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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林希

许卓然（1885-1930），别名寄

生，曾化名李华、树华，籍贯泉州

西郊马加埔村（今属丰泽区北峰

街道）。民国先驱，深受孙中山先

生的赏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创办《新

民周报》《声应报》《民钟报》《江声

报》。参与创办泉州黎明高中，资

助厦门中山中学。1930 年被刺客

杀害。

许祖义（1921-1998），许卓然

之子。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任民革厦门

市委会主委、厦门市副市长、厦门

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投身革命

许卓然的父亲许培村是清末

秀才，以教私塾为生，收入颇丰，

后举家迁入泉州城内花栅下（今

培元中学一带）。秉性刚直，乐于

拯弱恤困。

许卓然秉承父风，急公好

义，关切国是。他生活在清朝末

期，目睹政府腐败无能，受新思

想的影响走上进步的道路。21

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怕他惹祸，

把他送往南洋。由于水土不服，

只好返回泉州。当年冬季，因打

抱不平得罪官府，被迫离开故土

前往厦门紫阳学堂任教，并加入

同盟会。翌年，受组织的委派回

泉州，在小开元寺里设立秘密地

点，发展陈仲瑾、傅维彬、陈伯清

等人加入同盟会。

1911 年 5 月，革命党人、印尼

泗水华侨蒋以麟倡议在清源山赐

恩岩召集同盟会会员开秘密会

议，会议由许卓然主持，商定推翻

清朝统治和建立革命武装、购置

枪支弹药等事宜。组建体育会，策

反清廷派驻泉州统带唐万胜，聘

请他为教练，以避免清地方当局

的注意，为光复泉州做准备。同年

9月，中国同盟会泉州分会成立，

蒋以麟为会长，黄中流为副会长，

许卓然为组织股长，陈仲瑾为总

务股长。9月 17 日，许卓然、陈清

机、陈少宝在安海发动 2000 多人

暴动，摧毁都司衙门。11 月，力劝

唐万胜、晋江知县黄逢年交出印

章，剪掉辫子，清政府在泉州的统

治宣告结束。

民国初年，泉州社会治安混

乱，许卓然邀请同安灌口义勇军

来泉州加强防卫。1912 年，泉州同

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许卓然等人

设立共和实进会，在考栅（今打锡

街一带）创办《新民阅书报社》，委

托同仁傅振箕、陈硕生负责，自己

和陈清机等人在厦门创办《声应

报》。

袁世凯当权后走复辟之路，

引起国人愤慨，革命党人掀起二

次革命热潮，许卓然声援讨袁斗

争，竭力支持福建独立。二次革命

失败后，袁氏政权查封《声应报》，

缉拿许卓然，许卓然逃离福建赴

上海。不久潜回泉州，指派傅振箕

到日本拜谒孙中山，请求加入中

华革命党，孙中山指示他们用地

方武装反对袁氏在福建的代理人

李厚基的政权。

许卓然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

之心甚笃，因而深受孙中山先生

信任和器重，多次委予重任。

1915 年，许卓然创办《新民周

报》，这也是泉州的第一份报纸。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许卓然利用媒体及

时揭露袁氏的卖国罪行及李厚基

封杀革命党人言行的事实。同年

秋天，永春人宋渊源赴厦门与许

卓然、叶青眼等人组建中华革命

党福建支部。同年 12 月，孙中山

委任许卓然为福建护国军统筹部

部长。第二年，许卓然发展 300 多

人组建闽南护国军，后在战斗中

失利，队伍被迫解散。

1916 年 6 月，泉州驻军马步

云部发动兵变，杀害无辜群众 30

多人。许卓然闻变紧急召开公民

大会，向全社会呼吁，奋力抗争，

并通电要求查办肇事长官，逼使

驻军军部赔偿死者丧葬费各 200

元。马步云因此对许卓然极为忌

恨，策划秘密逮捕他。许卓然接到

孙中山密函，受命准备发动护法

运动，招募闽中子弟，组建“闽南

靖国军”，许卓然被委任为第二路

军司令。不久，率部进驻晋江安海

和南安溪美。民国 8年，闽南靖国

军与驻泉北军罢战言和，许卓然

卸去第二路军司令职务。

许卓然重视实业救国，1919

年 4 月，他与旅日华侨陈清机在

安海成立“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

有限公司”，并建成福建省第一条

汽车公路———泉安公路。

1922 年陈炯明兵变，许卓然

赴上海谒见孙中山，孙中山提出

建党立业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

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

卓然以福建省代表身份参加，

并任筹备福建党务特派员。

李大钊、毛泽东等 24 位共

产党党员参加了大会。国共两

党合作掀起反帝反封建大革命

浪潮。孙中山指定的福建代表

许卓然也参加了大会。

此后，许卓然在厦门鼓浪

屿龙头路开办的图书馆，成为

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据点，吸收

庄希泉、秦望山、黄克绳、叶清

泉、黄藴山、张海珊、杨廷秀等

人为闽南首批国民党党员。同

时创办光华小学，与江董琴等

创办“福建省临时党部筹备

处”。1925 年 6 月 6 日，临时党

部发动厦门各界民众，举行声

