为慈禧教育顾问，宋氏三姐妹

的二姨夫。曾先后两次利用访美之机，把宋氏
三姐妹带到美国读书。

朱卓文，1912年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
时，任总统府庶务司司长。1915年宋庆龄执意
嫁孙中山遭父软禁时，孙中山派去营救的人就
是他。没想到他后来竟成为杀害廖仲恺的主
谋。

程仲渔，1912年任陕西汉中道道尹，后曾
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1924年)，并一度出任天津
市长(1935年)。

曾广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曾任
职清政府外交部、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后任
奉榆、京奉、平绥铁道局局长等职。

蔡虎臣，1912年任陆军第一师师长，后曾
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江西督理等职。

唐日新，汉粤川铁路工程局副局长，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

随行人员以搞实业的居多。9月21日，孙中
山曾致电袁世凯：“文此次游历中外，纯从铁
道政策上着眼，帷筹备之先，应将煤矿预先计
划，我国产煤区域几遍全国，往年产额都在一
万万吨以上，近更增加，设再整顿，定能生
色，请饬农林部酌派精晓矿学者数人，随同文
沿途考察一切。”

列车快到高密时，刘冠三提议在高密停车
视察，孙中山爽快答应。刘冠三事前已通知侯
芝庭（国民党高密分部负责人、县立高等小学
堂堂长、县农会会长）组织有关人员到车站迎
送。列车进站时，侯芝庭与几十名学生早已经
列队等候。

孙中山下车看望了他们，侯芝庭又把孙中
山送上车。孙中山叫人取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相
赠，并亲笔题词：“高密同盟会留念”，勉励
大家：“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殖民当局 出面谨慎
半小时后，列车再次启程。晚6时，抵达青

岛火车站。
奇怪的是，对于孙中山这样一位推翻帝

制、缔造民国的伟人，德国殖民当局竟没有安
排迎接仪式，但是民间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车站月台上聚集了大量前来欢迎的人，其
中有同盟会老会员，旅居青岛的广东人，青岛
商会、齐燕会所和三江会馆的代表，还有充满
好奇心的欧洲人。两千多名学生和群众挤满了
站前广场，孙中山走出站台时，人们脱帽致
敬，挥动彩旗，欢呼雀跃。

当时青岛最好的饭店是海因里希亲王大饭
店，但孙中山一行入住的却是次于它的海滨饭

店。这是为什么呢？
孙中山不住海因里希亲王大饭店的原因，

从史料上看，德国海因里希亲王正在青岛，已
经下榻海因里希亲王大饭店。作为中国卸任大
总统的孙中山，自然不宜与之同住一个饭店。
而作为同情清王朝的德皇威廉的弟弟，海因里
希亲王或许也不愿与孙中山碰面。

而此前，外界盛传孙中山将与正在青岛的
海因里希亲王会面。直到孙中山抵达青岛的次
日，《民立报》还在如此报道。但实际上，在
孙中山出席各种欢迎活动的同时，海因里希亲
王则忙于会见流亡青岛的前清高官。

据青岛文史学者王栋分析：“孙中山来青岛
是以私人名义来的，不方便以官方的身份见海因
里希。”“从德国方面来讲，当时中国政局不稳，他
们不想过多地参与其中，如果海因里希亲王见了
孙中山可能会给外界一个讯息，比较倾向于革命
党，怕传递给袁世凯错误的信号。德国方面的想
法是：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方便表态。”

9月29日，星期天，按照事先安排，孙中山
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胶澳末任总督迈耶·瓦尔德
克，与其短暂交谈后即返回饭店。随后，迈耶·
瓦尔德克到海滨饭店回拜，同样进行简单交
谈。

青岛档案馆周兆利先生曾赴德国弗莱堡军
事档案馆查档，无意中发现了瓦尔德克1912年
10月上呈的一份报告，这份编号为RM3/6723的
档案，记录了双方的交流情况。

瓦尔德克在报告中说，孙中山对青岛的森
林、港口以及街道设施等事业印象颇深，认为
“不但令人赞许，足可为中华全国嗣后治事之
模范”。瓦尔德克对孙中山印象很好，认为
“他的克制和谦虚，他的理想主义和能言善
辩，无不昭显着伟人的风范”。

德华演讲 寄语学子
9月30日上午，孙中山一行来到广东会馆，

在演讲中表示，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促进
中国建设。

在周兆利先生看来：“虽然青岛的商人对
他的铁路规划似乎没有我们现在想象得那么热
烈，但来自德华大学学生的激情还是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

