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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丁惟汾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作

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口
中的“七哥”，他在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历史
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国民党内部也留下
了“惟丁是赖”、“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然
而，就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革命前辈”，却
几乎被世人遗忘……还好，作者邓撰相撰写的

《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一文为我们呈现了丁惟
汾一生的几个重要片段。“开国为元老，传经做
大师”是丁惟汾好友于右任为其所作的挽联。
获如此高的评价，中国近现代史上恐无几人。
虽然在政坛上颇有建树，但丁惟汾并不是一个
热衷于政治的人物。他常常教导晚辈，最好学
医、学工程，万万不可踏入政坛，成为政客。同
时，他还认为，自己不过是“中人”之资，之所以
能够有所成就，完全在于孙中山的引领。看看，
在政治与学术上都有所建树，这样的人生总算
充实而丰盈了吧！这样的前辈当是我们山东人
的自豪。

“怀念毛泽东”专题今天选登了两篇文章。
作者发自肺腑的笔触，回忆的是那个年代的热
血激情。果真如这个系列开篇所说，山东作为
农业、经济、人口和文化大省，曾得到开国领袖
毛泽东主席的格外关注和亲切关怀：为迎接毛
主席在青岛召开政治局会议和省市委书记会
议，青岛迎宾馆作了一次没有“伤筋动骨”而低
调务实的特殊改造；而在省农科院，为落实毛
主席视察时“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
题”指示，农科院则成立了棉花队，从全省各地
聘请植棉能手致力研究。

今天的老照片《被误认的“致远”军舰》则
给我们上了一堂“历史纠错”课，就是这艘被众
目聚焦的英雄舰，其真实形象却以极高的频率
被错判，中学历史教科书误认“致远舰”数十
年。作者陈悦认为，考证、解读老照片，和考证
历史档案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共通性，都需
要以大量既有的史料作为依据，加以辨析、判
断。倘若解读中出现史料运用不得当，或对历
史照片所处的时代背景、事物特征没有很好把
握等情况，就容易产生走眼、误读的事情，就会
出现一些历史照片被张冠李戴的笑话。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 lw bx u j i n g@
sina.com

枣刊前絮语

充实而丰盈的人生

在日照的近现代名人中，不少人如山东护国军司令薄子明，国民党一大代表王乐平，被誉为国士
的著名诗人牟宜之，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丁君羊(丁基实)等人的成长，无
不与丁惟汾的教育、影响有着直接关系。丁惟汾何许人也？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看到，丁惟汾的确不
同凡响，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与廖仲恺一起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谓之“惟丁是赖”。作为
国民党的元老，蒋介石尊称他为“七哥”，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传说；他也曾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
来等共产党人共事，可见他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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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共合作 受排斥病逝台湾

国民党元老丁惟汾
加入同盟会，策划

二次革命
丁惟汾，字鼎丞，山东日照丁

家官庄人，1874年出生。受教私塾
的父亲影响，他从小也倾向革命。

1905年10月21日，丁惟汾在东
京参加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宣誓入
盟，从此成为反清革命派的骨干人
物，和徐镜心被推为山东主盟人。
1907年春，丁惟汾回国，任山东法
政学堂校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
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丁
惟汾领导济南学界积极响应，他亲
自参与草拟独立大纲，迫使山东巡
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好
景不长，在袁世凯及其党羽的破坏
下，独立很快被迫取消。1912年8

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丁
惟汾受命为山东省党部理事，负责
全省党务。1913年，袁世凯专制独
裁，一意孤行，3月20日，谋杀宋教
仁于上海。11月，下令解散国会，对
革命党人大加挞伐。徐镜心因竭力
反对袁氏阴谋，被袁氏杀害于北
京。接着，又有诸多革命党人惨遭
迫害。丁惟汾的一位族人见革命风
险如此巨大，便好心奉劝其委曲求
全以免祸灾。从不妥协的丁惟汾愤
怒地吼道：“我们革命党人有自己
的坚守，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
吧！”

话虽如此，但为了更为长远的
革命理想，声名在外的丁惟汾知道
自己并不适宜冲在最前线，于是选
择退居幕后，1914年返回日照。在
乡间，丁惟汾一边务农，一边密谋
讨袁大计。他积极支持外甥薄子明
和吴大洲等人护国讨袁，并暗中发
动山东各地同时起义。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
洪出任大总统，恢复国会，丁惟汾
赴京议政。黎元洪为笼络议员，曾
为他颁发二等嘉禾章。丁惟汾严词
拒绝，他在给黎元洪的信中写道：

“须知卑劣手段可以施诸蝇营狗苟
之徒，不得辱及砥砺谦遇之夫。鄙
人清白自矢，守身如玉，勿以亢规
之尘，来污我之心也。”

