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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知识分子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
有了大批的造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的先驱者、蕲春县檀林镇人詹大悲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社会大变革。
而辛亥革命，则是这许许多多历史大变革中一次最激烈、最尖锐的革命。
它推翻了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政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华民族从
此走向了共和时代。
所以，辛亥革命具有伟大而又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清代后期，我国一大批有识之士，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
种的灾难，无不忧心如焚。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奋起救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
命纲领，矛头直指清王朝。
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发动了数十次大大小小的起义，革命烈火燃遍中华大地。
    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经过周密部署，多方宣传，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
武昌首义并一举取得胜利。
詹大悲先生则是这次起义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首义之前，他先后主笔《汉口商务日报》、《大江白话报》和《大江报》，以报刊宣传革命，鼓舞民
众，共同推翻清王朝。
他在《大江报》上发表黄侃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导火索
，詹大悲就是这导火索的点火人。
    武昌首义胜利后，詹大悲亲自指挥汉口保卫战，大量消灭了清军的有生力量。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詹大悲则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南来北往，讨袁护法，勇作先锋
，直至北伐战争胜利。
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詹大悲又义无反顾地树起反蒋旗帜
，向反动派作殊死战，最终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年仅40岁。
    201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原蕲春县政协文史教文卫委员会主任、文史学者、著名作
家、诗人张梁森先生撰写的《詹大悲传》，再现了詹大悲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那一幕幕悲壮激烈的历
史画面，读后使人感慨万千！
《詹大悲传》既是一部优秀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又是一部真实、生动的人物传记作品，对于弘扬詹
大悲烈士的特殊奋斗精神，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各界人民群众，都有着良好的启迪作用。
    在《詹大悲传》出版之际，应张梁森先生诚意邀请，仅以此文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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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著名烈士詹大悲（湖北蕲春人）的战斗人生。
书稿从詹大悲的童年到参加革命到最后壮烈牺牲的全过程皆有生动而翔实的描写。
主要章节有：一、书香世家；二、寻求革命；三、大江报案；四、辛亥风云；五、追随国父；六、人
生转折；七、南征北战；八、壮烈牺牲；另附录有：詹大悲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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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梁森，1951年9月出生，湖北蕲春人。
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70年参加工作。
2005年6月从蕲春县政协文史教文卫委员会主任退二线。
现为世界华人文化名人协会常务副会长、英格兰皇家艺术基金会永久学术顾问、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
副会长、中国作家杂志社签约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产业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国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时珍科技文化研究院院长等33个社团职务和学术职务
，终身享受英格兰皇家艺术基金会最高津贴。
    先后撰著、主编、与人合著、合编各类专著51部，其中出版社正式出版31部。
发表各类文稿400多篇，有500多万字作品在国内外流传。
其专著代表作有历史传记文学《药圣李时珍》等，文化理论专著《礼仪篇》、《清庵诗词》、《李时
珍研究》一、二集等。
先后获各种奖励50余次，被《世界名人录》等60多家媒体评介报导，中国《新闻出版报》誉为“教授
县里的新学者”。
国家民委、教育部、文化部等10部委编纂的《中国纪录年鉴·中华人物卷》、《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人》等多部国家大型文献和辞书中均有词条。
先后被国家多个学术机构、团体评为“中华传世金奖艺术名家”、“中华豪杰艺术家”、“当代艺术
