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4年 12月 1日，苏州城皇废基刑
场，一群心怀大义的年轻人从容不迫地
走向生命的终点。临刑前，其中一位年
轻人用鲜血写下绝笔诗，向这个世界告
别，向他热爱和痛恨的一切告别：“借债
重重已破家，是谁断送好中华？千秋自
有董狐笔，撒手西归不理他。”书罢，英勇
就义，年仅22岁，他的名字叫韩伯棠。

韩伯棠，字守唐，又名家铭，别号叶
芬、笑桓、芍轩，望江县城东门街人。清
光绪十八年（1892）出生的他，自幼聪明
伶俐、品学兼优，深受师长喜爱，是一位

“别人家的孩子”。
韩伯棠先是进入位于安庆的安徽陆

军小学堂学习。虽说有个“小”字，安徽
陆军小学堂却一点也不小，前身是安徽
武备学堂，著名校友有：熊成基、范传甲、
石德宽、程良……这些已经镌刻在安庆
城的名字，相信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不过韩伯棠并没有在安徽陆军小
学堂毕业，而是在17岁时以本省旧制中
学优等生资格考入中国官办第一所法
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该学
堂的创始人为伍廷芳。伍廷芳是清末
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出生于新
加坡，长期在英国学习法律，是中国近
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学校是“第一”，创始人是“第一”，在
这样一所学校就读，安安稳稳毕业，可谓
前途无量。但是，韩伯棠志不在此。

不得不说，清廷在培养自己的掘
墓人方面，是舍得花力气的。即便韩
伯棠离开了培养大量革命者的安徽陆
军小学堂，在京师法律学堂仍然受到
革命思想的影响，并最终走上革命道
路——他与来京的同盟会人员接触
中，对同盟会政治纲领大加赞同，旋即
在毕业前秘密加入同盟会，全身心投
入革命的洪流中。

1911年 10月 10日，随着武昌城的第
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风起
云涌……

武昌首义消息传来，热血沸腾的韩
伯棠与彭家珍、赵铁桥等同盟会骨干成
员在北京泸州会馆秘密策划起义，不料
事泄被捕，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
京津同盟会动员多方力量营救未果。

1911年 12月 18日，“南北议和”开始
在上海举行。这是在武昌起义爆发、清
朝皇室岌岌可危之际，以袁世凯为代表
的北方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的和谈。
议和会谈之前，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以
释放韩伯棠等革命者为先决条件。韩伯
棠等人得以出狱。

恢复自由的韩伯棠更加坚定追随孙
中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推翻清朝统
治，比如，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暗杀活动。

暗杀，既有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的
暗杀，也有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的暗
杀。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从事暗杀的革
命者大多为知识分子，比如大家都知道
的，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也钻研过如何使
用炸药暗杀清廷要员。

就在韩伯棠参与暗杀活动后不久，
同盟会新的暗杀对象也很快浮出水面。

1912年 1月 12日，为对抗辛亥革命，
清皇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
泽、铁良等秘密召开会议后，1月19日以

“君主立宪维持会”名义发布宣言，强烈
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反对共
和。他们密谋打倒内阁总理大臣袁世
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

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
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革命军，
否则愿斩首级的“豪言壮语”。

行刺良弼，不得不为！
1912年 1月 26日是农历腊月初八，

清廷为了笼络人心，有为亲近公卿馈赠
腊八粥的习俗，同盟会京津分会决定利
用这次机会刺杀良弼。按照惯例，京津
分会暗杀部依然通过抽签决定暗杀执行
人，结果是彭家珍抽中主签，赵铁桥、韩
伯棠抽中副签。

26日夜的北京城，月黑风高，天寒
地冻。三人化装，赵铁桥装成某道员，彭
家珍为投刺者身揣炸弹，韩伯棠化装为
随从，三人闯进良弼家，伪称拜谒。恰巧
良弼从外面进来，刚下车，彭家珍随即取
出炸弹掷过去。

良弼被炸断左腿，两天后不治身
亡。彭家珍也躲避不及，被一块弹片击
中后脑霎时殒命。赵铁桥和韩伯棠趁乱
跑出良家，赶上快车驰奔天津。

对于这次成功暗杀，孙中山非常赞
赏，高度评价说：“我老彭收功弹丸！”

炸弹彻底摧毁了宗社党人的信
心。2月 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逊位。13
日，孙中山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
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次南北议和以
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而告终。

接下来，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
1913年 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被杀；4月，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
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
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
回国，力主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公开化。