在挤满师生的德华大学礼堂内，孙中山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中国政体现已更改，是破坏已终，建设
方始，正需各界和衷共济，以固国基。国家宪
法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但此种原则
也有一定限制，而特别官吏、军人、学生三种
人要受此约束之限制，因为这三类人唯有服从
是其第一义务；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在学校期
间要勤奋学习，以便日后以西方国家知识和西
方国家文化武装自己，以自己学习的知识，为
国民谋取公共之幸福。”

孙中山视察的德华大学，1914年后成为胶
济铁路当局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作为
青岛铁路分局机关。现在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
团有限公司青岛西车务段办公所在地。

为纪念孙中山的首次胶济之行，纪念他在
德华大学的演讲，原青岛铁路分局在这座楼前
设立了一座中山先生半身铜像。在这座铜像的
东北方向约600米处，就是胶济铁路的起点———
青岛火车站。

10月1日晚，孙中山一行自大港登上客轮，
4日抵达上海。十天后（14日），由他任总理的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

次年2月，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
访问日本，希望借鉴日本经验发展中国。

正当孙中山为铁路奔走呼号之际，一个月
后上海火车站的三声枪响（3月20日宋教仁遇刺
身亡），打碎了他对袁世凯的幻想，遂掀起
“二次革命”。他的“铁路梦”也就只能存在
于他设想的《中国铁路全图》中了。

■ 名人与山东

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致力于铁路建设。9月下旬应邀访问济南，后首次乘坐胶济铁路火车访问青岛。10月14日，由他任总理的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可是，他的“铁路梦”只能存在于他设想的《中国铁路全图》中。这是为什么呢？

孙中山：筹办铁路志未酬

□ 张铭璇

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早已在1644年灭亡，至今
已经375年。但至今还有人自称是“大明遗民”，他
们就是现居韩国的“明义会”和“九义士子孙亲睦
会”。

散处韩国各地的明朝遗民现有24姓，16万多
人；而九义士子孙分冯、王、郑、黄四姓，合计3000
多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九义士子孙亲睦会会长冯
荣燮先生及其次子冯起亨来山东临朐寻根问祖，
方才让我们了解了这些明朝遗民的真正历史。

原来，在明朝时期，倭寇曾经多次侵略朝鲜，
明神宗曾经派青州人邢玠领兵援助朝鲜攻打倭
寇；朝鲜国王、臣民都对明朝军援感恩戴德，使中
朝两国关系亲如手足。

明朝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兴起，组成“八旗军
队”，史称“后金”。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金
国八旗军兵首次南征朝鲜。1636年，皇太极改金
为清，易汗称帝，号为清太宗。同年12月，清太宗
率领十万清兵，再度南征朝鲜，围困南汉山城长
达45天。

朝鲜国王走投无路，只好身穿蓝色囚衣，身
骑象征国丧之色的白马，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出
南汉山城西城门（不准走正南门）到三田渡投降！
而清太宗坐在九层高的受降坛上，接受朝鲜国王
三跪九叩、表示臣服的大礼，并强迫仁祖国王接
受称臣纳贡等条件。

为了胁迫朝鲜亲清疏明，清太宗在班师还朝
之日，将朝鲜国王的两个王子——— 昭显世子和凤
林大君带往沈阳以作人质。此后，清兵开始袭击
明朝边境，甚至跨越渤海深入内地进行抢掠财物
和人口，临朐的冯三仕、寿光的崔回姐便是这时
候被掳掠到沈阳的。

明朝灭亡之后，清兵入关，占据中原，许多汉
人纷纷抵抗，章丘的王凤岗，通州的杨福吉，青州
的王文祥，东昌的王美承，大同的裴三生、柳溪山
等庠生和琅琊进士郑先甲、杭州进士黄功，俱因
抗清而先后被捕，拘禁于沈阳馆。

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史专家张玉
兴先生考证：清兵抓去的男丁多被卖入劳工市
场。而软禁沈阳的两个朝鲜王子则可以随便进出
沈阳馆，他们在劳工市场发现了这些反清志士，
于是花钱买下带入沈阳馆做仆役。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王朝眼看明
朝已经不存在，没有必要再顾虑朝鲜亲近明朝，
所以便将两个朝鲜王子释放回国。那些被他们买
下的抗清志士便以奴仆的身份去了朝鲜，共有九
人，朝鲜人称之为“明国九义士”。

这九义士分别是：王美承、冯三仕、黄功、杨
福吉、王文祥、裴三生、王凤岗、郑先甲和柳溪山。

王美承，字继伯，东昌（现山东聊城）人，性慷
慨有气义，喜施与，常振人之急而如不及，由是人
皆感其德而服其义。清兵入关，被抓捕入沈阳。
1645年，朝鲜王子归国，美承随往，居皇朝人村，享
其廪食。国王悯其孤苦而命娶。美承对曰：“国仇未
报，敢为儿女计乎？”声泪俱下，闻者莫不感泣。

