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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本是前清举人，却“侠义讨民贼”、“冲开血路飞”，唤起国民推翻清廷；　　他以报纸为革
命阵地，“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誉；　　他振衰起颓，以教兴国，
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　　他致力于书法创作，尤擅草书，自成一家，被誉为“
当代草圣”；　　他吹响革命号角，投笔从戎，出生入死；　　他铮铮风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成为国民政府的标杆，孙中山送他“旌义”二字；　　他虽身去台湾，心依然留在大陆，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望乡悲吟，唱出了“葬我干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的游子哀歌，催人泪下，令人断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蓑烟雨任平生>>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夜遁开封府第二章 文扬上海滩第三章 辛亥年间的义旗与其他第四章 秀才总司令第五章 北平，
—个开端也是—个结束第六章 莫斯科之行第七章 发兵大西北第八章 爱与恨编织起来的岁月经纬第九
章 岁月留痕(一)第十章 在“西安事变”的漩涡中第十一章 岁月留痕(二)第十二章 历史之憾第十三章 
台湾，孤苦的晚年岁月第十四章 (代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蓑烟雨任平生>>

章节摘录

天将拂晓，正是中原地区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中最冷的时辰。
北宋古都开封城内一片冷寂，巡更人的竹梆声已经远去，一两只性急的公鸡啼鸣声远远地传来。
通往南城门官道上的残雪在黎明的曙光中发出青蓝色的光，倒显出天将揭晓前的阴森乖戾。
南门守城的大清兵勇打着倦意十足的呵欠，刚刚打开城门，官道上就传来一声鞭子响，接着，一阵“
吱吱吜吜”的笨重畜力车少油的木轮发出周期性的呻吟声，还有碾压在残雪上的吱吱叫声，都传递出
一种痛苦和委屈，就像一个衰弱的老人。
兵勇们看到，向洞开的城门驶来的是一辆开封城内最常见的驿用骡车，这种骡车大多破旧残缺，却动
静不小，三里地外就能听到它和车老板的响动，它常常是出远门的驿客们喜爱的脚力，尤其在寒冬腊
月天里。
兵勇们扶了扶腰问挎刀，冰冷的刀柄透出彻入骨髓的寒意。
谁会这么早出城呢？
这个寸劲儿，城门刚开，骡车就到了！
“站住！
什么人？
”带队的兵勇吆喝道。
车老板“吁”地一声，吆住了骡子。
骡车上蒙的厚厚的帘子掀开处，露出一双机警、明亮的大眼睛，犹如沉潭的星斗。
在拂晓的雪地上沉沉放光。
“做生意的，赶早去乡下进货。
”骡车内传来的男子声音瓮瓮的，像是鼻塞伤风，竟听不出北地何方人氏口音。
兵勇在厚厚的棉袍内囤袖的手都懒得抽出来。
大年刚过，这些商贾为了银子。
居然连囫囵觉都不肯睡。
带队的兵勇有些不耐烦，抽手掀开骡车轿帘，骡车上除了这青年男子外。
就是几件简单的行李。
他移动的目光忽然杵在了车上青年伸过来的手上。
那只手攥成拳状，虎门倒伏。
兵勇意会，便将掀轿帘的手松开，摊开巴掌凑上前去，车上人拳心一松，一只带有热乎乎体温的硬物
便沉甸甸地落入看门人掌心。
兵勇眉开眼笑，将手抽回重新囤入袄袖，冲车老板吆喝道：“走吧。
城外下雪路滑，当心点！
”骡车“得得”地驶出开封南门，远远去了。
天色大亮。
几骑快马驰入开封西门。
几名身穿绛红色号衣的“缇骑”入城不勒缰，反倒声声催马。
奔马那破碎的马蹄声惊扰了早市的小民，那些提篮小卖或推车引浆的贩夫走卒知道这些大清朝廷鹰犬
的厉害，唯恐避让不及。
他们快马穿街过巷。
竟然熟门熟路直扑城内一家小客栈，那客栈门前挑帘上的“兴隆”二字在晨风中瑟瑟发抖。
挎着腰刀的“缇骑”们翻身下马，顾不上长途骑乘的劳累，甚至顾不上揉搓一下麻木的双腿，熟练地
封堵了客栈的前门后门，丝毫也不用怀疑，就算是夏天，连一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飞走。
然而，他们恼怒地发现自己扑空了！
情报是准确无误的，那个来自于陕西三原县的逆党贼子于伯循的确曾下榻在这个客栈。
可是，昨天半夜他结清了银两，天不亮，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客栈。