名家”、“中国国学名家”、“当代最具影响力艺术名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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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书香世家    恩格斯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一个人，只有通过不停地学习、读书、求知，才能走向成功之路；    一个家族，只要代代人不停
地学习、读书，求知，才能促进这个家族不断发    詹大悲先生及其家族就是这样，始终牢记其高祖詹
邺园的教诲：“教子不为谋食计，废书直待盖棺时。
”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
从这个世家中，培养出了许多位各方面的杰出人才，詹大悲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中国早期革命    1．祖上
遗训    清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元宵节后的两天，亦即正月十八这一天，离蕲州城一百八十里远的北
部山乡的詹家山村里，清早就响起一串长长的鞭炮声。
那山乡里一群小孩可高兴啦！
你追我赶，边跑边喊：“又玩龙哕！
快去看啦！
”大人们却告诉他们说：“别跑了，正月十五都过了，还玩什么龙？
准是哪家有喜呀？
”    蕲地有谚语云：“过了正月半，男子耕田女纺线。
”    这谚语只不过是对蕲南平畈区而言的吧！
蕲南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一年种两季稻子。
所以，过了正月十五，农家就开始整田干活，准备下早秧。
    而蕲北山区，由于山高气冷温度低，又多是山垅农田，一年只种得一季中稻，用不着过正月半就下
田干活了。
    你看，那一家家人，都围着个火垱，烧着干树蔸子，多安闲自在。
有个青年小伙子在那里唱喏：    红苕饭，    蔸子火，    除了神仙就是我！
是呀！
这世世代代的蕲北山民，不都是这样么？
    其实，山民们也并不全是这样。
    今天早饭后的鞭炮声，就是个例外。
    原来，今天的鞭炮声，是詹家山村一家詹姓塾馆开学的信号。
塾师叫詹竹亭，谱名叫詹先青，本名映奎，字佩秀，号少斗，竹亭是他常用的字号。
    他可是个饱学之士。
前清文庠里，他曾经几场科考，却没有考中。
于是无意仕途，便承袭其父詹斗锋的事业，以教书为生。
他教授生徒，总是一本正经的。
可不是吗？
今年正月十五以前，他就到各弟子家串门，告诉他们说：“今年择定正月十八这个黄道吉日开馆。
”这不，刚早饭过后，他塾馆的鞭炮声就响彻了山谷。
    詹竹亭先生一边登录着学生的履历，一边检收束惰。
因是新年，有送银钱的，有送谷米的，有送年粑的，等等。
他心里感到很踏实。
    过了一会儿，詹竹亭的母亲田老太右手拄个拐棍，左手牵着詹竹亭的第二个儿子詹大悲，对儿子竹
亭说：“从今起，我把这个孙子交给你，你要好好地带着他读书啊！
”詹竹亭一见是二儿子大悲，顿时一阵辛酸，对母亲说：“这小子生下来就是个‘怪物’，那时就要
丢掉他，您二老不肯。
像他这样子，哪里能读书？
只合扛着大板锄去挖荒地，教他读书能有什么作为？
”田老太听儿子这么一说，真的以为大悲这孙子不是个读书的料子，也就不吭声地将孙子牵回家里。
    进门后，大悲的祖父詹斗锋就问老妻：“孙子进学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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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老太就将竹亭儿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与老头子听。
这詹斗锋，是清朝太学生，一方名士，时年五十六岁。
听了这话后，他一脸的怒气，牵着孙子大悲又来到学馆，指着儿子詹竹亭的鼻尖说：“你凭什么说这
孩子读不了书呢？
我们詹家几代都是读书之家，他是我家第五代读书人呢！
难道说，他生下来声音、发肤与其他小子不同，日后读书发达、造化，也会与其他小子不同吗？
”詹竹亭被父亲这一顿严厉的训斥，就把大悲带在身边读书了。
    詹竹亭此时已是当地的名师，他心想：父亲老大人说，詹家第五代读书人就出在这生而奇异的大悲
儿子身上，我可要好好地教他呀！
    真的，詹大悲世代都以耕读为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
    大悲的高祖父叫詹礼午，字禀极，号九山，处世以詹吉呼之。
由于詹礼午的父亲詹之信英年早逝，母亲查氏生下他才六天，小礼午就没有父亲了，查氏此时年方十
九岁。
这查氏乃是蕲北望族查姓的大家闺秀，是个知书识礼的女子，她以三从四德为重，克尽妇道，苦苦守
着儿子礼午，抚孤成立。
偏偏这小礼午十分孝敬母亲且十分争气，由私塾而考入蕲州城官学读书，时称“州庠生”，成为詹家
的开科之士。
这州庠生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得了的，终成蕲春五乡有名的读书人。
其母抚孤之苦节，也详细地记入《蕲州志》上。
    古人说：“节孝之后，其生必繁。
”    詹礼午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六月二十三日，殁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四月二十四日
，享年43岁。
他留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叫詹蔚园，后成蕲州名宿。
次子詹邺园，就是詹大悲的曾祖父。
    邺园公，字佐民，谱名乐劝，邺园即其号也。
他小时非常聪明敏捷，12岁时就遍读过五经四书，且能著成文章。
但因时运不济，三次过童子试都未考中。
从此，他绝意仕途，致力于古文研究，藏书数千卷，人们以曹仓、杜库而目之。
据说他爱书成癖，常常出卖田产而买书，以至“藏书富甲一邑”，但从此导致家道不济。
而詹邺园并不后悔，蕲春《詹氏宗谱》上有蕲州名儒、候选训导朱鼎元先生为他写的《邺园公行状》
：“其著作多忠愤感慨之言，不蹈寻常蹊径。
”“生平激励品学，鹑衣藿食，处之宴如。
著有《课儿诗草》六卷，尝有句云：教子不为谋食计，废书直待盖棺时。
其志趣大率类此。
”可见，詹邺园成为一方名士，与其勤奋攻读和酷爱藏书是分不开的。
詹邺园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七月二十四日，殁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
享年52岁。
他先后娶了两房妻室，生有8个儿子。
应了那“节孝之后，其生必繁”的古训。
    詹大悲的祖父叫詹斗锋，名镰，谱名承职。