1913年，韩伯棠奉孙中山先生密令，
化装出京至上海，与程饭牛、江寿山、钟
鸣世、方世林等接上头后，秘密联合军警
策划起义事宜。终因袁氏死党防范甚
严、无机可乘，遂改变地点到沪周边地区
开展活动。

期间，韩伯棠回过家乡望江一趟，
变卖所有值钱家产带到上海，作为组织
活动经费。

1914年 3月，韩伯棠又到苏州策划
起事。

之所以选择苏州，也有原因：一是苏
州受反清爱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影响
比较深，革命党派人来苏活动频繁，也就
是说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二是“二次革
命”时，继黄兴为讨袁军司令的韩恢先派
曾兴吾、文凤藻以及德国人爱特到苏州
活动，随带手枪7支、子弹2000发，后派
韩伯棠、钟鸣世等到苏运动军、警，准备
起义，设秘密机关于盘门内三多巷 45
号，与外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络。

历时数月，部署就绪，韩伯棠等组成
讨袁军苏州水陆各军司令部，准备了印
信、旗帜、名册、布告和讨袁檄文、炸弹
等，定于10月23日晚起事。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行将起义计划被
打入革命队伍内的密探沙子慎告密。沙
子慎本是苏常道尹公署保卫队长，他伙同
苏州警察厅探员伪装革命，混入韩恢在上
海法租界设立的秘密机关。韩恢、韩伯
棠、钟鸣世等未能觉察，并深信不疑，留下
极大隐患，敌人还是抢先了一步。

10月22日夜，苏州警察厅派出警长、
巡士及保安队百余人，在大雨中包围了
三多巷45号苏州同盟会秘密机关。逮捕
了正在聚会安排起义具体工作的韩伯
棠、钟鸣世、李英、方径厚、唐荣、张超、余
质甫共7人，并搜去了讨袁军旗帜、炸弹、
手枪及讨袁苏州水陆各军司令委任状。

韩伯棠被关押在苏州警察厅，苏常
道尹殷鸿寿多次提讯，韩均直言不讳，宣
陈革命宗旨。殷爱其智勇双全，婉言诱
劝韩投效袁世凯，遭到韩的严词拒绝。
他说“党纪必遵，素志不移”，并瞋目怒
骂：“生不能啖袁氏之肉，死当为厉鬼，以
杀国贼。”

虽在狱中，他仍保持革命乐观主义，
常吟诵文天祥《正气歌》以激励革命党
人。因韩跟随孙中山在日本从事革命活
动时，曾一度在日本东京某校做教学工
作，他把在狱中编写完成的《法政讲义》
一卷文稿，托殷鸿寿转寄这所日本学校，
了却自己一份心愿。

经江苏都督冯国璋与江苏巡按使齐
耀琳批饬，1914年12月1日下午4时，殷鸿
寿派保安骑巡二队将韩伯棠与钟世鸣、唐
荣、李膺、方世林5人杀害于皇废基刑场。

韩伯棠等遇害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
新闻，12月4日上海《申报》《时报》均刊
登了这个消息。林森、戴佳贤、叶楚伧、
蔡元培、房秩五、童汝川等各界人士闻讯
纷纷题赠匾幅和挽联。林森题赠匾额：

“血碧千秋。”蔡元培送挽联：“嚼齿恨权
奸，几番演说当途，挑动一雄翻大局；甘
心死民国，数语明怀投笔，让他四友伴嵩
山。”房秩五送挽诗：“天生侠骨傲风尘，
倚马才华不让人。壮志未酬身报国，千
秋麟阁奠忠贞。”

韩伯棠绝笔诗有典故：董狐。董狐
是一位史官，秉笔直书，不徇私情，实事
求是，忠实履行史官的神圣职责，被孔夫
子赞为“一代良史”。

房秩五挽诗中也有典故：麟阁。因
为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刘询令人画十一
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
所以后世多以“麒麟阁”或“麟阁”表示卓
越的功勋和最高的荣誉。