冯三仕，字惟荣，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
年）生于山东青州富亭里，为冯裕之七世孙。崇祯
四年聘翰林编修李照楠之女以为室。崇祯十二
年，虏围武城，三仕提兵赴援，军溃见执，系于沈
阳。迨京师陷，三仕日夜忧愤，不欲归故里。及王
子归国，遂从至汉城。

黄功，字圣报，杭州人，崇祯庚午进士，初授
寿光知县，累官至中都留守。及闻京师变，日夜恸
哭病笃。史可法尚书立福王于南京。黄功收散卒
入保宿迁。史尚书督师淮阳，召留守还。黄功曰：

“清虏已至邳，不敢闻命也。”乃集乡兵三千，晓之

以忠义，誓之以死守；未几，虏合兵至，竟以食尽
无援城陷，被执不屈。贼壮其忠，系之沈阳。1645
年，王子东还。黄功呼天痛哭，引刀自刎！王子遽
夺其刀，慰之而行。黄功拜诀曰：“国破家亡，苟延
视息者，惟望中原之恢复矣！至此路穷，不死何
待？”群泪俱下，一行莫不郁悒。王子亲赐手札，暗
告北伐反清之计。黄功拭泪拜曰：“诚如此，当为
前驱！”遂渡鸭绿江，侨居汉城。

杨福吉，字祥甫，其先蜀人，后徙通州（现北
京通州区）。崇祯初，福吉与历城知县友善。其客
居历城之时，清虏至，破历城，知县死之。福吉被
捕，拘入沈阳。后随朝鲜王子入东国。

王文祥，字汝章，山东青州人。1644年，清兵
入寇青州。文祥设砦自卫；砦破被执，送之沈阳，
遂与朝鲜王子结识。后随王子东渡至汉城，寄寓
王宫外皇朝人村。时与宣文王（国王凤林大君谥
号）商磋反清，欲伸大义于天下。及王薨，文祥万
念俱灰，屏息绝迹，每风雨之夕，辄仰天号哭，年
及六十又七，卒于皇朝人村。

裴三生，字之重，大同人，崇祯末，匪贼四起，
劫掠乡里。三生集义兵保乡自卫。后清兵至，三生
被捕，虏将以刃胁降，三生立而怒骂；贼壮之，系
送沈阳，遂与朝鲜王子共处。1645年，随凤林大君
东渡至汉城。及王薨，三生时怀愤痛，中夜悲泣不
自胜，竟以忧愤卒于汉人村，时年64岁。

王凤岗，字岐阳，山东章丘常远庄人。崇祯丙
子春，流贼寇掠乡里。凤岗举家避寇于海岛中，后
叛贼孔有德陷海岛，凤岗举家被获。贼怜其少，义
之而不害，并夫人黄氏囚而解入沈阳。此时，朝鲜
王子凤林大君以人质被软禁沈阳馆，遂与凤岗结
识，请为管下。1644年，京师不守，帝殉社稷，凤岗
时时号哭，屡日绝食。翌年之春，朝鲜王子获释归
国，凤岗随赴汉城，与其他八位义士寄寓王宫外

“皇朝人村”（亦称汉人村、明人村）。国王厚赐衣

廪，赐名“以文”；将兴义旅以反清，欲重用之。凤
岗对曰：“羁旅之臣，敢宠荣而忘国仇哉？天若祚
明，克复中夏，归死足矣！”后王薨，凤岗恸大义之
未伸，闭门自靖，不言世事。或有问皇朝事者，辄
呜咽不能言；或痛哭呕血。是以人皆不忍问焉。

郑先甲，字始仁，琅琊人，崇祯中举进士。贼
逼京师，先甲即赴皇城；贼已纵横，行旅阻绝，寓
居野寺。后闻京师陷，缟衣发丧，日夕痛哭，竟为
清兵所执，系至沈阳。后渡鸭江，愿留香山。及其
老也，朝廷致之王京，月赐廪米，俾授译学。居常
悒悒，曾赋诗曰：“三角山南汉水东，寂寥谁与此
身同？君亲永隔乾坤外，师友分离道路中；乡梦有
蛩容易觉，尺书无雁极难通。未成归计关河阻，空
望青齐意不穷！”

柳溪山，字许弄，大同人，天资淡泊绝俗，隐
居千夫山中，有家僮数人，种黍以给。崇祯皇帝殉
社，溪山乃裂巾衫，弃妻子，蓬首垢面佯狂；转之
河间，遇清虏辄诟骂，遂被捕至沈阳。后闻王子有
兴复明室之志，而东渡汉城。及王薨，则辞病敛
迹，纵酒悲歌；已而病革于永历戊戌之春，时年32
岁。