    詹斗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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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11月13日，我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她在电话中问道：“您是张梁森先生吧？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张铭歌。
据说您是研究詹大悲的专家，又是作家，对辛亥革命很有研究。
我们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组成了个联谊会，准备这个月25号在汉口‘湖北共进会’旧址召开一次‘湘
鄂辛亥志士后裔座谈会’，大概有黄兴、蒋翊武、刘复基、熊秉坤等四五十位辛亥志士的后辈们来汉
参加这个会。
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几位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出席这个会，不知您能来否？
”我听完这个电话后，真是太高兴了！
能够和数十位辛亥革命志士的后人一起见见面，共同回顾辛亥革命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那是多么难
得的机会呀！
    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一定来。
但不知您是怎么知道我的？
”    要说，我只不过在蕲春县政协从事过多年的近代史研究，当然包括辛亥革命的内容。
也出了几本书，尤其是主编的《革命先驱詹大悲》、《詹大悲文集》等著作，比较有影响，所以才有
个虚名在世吧！
    张铭歌教授却在电话上回答：“是詹佑告诉我的。
我已看过您主编的关于詹大悲先生的书了，很好！
很好！
所以这次我们想请您参会，介绍介绍詹大悲，那该多好！
”    随后，通过与詹佑的联系，才得知张铭歌的身份。
她是辛亥革命著名先驱者张难先的孙女，1944年出生于重庆歌乐山。
现为湖北省民革委员，曾任湖北省民革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1967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先到青岛造船厂工作，后调回华科大任教，多次获教学
成果奖，所著《船舶静力学性能电算软件》之研究成果居本专业领先水平，张铭歌成为本专业有名的
女教授。
退休后，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2010年11月主编出版了《张难先纪念文集》，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此时她已是66岁的人了。
张铭歌教授这种精神和毅力，使我十分佩服，更值得我学习。
    至于詹佑女士，我们就更熟悉了。
她于2007年偕母亲陈华莲老太、姐姐詹瑜女士从香港首次回到她们从未回过的老家蕲春探亲，从这时
起我们就相识了。
此时，我正主编《革命先驱詹大悲》，保持经常联系；2009年我们又一起主编出版《詹大悲文集》，
彼此问往来更多些。
2010年，又为她主编的《献给敬爱的母亲》一书审定书稿。
数年问交往，建立了较深的友谊。
    这一次，我们大家都聚集武汉开会，当然更高兴哕1    2010年11月25日下午，“湘鄂辛亥志士后裔座
谈会”如期在武汉市江汉区楚善里28号原共进会旧址热烈召开。
出席会议的都是辛亥革命中一些顶尖著名人物的后辈们。
如黄兴的孙子、原湖南省民革副主委黄伟民，蒋翊武的侄子、原湖南省南县一中教师、县政协委员蒋
漫征，刘复基的侄孙、原湖南省机械厂副厂长刘继尧，刘公的孙女、原武汉市第二职教中高级教师刘
重喜，孙武的侄孙女、武汉天马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想珍，李书城的女儿李声瑛老太，熊秉坤
的儿子原湖北省民革副处长熊辉先生，黄申芗的孙子、原武汉市民革处长黄铉先生，程明超的孙女、
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程瑶，李汉俊的外孙子甘子久等等40余人。
至于詹大悲的孙女詹佑、张难先的孙女张铭歌等，自然是本次座谈会的亮角。
    除这些辛亥志士后裔外，座谈会还邀请了6位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专家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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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武汉市社科院副院长皮明庥教授、武汉大学博导冯天瑜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导严昌洪教授
、武汉大学黄兴研究室主任萧致治教授、黄陂作家协会主席裴高才先生。
再就是笔者本人，虽然也忝在专家之列，从事过长期的文史研究工作，担任蕲春县文史委员会主任、
现任李时珍科技文化研究院院长，至于研究辛亥革命历史专家，实不敢当，充其量算是个辛亥革命问
题研究的小学生罢了。
    不论怎么说，自己非常庆幸能参加“湘鄂辛亥志士后裔座谈会”，能和这么多革命先驱的后辈坐在
一起，聆听他们回顾长辈们为推翻清王朝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悲歌，共同缅怀先辈的壮志豪情；
并领教各位专家研究辛亥问题丰硕成果的报告，的确使自己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且终生难忘。
当即写下了《参加湘鄂辛亥志士后裔座谈会感赋》二首云：    (其一)    辛亥风云今百年，推翻帝制捣君
权。
    万千志士打头阵，千万人民勇向前。
    炮火连天摧旧政，刀枪并举开新元。
    武昌首义垂青史，只为英雄留颂言。
    (其二)    湘鄂两省共相亲，志士后裔集汉滨。
    赞颂前贤一席话，缅怀先辈百年情。
    炎黄儿女敢除旧，华夏子孙勇创新。
    有幸参加此盛会，忝陪末座也欢心。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日。
国共两党云集武昌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会上，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
各位志士的后裔都表示要写出一批纪念文章，各位专家则表示要推出新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
这对自己又是一个极大的启发。
    当时想，自己能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奉献点什么呢？