至于他去了哪儿，朝哪个方向走的，客栈的伙计概莫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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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骑”首领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长着一副隼一样的鼻子，他略微思忖片刻，大叫一声“上马”，
所有的紫衣人应声翻身上马。
他们一提缰绳，朝来路西门方向疾驰而去。
于伯循是陕西人氏，东窗事发，他必定回走故乡，投奔亲友无疑。
凶残而愚蠢的清廷鹰犬，就这样南辕北辙，犯下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这是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年(1904年)正月。
骡车一路疾走，出开封府不久，天降大雪，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纷纷洒洒，其景致与关中老家竟无别
样，逃离了开封“兴隆”客栈的险境，令关中书生于伯循的心情舒缓许多，一夜紧张无眠，特别是刚
才闯关时的惊险一幕，想想还真有些后怕。
漫天风雪之中，骡车的木轮呻吟声反倒小了。
于伯循索性钻拙轿帘，坐在骡车辕上，满有兴致地欣赏起中原雪景来了。
此情此景，令他诗兴大发。
本想好好吟诵几首，略表心志，可昨天到今天，短短昼夜间发生的事，让他心潮难平。
去年，25岁的于伯循在陕西乡试中以第18名中举。
被乡党们称为“西北奇才”，并与后来的报人张季鸾和水利专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春节过后，他本来是前来开封考试的。
没想到天降灾难，大祸临头，若不是父亲从陕西老家派人前来通风报信，说不定此番已身陷囚车，正
解押回陕呢。
祸起萧墙，事出有因。
当初宋公明题写“反诗”惹下祸端。
不过，宋江那会醉着，而热血青年于伯循却清醒无比。
与宋公明相同的是，他也是因“反诗”惹下杀身之祸。
于伯循自幼年懂事起。
面对关中平原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幼小的心灵中就对腐朽的满清统治烙下了刻骨仇恨。
世纪之交的庚子年(1900年)，华北、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闹得慈禧太后那老娘们儿焦头烂额，加上
八国联军的步步逼近，她仓皇间和光绪皇帝狼狈地逃出了北京城，古都西安成了那老娘们儿避难的首
选之地。
到了西安，他们把陕西中学堂和巡抚衙门分别定为他们娘儿俩的行宫，硬是给霸占了，闹得学生们停
了课。
这且木算，也是瘦驴拉硬屎，下面那些狗官仍对那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满清女皇恭维有加，硬要西安学
堂的学子们沐浴而冠，列队跪在城门外的官道上，  “迎接”那娘儿俩。
血气方刚的于伯循目睹这一切，激愤难平，羞愧难当。
当晚，他夜不能寐，提笔给刚走马上任的陕西巡抚岑云阶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信中痛陈西太后祸
国殃民的种种弊政，请岑巡抚为国请命，手刃慈禧，再推新政，富国强民。
热血青年于伯循为自己的“上书”暗自激动，且有几分自鸣得意。
这时，同学王炳灵来串门夜聊，于伯循隐忍不住，竟把上书拿给他看。
全然不知这是个掉脑袋的买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蓑烟雨任平生>>

后记

1964年11月10日的早晨，一大早就阴天，空中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
台湾岛的11月本来正是一年中气候最好的时候，天公亦哀啊！
天不亮起，于右任的血压就开始持续下降，监护的医生注意到，他的心音衰弱，心律不齐，脉搏和呼
吸开始紊乱。
渐渐地，老人很快堕入昏迷之中，对外界语言不再有任何反应。
医院中的权威专家闻讯赶来，簇拥在病房中，帮助主治医师丁农拿主意。
院方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抢救措施，该用的药物和器械都用上了，但即便是华佗再世、扁鹊再生，也
无力挽救老人的生命了⋯⋯垂危中的老人，却绝不肯轻易撒手人寰，他以他那自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
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用尽最后的勇气同死神拼命抗争。
没有人在乎这种无谓抗争的意义，人们尊重的，只是老人那不肯轻易认输的意志，还有那顽强的生命
力。
一直伴守在病榻一侧的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老人的遗嘱，打开了他自备的保险箱。