专家说文物：

“《中共望江党史》记载，戊戌变法以
后，望江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渐
趋激烈，积极投身推翻清朝政府和反对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韩伯棠烈
士正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望江人民的典
型代表。他牺牲于1914年12月1日，是
第一个在外牺牲的望江籍革命烈士。”望
江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檀革才
介绍，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
予韩伯棠革命烈士证明书。2023年9月
30日，升级改造后的望江烈士陵园英名
墙上，也刻上了韩伯棠的名字。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侠骨傲风尘 麟阁奠忠贞
——纪念韩伯棠烈士牺牲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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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望江县城东门老街的韩氏堂轩，是韩伯棠烈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通讯员 蒋非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北浴乡围绕
“红色山乡 人文北浴”这一主题，深入挖
掘红色革命历史文化和地方农耕文化，依
托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探索农文旅深度
融合，为北浴乡高质量发展插上文化之
翅，在乡村振兴征程上实现文化“圆梦”。

北浴乡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廖河
戏台，罗汉山、廖河古村落入选安徽省第
四批传统村落名录。该乡依托罗汉尖革
命历史红色资源，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这里
孕育了以朱育祺、朱赛英、吴应典等为代
表的革命先烈，当地的寺观庙宇、雕梁画
栋均蕴藏着深厚的文化艺术。

北浴乡积极整合这些资源，通过探
索黄梅戏、大鼓书、微视频等多种方式，
参与创作出黄梅戏《浴血罗汉尖》、美食
微视频《寻味北浴》、文旅宣传片《这里是
北浴》、和美乡村行采风作品集等文艺作

品，充分展现了这里的山水人文，进一步
提高了北浴山乡声誉。

目前，北浴乡建成了罗汉山红色文
化广场和红色研学基地，利用乡村现有
资源置换改造了乡综合文化站，各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与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融
合推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近年来，该乡成
功举办宿松县“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
动暨乡村旅游高质量宣传营销启动仪
式、“遇见北浴 浴见红星”红色文化艺
术展演、北浴乡新时代农民文艺宣传队

“古韵新风促振兴”黄梅戏展演暨2024
年宿松县“四季村晚”等文艺活动。

“全国文明村镇”北浴乡迎宾村延续
淳朴民风，每年举办重阳节尊老敬老活
动，2024年以“尊老敬老 九九重阳——我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重阳节”为主题开
展了做一次义剪、吃一餐午饭、看一台大

戏、送一份礼品、开一次座谈、观一次电影
的“六个一”活动。同时，通过“爱心超市”
积分兑换等方式引领群众树立新风，依托

“我们的节日”“三下乡”“送戏下乡”等文
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面对农村群众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北浴乡在各村配备文化协管员，吸引当
地的退休干部、教师、乡贤等加入文化
志愿者队伍，加强书法、绘画、农业、法
律等专业辅导，为群众提供广而精的文
化“点单”服务。目前，北浴乡组建了乡
新时代农民文艺宣传队，成立了黄梅戏、
大鼓、鼓书、舞蹈等文艺小分队，为群众
性文化活动多样化开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2024年由北浴乡文化站创排的三
句半《红色山乡展风采》，在宿松县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巾帼宣讲
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此外，北浴乡汇聚乡贤力量，带动红

色旅游。罗汉山村村干部、罗汉尖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宣讲员朱留安，从
2021 年担任讲解员至今，已义务讲解
700余场，接待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游
客35万余人次。在他的影响下，周边群
众纷纷化身红色讲解员，成为宣传家乡、
推介家乡的坚实力量，甚至化身主播，为
美丽家乡代言，助农增收。

近年来，北浴乡还以建设和美乡村
精品示范村为契机，利用当地村民闲置
房屋和荒地发展“庭院经济”，成功打造
乡村民宿及农家乐10余家、农产品销售
中心以及“美丽庭院”40户。该乡通过大
力发展中药材、红绿茶、油茶等特色种植
产业，让游客体验春日采茶、冬日拔笋等
特色活动，实现用红色文化吸引人、用绿
色农产品留住人的效果，助力当地群众
参与景区业态经营和农产品销售增收。
（通讯员 姚秋月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文化赋能乡村“圆梦”

尽管已经开售近 5 个月时
间，但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
文创产品“凤冠冰箱贴”仍然
热 度 不 减 ， 相 关 话 题 频 登 热
搜，更让不少人直呼“一冠难
求”。“凤冠”变身“销冠”让
我 们 更 加 直 观 地 感 受 到 “ 国
潮风”势头迅猛，并且正在从
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
向更广泛的人群扩散和渗透。