这便是被朝鲜臣民尊称为“明国九义士”的
正史记载，其中王美承、冯三仕、王文祥、王凤岗、
郑先甲都是山东人。此外，随朝鲜王子同返者，尚
有几位巾帼女杰，其中一位是山东寿光崔回姐。

崔回姐，山东寿光人，生于明天启五年，其父
崔云溥，任洪洞知县，以其为官在外，回家时妻娩
一女，故名之曰“回姐”。后嫁同县秀才张九箫。崇
祯壬午（公元1642年），清兵入寇山东，抢夺财物。
回姐遂被掳至沈阳。六月，回姐受清兵差遣，侍朝
鲜昭显王子于沈阳馆。1645年，崔回姐遇赦获释，
并随朝鲜王子东渡至汉城。肃宗国王赏其绘画刺
绣技艺超群，而擢之侍卫累朝。及其耄耋，宜有轸
恤；肃宗国王遂“令吏曹特赐尚宫教旨，亦令地部

优给衣资食物”。1705年寿终正寝，享年八十，敕
葬于朝鲜杨州香花村。

昭显世子归国不久即亡，凤林大君遂被册封
为国王世子。1650年，朝鲜仁祖国王驾崩，世子凤
林大君继承王位，称孝宗大王。

为了便于同九义士商讨反清大计，凤林大君
在自己居住的“下於义宫朝阳楼”南墙外，专门为
九义士修建了“皇朝人村”，令其寄居。从此，凤林
大君与明国九义士朝夕相处，无时不谈反清之
事。他们卧薪尝胆，矢志北伐；闻鸡起舞，誓灭鞑
清。朝鲜王国在孝宗国王的主持下，厉兵秣马，聚
草屯粮，准备挥师北伐。文臣宋时烈、武将李浣等
人也极力支持讨清北伐。明国九义士更是鼎力相
助。然而天生不测，就在孝宗国王即位的第十年

（公元1659年），41岁的孝宗国王中道崩殂！反清
复明壮志未酬，抱恨终生赍志而殁！临终遗言：

“日暮途远，至痛在心！”
明国九义士痛不欲生，涕零呕血，恨清廷之

未灭，哀孝宗之归冥，怜明室复辟无望，叹苍天不
助我兴……

九义士中的王美承看反清大计瓦解，遂绝食
五天，以死相殉！

王凤岗则痛哭呕血，闭门不出……
1705年正月初四，即明朝开国纪念日，朝鲜

肃宗国王率领满朝官员和大明遗民后裔虔诚致
祭明朝皇帝；并由九义士后裔任守值官。

1831年，九义士后裔多从“皇朝人村”移居朝
宗岩附近，并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纪念日（正月
初四），身著时代冠服，登上朝宗岩山顶，面向西
方跪拜，举行国庆活动。每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即
明崇祯皇帝自缢殉社日，九义士后裔还要聚会大
报坛，召开亲睦会，以期卧薪尝胆，反清复明；同
时对崇祯皇帝的自缢殉社表示哀悼……这些活
动一直沿袭了200多年，直到1934年日本统治朝
鲜，才被迫废止。

1958年，九义士后裔恢复了1934年之前对明
代皇帝的祭祀习俗。

每年的正月初四，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
（南京）登基的开国纪念日。九义士后裔们还要持
笏易履，头戴乌纱帽，面对明皇祭坛，行三跪九叩
大礼，以表达他们对明代皇帝的浩荡鸿恩铭记不
忘，世代永传的追远之情和节义情怀。

在婚嫁方面，他们为了保持纯洁的汉明血
统，起初只以九姓通婚论嫁，后来由于“通婚圈太
小”等原因，才不得不与当地人互通婚姻；不过他
们的子孙仍然以“大明遗民”“居韩遗孙”而自
称，并且在每年的祭享礼仪中都要作为九义士
后裔而参加盛典。

■ 沧桑齐鲁

清廷将两个朝鲜王子释放回国时，被他们买下的抗清志士便以奴仆的身份去了朝鲜，共有九人，朝鲜人称之为“明国九九义士”。

其中王美承、冯三仕、王文祥、王凤岗、郑先甲都是山东人。随朝鲜王子同返者，尚有几位巾帼女杰，其中一位是寿光光人崔回姐。

韩国明朝遗民中的山东人

1912年9月30日，孙中山一行在青岛与欢迎者合影

1912年，竣工之前的济南黄河铁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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