参加国民党一大，

支持国共合作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东重

组大本营。他委派丁惟汾担任“辅助
总理”这一重要职务。1924年1月国民

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丁惟汾出席
大会，会后丁惟汾奉命回北京与共
产党人李大钊合作共事，出任工人
部长和秘书处常委。在国共合作的
形势下，北京的国民党组织发展迅
速，当年即有14000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
党内出现分裂现象。1926年3月18日，
年过半百的丁惟汾和李大钊一起，
带领请愿队到达铁狮子胡同。段祺
瑞政府命令守卫向群众开枪，当场
打死几十人，打伤几百人，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各
派军阀乱作一团之机，派兵搜查北
京的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几十
位同志逮捕。当时丁惟汾恰好不在
使馆，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后马上
报告了正要回使馆的丁惟汾，他才
得以虎口脱险，幸免于难。1930年，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与
饶漱石、赵尚志等30多人被张学良
逮捕。丁惟汾得到消息后，一方面
请谭延闿、何应钦施以援手，另一
方面乘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之机，亲
自找张学良说情。“九·一八”事变
后，丁惟汾又派人携重金去东北活
动、营救。最后，终于使30多名共产
党人交保获释。重庆谈判期间，毛
泽东、周恩来等人还专门前往“林
园”看望了丁老先生。

受排斥心灰意冷，

最终病逝台湾
丁惟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

介石只是利用他的元老派招牌作
为一种摆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以后，丁惟汾成为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出任国民
党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
书长等职。但丁惟汾对这位小自己
13岁的政坛新贵的专制独裁非常
不满，对蒋介石采取了若即若离的
态度。虽然蒋介石与他虚与委蛇，
嘴上以“七哥”(丁惟汾在堂兄弟中
排行第七)相称，心里却对丁惟汾
心存芥蒂，后来干脆免去他的党部
秘书长一职。

1930年，丁惟汾得意门生王乐
平因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和策划军
事倒蒋而被蒋介石暗杀，西安事变
后丁惟汾决心退出政界，返回日照
老家。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丁惟汾又辗转到
了重庆。居渝期间，他虽然有国民
政府委员等一连串头衔，却也只能

租住在挨着臭猪圈的民房里。孔祥
熙觉得这样有失蒋总统的脸面，这
才让他搬到了“林园”。

作为一个经历了血雨腥风的
革命者和文人，丁惟汾厌倦了官
场，他经常对人说，女子最好学医，
男子应当学工科，不要成为官场中
尔虞我诈的政客。丁惟汾国学素养
深厚，抗战期间，他秉承家学，潜心
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毛诗韵律》、

《尔雅古音表》、《俚语证古》等专著
约50余万字。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
大员都忙着为退守台湾准备。中共
领导人想方设法挽留丁惟汾，据丁
惟汾的女婿黄万里回忆，潘汉年委
托自己劝岳父不要去台湾，但黄万
里觉得潘没有明确如何保证岳父
安全所以他最终没向岳父转达潘
的话。陈毅也曾托丁惟汾的侄儿丁
君羊(丁基实)捎信说，丁惟汾对共
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
走。丁惟汾的女儿丁玉隽说，父亲
是一个很讲义气、责任感很强的
人，他曾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门
生故吏遍布党政军各个部门。他要
留在大陆的话，他手下那批人将来
到了台湾肯定没有出路。他不去台
湾，他们怎么办？丁惟汾最后还是
去了台湾。那年他76岁。

建国初期，陈毅谈到丁惟汾
时，曾不无感慨地说：“他老先生实
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
1954年5月12日，丁惟汾在台北郁郁
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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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黄海大海战中，战局胶着阶
段，舰长邓世昌毅然指挥“致远”勇冲敌阵，
无奈壮志未酬，邓世昌和他的“致远”一道化
作了中华的海殇。但就是这艘被众目聚焦的
英雄舰，其真实形
象却以极高的频率
被错判，成了中国
近代海军史上照片
被张冠李戴、错用
得最为严重的一艘
军舰。

大图是在朴次
茅斯期间英方拍摄
到的“致远”舰，这
艘军舰外观的主要
特征是两根桅杆、
一座烟囱。而多年历史书上的军舰，却是一
根桅杆、两座烟囱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而且
据考证，它实际上是一艘在甲午黄海海战里
和“ 致 远 ”有 着 相 似 悲 壮 作 战 情 况 的 战
舰——— 林永升舰长指挥的“经远”舰。

(节选自《老照片》第73辑) 大图：在朴次茅斯期间英方拍摄到的“致远”舰；小图：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颇为著名的“致远”舰插图。

丁惟汾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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