他们没有找到遗嘱，尽管老人曾经抱病再三书写，却最终未能留下一份遗嘱。
保险箱里，更没有什么金银钱币、珠宝首饰一类的细软，有的只是老人留下来的日记等。
还有老人发妻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就是几份欠账的账单了。
老副官宋子才看到了老人每次借他的钱都留下的账单。
总计已有几万元，不由潸然泪下。
见到保险箱内物品的人无不神情凄然，垂首不语。
右老做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除了留下几千册书之外，就是这一摞账单了⋯⋯十几个小时的弥留，老
人始终不曾再清醒过。
晚8时零8分，世纪老人于右任终于驾鹤西去，享年84岁。
一周后，一个奉蒋介石之命由国民党高官张群、严家淦等五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料理了于右任的后事
。
老人的棺木内，放进了他生前用过的手杖和花镜，还有一顶呢帽，这就是辛亥老人于右任由世上带走
的全部东西了。
由于于右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治丧委员会决定使用于右任留下来的《国殇》诗作为遗嘱。
由于此前台湾各报曾登载了该诗，老人怀乡思乡的情愫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得知了老人想葬于高山之上的遗愿。
有一位江女表示愿将她丈夫遗留在阳明山一侧的地块让出。
还有观音山硬汉岭上的村民，愿将岭上三四十平方米均地块捐出，供于右任卜葬。
最后，经再三比对，治丧委员会选定了淡水镇光明里海拔700多米处的高山之巅作为于右任的墓园之地
。
此处由山下徒步攀登而上，约走160余步，用闽南话说，就叫“百六脚”，闽南话的读音叫“八拉卡”
，因此，当地人便将于公墓地称为“八拉卡”。
“八拉卡”墓地历时四个月施工，于1965年完成。
高耸于700余米高山之上的墓地面朝北方，隔着一道台湾海峡，面朝北方。
北方，那正是大陆之所在啊。
老人最后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于右任仙逝后，由于他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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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大陆”诗句的流传，台湾几家民众团体为于右任塑建雕像发起募捐活动，很快便募集到所需款项
，委托著名雕塑家陈一凡先生为于右任铜像进行设计和雕塑。
陈一凡精心设计和完成雕塑后，分文不收。
由于玉山高峰的高度在1957年由美国远东陆军制图局测得的高度为3997米，陈一凡特意将于右任的半
身铜像连同基座设计为3米高，这样，与玉山连为一体的于右任便使山增高、水增色，他的灵魂亦与
山河同辉。
设计完成后，要把这设计图纸落实到玉山之巅的巍峨铜像，难度相当大。
别的不说，那一吨多重的青铜等建筑材料怎样才能运上近4000米高的玉山？
没有任何起重机械或机动运输工具，甚至没有一条完整的上山道路，只能靠人工肩扛，蚂蚁搬家。
这种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工作，必须要由特殊的角色才能担负。
人们的目光，落到了两个高山族土著居民的身上。
两人一个叫伍胜美，一个叫全桂林，都是土生土长的高山族同胞。
他们从小生长在深山中，常年累月艰辛劳作，越壁攀岩，犹如轻猿，尤其是他们吃苦耐劳的忍受和承
受能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两位山胞听说为辛亥老人于右任在玉山之巅塑造铜像，二话不说就应承了这件苦差。
每天天不亮，两位山胞从山脚出发，将铜像或水泥、黄砂用山胞特有的藤蓝兜住，背负在肩上，一步
步地向山上爬去。
每个铜像的局部都在80公斤左右，每袋水泥重50公斤，每袋黄沙三四十公斤不等。
沉重的负担，崎岖的山路，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更令人胆颤心惊的，是途经那些古栈道。
古栈道是从前的采药人和猎户用原木建在悬崖绝壁处，年久腐朽，加上两位山胞承重惊人，走在上面
，山风一吹，随时都有可能像一片树叶一样被刮下山崖，他们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小心翼翼地双手扒
紧山壁，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3000多米的距离换算成直线不过三四公里，可登山时盘盘绕绕，就多走了许多路，何况那些没有的路