    散会后，这问题仍一直在脑子里盘旋。
想来想去，还是继续自己的老课题吧！
写一本《詹大悲传》，大概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了。
    其实，写《詹大悲传》这想法，前几年在主编《革命先驱詹大悲》和《詹大悲文集》时就萌发了。
但一直没有下决心，倒有许多担心。
一是怕写不好詹大悲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有损他的形象；二是资料不很齐全，难以把詹大悲写完整
；三是工作较忙，难以一气呵成。
而如今，已经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了。
不是别人逼我写，而是自己要逼一下自己才行呢！
    于是，我把自己的构想在电话上商诸于出版界的老朋友沙铁军先生，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沙铁军先生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原文史编辑部主任、正编审、知名作家、多部图书出版大奖获得者，荣
获过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出版名人奖，在出版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尤其对出版选题看得很准。
他认为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出版《詹大悲传》这部书是很有意义的。
    于是我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带着对革命先驱詹大悲先生的崇敬心情，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
入到《詹大悲传》的写作上。
冬去春来，夏接初秋，经过半年多的艰辛磨砺，终于完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书稿。
不管它能否及时出版，而自己为辛亥革命这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
一点奉献，这个心愿总算实现了。
    本书在整个撰写、出版、发行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
如前所述，沙铁军先生不仅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指导，他在电话上表示要亲自担任《詹大悲传》的责任
编辑，并在我的诚意请托下为《詹大悲传》作序。
詹大悲先生的孙女詹佑女士得知我在写《詹大悲传》，经常从香港打电话来慰问、鼓励；蕲春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詹司文先生看到这近30万字的《詹大悲传》书稿，大加赞赏，表示要大力支持出版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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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詹大悲精神得到更广泛的发扬。
    尤其是武汉宏昌铁路物资快运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詹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詹学才先生
，他和詹大悲先生是同宗共祖的詹氏子孙，曾在部队担任机械师，转业到郑州、武汉铁路局任货运部
门经理。
现自创宏昌快运公司，效益好、信誉高。
当他得知《詹大悲传》即将出版，表示要购买部分书赠送给詹氏族人和后辈，让大家继承詹大悲遗志
，弘扬詹大悲精神，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
    中共蕲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田文国同志不但大力支持本人撰写《詹大悲传》，还亲自为本书写序
，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蕲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詹习文同志，詹大悲故乡蕲春县檀林镇党委书记、镇长何琼同志以及詹大悲家
族许多有识之士如詹先辉、詹晓村、詹霞光、詹荣华等，都为本书的出版发行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撰写《詹大悲传》的工作量大，历史时间跨度长，所用的参考资料都是一些公
开出版的各种书刊。
如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陈旭麓先生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武可贤先生等
主编的《简明中共党史辞典》、任光椿先生所著《辛亥革命风云录》、隗瀛涛先生所著《孙中山传》
、《张之洞传》等、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湖北文史资料》等等，都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宝
贵的指导，亦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不当之处，恳请各界朋友批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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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
汉族，湖北省蕲春县田桥乡詹山村人。
    《詹大悲传》既是一部优秀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又是一部真实、生动的人物传记作品，对于弘扬
詹大悲烈士的特殊奋斗精神，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各界人民群众，都有着良好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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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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