援上海“五卅”惨案大会，许卓

然在大会上作主旨演讲，成立

“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庄希

泉、江董琴、余佩皋等 25 人被

选为代表。6 月 8 日中国国民

党临时党部宣告成立，许卓

然、秦望山、庄希泉、李觉民、

富恩潭、苏渺公、叶清泉等人

被选为执行委员。继《声应报》

复刊后，许卓然又创办《民钟

报》《江声报》。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召开，许卓然在会

上作关于福建党务报告，并两

次在大会上发言。同年北伐军

入闽，国民党中央派丁超五掌

管福建临时党部，许卓然卸去

省党部职务。东路军总指挥到

福州后，委任许卓然为福建财

务委员会委员，协调财政筹划，

军队开支等工作。

1928 年，福建省政府正式

成立，拟任许卓然为财政厅长，

他推辞不就这个被世人视为

“肥缺”的职位，而请缨就任他

人避之不及的“禁烟

专员”。他对军阀放

任甚至强迫农民种

罂粟制鸦片的行为

深恶痛绝，在厦漳泉

开展禁烟运动。他风

行雷厉，在厦门破获

数起大烟毒案。

此时，许卓然还

接办了自己于 1918

年创刊的《江声报》，

出任报社董事长，并

主持报务。报纸以

“为老百姓说公道

话”为办报宗旨，经

常对时局发表评论，

笔锋犀利，矛头直指

最高统治者，它是厦

门解放前存世时间最长的民办

报纸。

这时中山中学受到国民党

右派破坏，经费无着，不得不停

办，为此，许卓然在《民钟报》谴

责右派势力的破坏罪行。方声

涛当福建省军事厅长后，任许

卓然为参议，兼省禁烟委员会

常委，专管漳泉禁毒工作，他禁

种罂栗，禁运鸦片，坚决打击从

事贩毒的台湾浪人。

红军入闽后，福建军阀内部

矛盾不断加急，许卓然赴漳州

与张贞商议组建民团自卫。应

同安教导团团长萧叔萱的邀

请，到同安协商整顿教导团事

宜。

任侠尚义，勇猛敢战，往往

会招来某些人的嫉恨。1930 年 5

月 28 日，许卓然行走在厦门街

头，当他行至太史巷丰益钱庄

门口时，面前闪出两员彪形大

汉，迅速向许卓然开枪后，慌忙

逃遁。身中五枪的许卓然瞬间

倒在血泊中，第二天不治身亡，

终年 45 岁，留下妻子以及二男

一女，其中次子许祖义不满 10

岁。凶手是谁，至今还是一个

谜。不过，被史学界认可的说法

有二，一是国民党右派刺客，另

一是毒贩刺客。

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是

近现代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

期。这个时期，战乱频仍、生灵

涂炭。作为铁血志士，许卓然在

社会变革、国家危难的生死关

头，怀着一心救国的赤子情怀，

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经历了

血与火的洗礼，抒写了一段壮

烈不朽的历史篇章，留给我们

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为天下

先的大无畏精神。

在安海养正中学新校区北

面的高地上，矗立着一座闽南

常见的翘屋脊六柱亭———卓然

亭，亭中石碑正面的“卓然亭”

三个字出自政协福建省原副主

席、解放后泉州市（鲤城区）首

任市长许集美手笔，而石碑背

面上部镌刻着的 106 个字，乃是

孙中山致许卓然亲笔信手迹。

这封信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孙中

山对许卓然的关心和支持。亲

笔信全文如下：

卓然兄大鉴：江董琴来，得

书并悉近情。失地不足虑，要以

保全实力，联合友军，牵制孙、

周，夹击潮汕，为再举之计。雪

竹已入龙岩。湘军下河源后，进

趋老隆，已属雪竹设法联络。来

书所策合戎机，望与诸君迅图

之！款已筹两千元，交江君转寄

矣。复颂戎绥。

孙文 四月二十四日

薪火相传

许卓然热心教育事业，1906

年 11 月，在废科举、办学堂的声

浪中，富有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

陈仲瑾、许卓然、叶青眼、傅维彬

等人为启迪民智、宣传革命，在小

开元寺内创办了一所学堂，因学

校地处城西，故名西隅学堂。辛亥

革命志士陈仲瑾先生出任首任堂

长。西隅学堂即今西隅小学，办学

已逾百年，培养出李亦园、庄善裕

兄弟、陈泗东、庄瑞杰等一批社会

名人。 （下转 5版）

许卓然 许祖义

孙中山致许卓然亲笔信手迹

养正中学内的卓然亭

民国先驱许卓然

“合力倒李厚基”策略。在上海

期间，许卓然积极做工作，调和

福建的方声涛、宋渊源之间的

矛盾，策反李厚基部第十旅旅

长臧致平，随后回泉州招募旧

部组成自治军。许崇智带领东

路讨贼军进入福建，推翻了李

厚基政权，臧致平宣布独立，泉

州自治军击败张清汝第一混成

旅。孙中山指派廖仲恺来泉州，

把自治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

八军，许卓然被委任为卫戍司

令，后改称为泉州警备司令。许

卓然和秦望山部奉命赴广东潮

州、汕头支援东路讨贼军，部队

进入平和县时就被敌方包围，

秦望山突围而逃，许卓然在当

地藏了三个月后逃回厦门，又

被委任为中央直辖区第五军军

长。陈炯明叛乱平定后，许卓然

便离开军界，专门从事党务工

作。

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中，许

卓然得到孙中山的亲自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