的地方，情景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清晨出发，直到黄昏才能到达位于3000米高的排云山庄，两人只能在此过夜。
第二天一早再上至山顶，卸下建筑材料，再赶下山去。
下山后，两位山胞休息一天，第三天照样驮着物资出发上山。
两位山胞每天的工资为80元新台币，全部建筑材料运完后，两位30岁出头的山胞仿佛骤然老了10岁，
手上、腿上全是累累伤痕，被岩石磨擦、碰撞留下的纪念，直到日后结痂落疤。
如果右老在世，真不知该如何感激两位吃苦耐劳的山胞。
于右任铜像建成后，蒋经国原想亲登玉山之顶，以向先辈于右任顶礼膜拜，后因健康原因，视山巅为
畏途，将铜像落成典礼改在嘉义市举行。
于右任的铜像也用一个复制品替代，表示了那么个意思吧。
典礼揭幕式上，蒋经国与付出了艰辛劳作的高山族同胞伍胜美、全桂林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时间为1967年8月7日。
于右任老人撒手人寰。
驾鹤西归。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30余年过去了。
蒋介石父子相继辞世，结束了“蒋家王朝”的漫长时代。
然而，30年后的宝岛台湾，却发生了许多令于右任老人生前未曾预料到的事，历史有时会走向反面，
这就是一种真实。
在蒋氏父子当政的朝代，曾遭到激烈抨击和镇压的“台独”势力，在李登辉上台后得以还阳，变本加
厉，开始了分裂祖国，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罪恶活动。
“台独”分子恨透了于右任老人的那首“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尤其其
中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句子更令他们恼怒。
迁怒于人，“台独”分子更加仇恨辛亥革命老人于右任，转而仇恨起老人巍然耸立在玉山之巅的青铜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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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攻击说，于右任的青铜像是一种“政治图腾”，扬言要拆除铜像，但引来台湾岛内一片哗然反对
之声。
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没有比卑鄙更为高明的手段了。
 1995年11月初的一天，登上玉山的登山爱好者猛然发现山顶的于右任铜像遭到破坏，铜像被人锯断，
头像的后脑被砸得粉碎，并被扔下50多米的一个洼部⋯⋯ 年逾花甲的山胞伍胜美和全桂林，听到于右
任铜像遭到破坏的消息，如同遭到雷击，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
两位老人如今再也无力重登玉山之巅。
亲眼目睹那遭到毁坏的铜像，只能仰望云遮雾罩的玉山顶峰，泪流满面，他们怀念那位逝去的老人，
也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岁月。
有一位笔名叫“大荒”的诗人也在怀念逝去的老人于右任，他于当年12月在台湾《中国时报》的副刊
上发表了一首题为《闻玉山于右任铜像断头》的诗，诗中说：一个时代结束通衢达道的铜像一夕剥尽
金身你以革命家始，以书家终隐身云深不知处只供游客攀登上台湾最高点的证明何以不免于斧锯？
大约你的名字已经不合时宜当左衽成为最进步的款式右任听来当然刺耳了！
 “大荒”者，真名不详。
可以揣测，“大荒”乃富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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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于右任，原名伯循，从以字行，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太平老人。
他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
于先生不仅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清末以来杰出的书法家。
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
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
尤其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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