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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变卖田地房产支持革命,被称为共和革命牺牲者第一人 
 

陆皓东：一我可杀  不可尽杀 
 

中山日报记者   李玮玮  吴娟  南方日报记者  徐林 
 

  他与孙中山志趣相投、性情相似，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追随者和得力助手； 
  他为广州起义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后这一图案用在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

旗上； 
  他为销毁党员名册被捕，后英勇就义，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陆皓东之孙陆玉庭在接受采访时称，祖父对后代的影响比较大，后人一直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

但作为他的后人，更多的是感到自豪和骄傲，“从祖父的身上，我们也继承了那种爱国爱乡的精神”。 
  与孙中山“饮食起居必与共焉” 
  陆皓东生于上海，因为出生的那天恰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桂花飘香，所以陆皓东的小名

叫中桂。陆皓东的父亲陆晓帆在上海经商，与郑观应往来甚密，据说陆皓东是郑观应的谊子。有不

少史学家也据此推测孙中山与郑观应的结识是由陆皓东介绍的。 
  陆皓东 11岁的时候，陆晓帆在上海病逝。1878年，陆皓东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第一次回到
故乡翠亨村。安葬父亲之后，陆皓东遂随母在翠亨村定居。 
  不久，陆皓东进入翠亨村村塾冯氏宗祠读书，和孙中山成为同学。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似，

一样的聪明，一样勇于对世俗表示反抗，成为终生好友。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向村中小孩所描述的

外部世界的情况，引起比陆皓东年长一岁的孙中山的浓厚兴趣，激发起孙中山对翠亨村以外更广阔

天地的无限向往。 
  1883 年，从檀香山回翠亨的孙中山和陆皓东久别重逢，两人更加投契，甚至“饮食起居必与
共焉”。孙中山在翠亨进行的修筑村路、增设街灯、组织青年联防、演讲宣传等一系列乡村建设试

验，陆皓东都是积极的助手。陆皓东还和孙中山一起跑到村庙北极殿损坏了神像，反对村人迷信。

不久，孙中山离村往香港求学，而陆皓东后来则转赴上海，进入上海的电报局学习电报和英文。1893
年，孙中山到广州西关冼基开办了东西药局，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以及程璧光、程奎光等

同乡时时相聚于广雅书局的南园抗风轩议论时政。 
  策划广州起义，设计青天白日旗 
  1894年 11月 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 1
月，孙中山到达香港，与杨衢云、陆皓东、陈少白、黄咏商等筹建香港兴中会。1895年 3月下旬，
孙中山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策划广州起义。陆皓东还为起义设计了青天白

日旗作为标志，后来青天白日的图案也被使用在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上。陆皓

东常驻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起义分机关，负责招待各方同志，储藏起义军械，并变卖在翠亨村

的田地房产筹款作革命经费。 
  可惜筹备半年多的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就流产了。两广总督谭钟麟得知兴中会起义的消息后，急

调营勇回广州防卫，并派人搜查王家祠、咸虾栏等革命党机关。陆皓东得到消息，即刻通知革命同

志躲避，他又不顾危险毅然折返双门底机关，销毁党员名册后不幸被捕。 
  陆皓东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受尽钉插手足、凿齿等酷刑而不肯供出革命党人，并写

下一篇长达三千余字的供词。在供词中，陆皓东大义凛然地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

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楚归，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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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1895年 11月 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孙中山对陆皓东的牺牲十分悲痛和怀念，他后来回顾广
州起义时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因运械

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

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专访陆皓东之孙陆玉庭：祖父憎恶封建礼教，却从不嫌弃瘸腿的妻子 
  今年 4月，从美国回来的陆皓东之孙陆玉庭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中山市翠亨村犁头尖山腰的
陆皓东坟场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祭。今年已 79 岁的陆玉庭，虽已白发苍苍，但难得回到家乡，希望
到处走走，追寻祖父的革命足迹。 
  孙中山鼓励陆家人学医 
  谈到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的祖父，陆玉庭称祖父去世时，自己的父

亲仅一两岁，尚不记事，“祖父的故事，大多是从书本和亲戚朋友那里听说的”。“听说祖父以前曾

开过蚕厂为革命活动做掩护，这次也想去看看，追寻一下祖父的革命足迹”。 
  陆玉庭在《怀念祖父陆皓东》中曾说，祖父生于中秋节，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

每到这个人月两团圆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就更加浓烈。小时候，我对祖父没有什么印象，

关于他的事迹知之甚少，所知的一些都是从长辈亲人那里听到的。我小时候同祖母一起生活，听长

辈们说，祖父、祖母相亲时，都是坐着的，没站起来走动，所以在成亲时祖父方知祖母腿瘸，一只

脚长，一只脚短，因此祖父对封建礼教很憎恶，但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祖母。” 
  提起陆皓东的牺牲，陆玉庭说，那时候，祖母很少提起祖父。旧时代中山有句骂人的话叫“斩

头鬼”，因为祖父为清廷所杀，在家里是很忌讳的。“祖父为推翻封建帝制献身后，与他志同道合的

亲密战友孙中山先生对我们家人很关心，先父、先母的结合，就是孙中山先生促成的。孙中山先生

还鼓励家母学医，家母就来到孙中山于广州学医的学堂——济博医院附属南侨医学堂学习。后来，

她在翠亨村免费为村民诊治、接生”。 
  陆家后人参加抗日游击队 
  作为历史名人、共和先驱的后代，陆玉庭一直觉得祖父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一直生活在他

的光环之下”。他感慨地说：“比如回到石岐，朋友介绍我的时候，常常不是说我的名字，而是说‘这

是陆皓东的孙子’，感觉有点失去自我。但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更多的是感到自豪和骄傲。从祖父

的身上，我们也继承了那种爱国爱乡的精神。” 
  陆玉庭五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于是搬到澳门居住，至 1942 年返回到翠亨村生活。当时陆
玉庭的三哥陆玉良毅然参加抗日游击队。陆玉庭说：“我记得我家的厨房曾替游击队收藏过武器弹

药，游击队也曾在我家开过会。” 
  移居国外后，陆玉庭的心里也一直挂念着家乡，总想有一天要回来看看。改革开放后，陆玉庭

的弟弟陆玉如回到祖国，适逢政府修整祖父的坟场。“看到弟弟拍回来的照片，我们都觉得很诧异，

都想亲自回来看看，体验一下祖国发生的新变化”。“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家乡有一种亲切感。回到

中山，看到熟悉的地方，就会回想起小时候在那里玩了什么，和谁在玩，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很

多回忆，感情很深”。 
  陆玉庭非常希望广东能加强对陆皓东的宣传，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记得翠亨村原来有

条皓东街，我家就在皓东街 1号。现在没有了，很希望能恢复过来。” 
  陆皓东（1868－1895），原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香山（中山）翠亨村人。9岁父死，
随母返翠亨，和孙中山共读于村塾，成莫逆之交。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1895 年
2月，孙、陆同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不久，设计青天白日旗为广州起义军旗。后因起义失败，
在撤离后，陆皓东发现革命党名单留在机关，便不顾个人安危和党人劝阻，毅然返回销毁，不幸被

捕，1895年 11月 7日英勇就义，时年仅 28岁。孙中山称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
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