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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的辛亥长沙地理

A23
【光复之城】

焦达峰（1886~1911）湖
南浏阳人。 参加1906年萍、
浏、 醴起义。 加入同盟会，
1909年先后在武汉、 长沙设
立共进会机关部， 开展革命
活动。1911年10月22日与陈
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
昌起义，攻占长沙，任湖南军
政府都督，不久后被杀。

宋教仁（1882~1913）湖
南桃源人， 中国民主革命的
先行者、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之一， 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
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被暗
杀于上海。

起义军缴获的清军城防炮。

水风井、贾谊故居的革命之火没有点燃

1911年10月22日，一个星期天。早晨，新军49标革命代表
安定超，突然穿戴整齐带着几个手持步枪的士兵，出现在长沙
经武门外协操坪（今湖南人民体育场），他们焦躁不安地踮起
脚尖，翘首望向长沙城内的水风井方向。这时，忽然在长沙城
北，一处房屋起火。安定超马上吹响紧急集合哨。他身边的士
兵，朝天鸣枪三声。新军士兵们拿起手中步枪，纷纷向协操坪
集结，湖南辛亥革命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举义大幕。

原来，在长沙举义之初，革命党人就已商议好，起义当天，
城内水风井革命党机关卷施社、 太平街贾谊故居革命党机关
和长沙北门外革命机关三处地点应举火为号。没想到，贾谊故
居的革命同志没有将革命机密透露给守庙工人， 结果守庙工
人郭冬生灭火经验丰富，迅速就把举义的革命之火给扑灭了；
水风井革命机关同志， 要家中工人飞快上街到附近店铺敲门
购买煤油。结果伙计贪图大西门煤油便宜，竟提着桶子奔往二
三里外的大西门。水风井的革命同志急得蹦跳，站在水风井街
口等待煤油，却看到从小吴门和荷花池方向，已有扎着白布带

的新军士兵奔跑进城了。
8时20分， 由革命党人谭满芳发给参加集合的新军士兵

每人子弹10发，白布臂章一方。安定超宣布湖南革命开始，传
达起义事项，接着宣读了焦达峰、陈作新等议定的起义动员
令。 随后彭友胜率49标第二营后队，会同50标和马队向北门
进军。他们越过云阳门（当时已封闭，辛亥革命长沙起义胜利
后更名为兴汉门）占领了荷花池军械库。然后与从小吴门过
来的同志一起围攻巡抚衙门。安定超则率49标第二营前队左
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
局。

其时， 仅小吴门城门关闭， 最后被卖菜的炊事兵打开大
门，革命军蜂拥而入。

当参与革命的常治、 黄翼球出现在湖南巡抚余诚格面前
时，余诚格借故与家人相商，破洞从六堆子街道逃走了。同时
常、黄扯下一张白桌布和一张白床单，用墨笔写出两个大大的
“汉”字，作为旗帜，挂于旗杆上，全城人民仰望，知长沙已经光
复。黄忠浩则被士兵拖到小吴门城墙上杀死，头挂在城楼上，
尸身从城楼上扔下了城墙。

贰

在新安里，毛泽东听到了湖北军政府代表的演讲

辛亥革命爆发二十五年后，即1936年，身在陕北的毛泽东
向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他在长沙的辛亥革命经
历。

他说， 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
天，忽然有一位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的代表赶来长沙，并来到
他就读的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 这是一次激动
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
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

那一年，毛泽东18岁。这一年春天，湘乡东山小学堂的贺
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城内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 顺便就带着
优秀学生毛泽东来到长沙。毛泽东顺利考取湘乡驻省中学，这
所中学为革命活动家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 即今湘乡一中前
身。

这所长沙城内的湘乡中学，位于长沙城市中心的新安里。
新安里原址在五一广场东北侧、今天新大新大楼前，已在修建
长沙五一市民广场时拆迁。

从韶山到湘乡，再到湖南省城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在这
里，他读到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看到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
72位烈士殉难，深受感动。又听人说起孙中山革命纲领。毛泽
东满怀激奋，写了篇小评论张贴于学校墙上，表示支持革命党
推翻清朝，声称应把孙中山请回担任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
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革命派和立宪派
的区别。

在初入湘乡驻省中学不久， 毛泽东为表示与清朝彻底决
裂，在长沙新安里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倡议并带头剪辫，还和
剪辫积极分子、 湘乡梓门桥的胡崇诚动手剪掉了其他十位同
学的辫子。

在小吴门，亲眼目睹“衙门上升起了一面白色的大旗，
上书一个‘汉’字”

在湖北革命党人来到湘乡驻省中学演讲四五天后， 毛泽
东觉得武汉正在进行激烈战斗，“我决定参加黎元洪的革命
军”，他对斯诺说。

毛泽东说：“我下了决心和其他几位朋友去汉口。 我们从
同班同学那里筹了一些钱， 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需要穿雨
鞋，我就向军队里的一位朋友借雨鞋，他们驻扎在城外。”

毛泽东于是从新安里经府正街，转到贡院街、小吴门正街，
想走出小吴门城门，这时“防守的士兵把我拦住了，那个地方已
经变得十分紧张，士兵们头一回发给子弹。他们正涌到街上来。”

“起义军正沿着粤汉铁路逼近这座城市， 已经开始交战”，
毛泽东向斯诺说的这条铁路，原址就在今天的八一桥下。距今
二十多年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八一桥下跑火车的地方，已
成了芙蓉路的一段。

“同时城里也发生了暴动，劳工们猛攻城门，并取得了胜利。
我穿过了一个城门，又折回城里，随后在一处高地观战，一直看
到衙门上升起了一面白色的大旗，上书一个‘汉’字。”毛泽东返
回学校，发现地处新安里的湘乡驻省中学“已在军队控制之下。”

根据毛泽东的这段自述，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其实毛泽
东到城外借雨鞋的那天，正是1911年10月22日上午。当时，新
军攻入长沙城，长沙宣布光复。

当然，毛泽东也知道，“第二天，都督府成立了。两位哥老会
的重要成员任都督和副都督，他们分别是焦达峰、陈作新”，“新
都督和副都督当政不长。他们不是坏人，有些革命的意识，他们
很穷，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们对他们不满，没过
几天，我去看一个朋友时，就看见他们横尸街头，谭延闿代表着
湖南地主和军阀势力又组织了暴动推翻了他们。”

蔡锷（1882~1916）湖南宝
庆（今邵阳市）人，响应辛亥革
命， 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
的护国战争， 是中华民国初年
杰出的军事领袖。

（下转A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