近年来，乘着“国潮热”
的东风，一众文创产品也如雨
后春笋般面世。各类博物馆依
托于本馆文物设计文创产品；
一些旅游城市也将本地不同类
型的元素设计成文创产品。但
纵观出圈的文创产品，它们一
定是设计精巧、还原度高的。
正如许多抢到国博“凤冠冰箱
贴”的网友评价的那样：“这类
文创不能仅仅按照冰箱贴的价
值去衡量，它还原度高、设计
精巧，称得上是件艺术品。”从
另一个角度说，这些文创产品
之所以能够从千千万万的文创
产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年轻人
的青睐，一定是精准把握了年

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还有许多文创产品因追求快速
商业变现，选择借鉴或模仿已
有的成功模式，导致文化 IP 开
发落入低水平、高重复的开发
境地，这不仅限制了文化的多
元化表现，还可能导致市场的
审美疲劳，最终损害文化品牌
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而只有深
入挖掘文化 IP 的历史渊源、社
会意义及其深层价值，避免表
面化的解读，确保创意根植于
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增强产
品的故事性和独特性，才能让
文创产品保持“长红”。

文 创 产 业 要 持 续 健 康 发
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地探
索与实践，在尊重和保护文化
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创新，实
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繁荣。只
有这样，文创产品才能真正承
载起传播文化、讲述故事的重
要使命，成为连接古今、沟通
中外的文化桥梁。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凤冠”变身“销冠”
对文旅有何启示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
华亭镇聚焦职能职责，以实际
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办好办精“家长学校”，持
续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群众喜
闻乐见的家风家教宣传宣讲活
动，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引
领广大妇女建设好家庭、涵养
好家教、传承好家风，深化家
风家教的传承与发展，为构建
和谐社会贡献巾帼力量。

深化家风教育，培育家教
观念。华亭镇妇联坚持以“家
长学校”为平台，定期举办家
风家教培训班，将法治文化教
育与家风家教建设有机结合，
积极引导家长学习《民法典》
《法律援助法》和《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升
家长的法治意识和家庭教育能
力。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增强
了家长的法律素养，也为孩子
们营造了一个健康、和谐的家
庭成长环境。“家长的素质以
及其奉行的家教理念对孩子的
成长与发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我们为家长提供指导和服
务，帮助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难
点问题，提升家长教育培养子
女的能力和水平。”华亭镇党
委委员邓顶峰表示。

强化示范引领，树立先进
典型。华亭镇积极挖掘和表彰

“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
庭”等先进典型，通过他们的
优秀事迹，激励更多家庭学习

先 进 ，传 承 美 德 。 该 镇 开 展
“讲述最美故事，弘扬优良家
风”先进事迹分享等活动，大
力弘扬先进典型的事迹。同
时，评选出“美丽庭院”，以此
鼓励家庭美化生活环境，提升
生活质量。这些活动不仅展
示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
重要作用，也为其他家庭树立
了学习的榜样，引导更多妇女
群 众 向 先 进 学 习 、向 典 型 看
齐，自觉学习践行好家风。该
镇共选树“好婆婆”“好媳妇”

“最美家庭”等先进典型 20 余
户（名），评选表扬镇级“美丽
庭院”10户。

创新宣传方式，拓宽传播
渠道。华亭镇通过“线下+线
上”持续拓展好家风故事传播
渠道，扩大宣传影响力。线下
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深入农
村、学校、非公企业、小区等开
展“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
等主题家风宣讲活动 30 余场
次，参与群众 5000 余人次，并
充分发挥普法宣传的教育、引
导、规范作用；线上通过微信
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转发先进事迹、感人事
例，以公益宣传广告、户外电
子显示屏等为传播阵地，采取
多维融合的传播方式讲好家风
故事，传播巾帼声音，传递巾
帼能量，让好家风家教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

（通讯员 朱梦涛）

凝聚巾帼力量 弘扬优良家风

韩伯棠革命烈士证明书。 通讯员 蒋非 摄

为 了 迎 接 即 将 到 来 的 12 月 4 日 国 家 宪 法 日 ，11 月 26 日
上 午 ，一 场 以“ 反 诈 同 行 宪 在 行 动 ”为 主 题 的 普 法 宣 传 活
动 在 迎 江 区 南 水 回 族 社 区 举 行 。 活 动 现 场 各 类 演 出 节 目
丰 富 多 彩 ，尤 其 是 将 反 诈 歌 曲 与 反 诈 诗 朗 诵 融 入 文 艺 表 演
之 中 ，以 寓 教 于 乐 的 形 式 ，生 动 地 向 社 区 居 民 普 及 了 反 诈
骗 知 识 ，有 效 提 升 了 大 家 的 防 骗 意 识 。

通讯员 马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