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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蒲案”的特点及其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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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蒲城学案是由同盟会领导的发生于西北地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生运动。在陕西学界和国内外革命力

量的支持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在这场斗争中，蒲城师生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严守革命秘密的斗争精

神，是“蒲案”精神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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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 10 月 16 日，在陕西蒲城县发生了一

起震惊全国的学生运动———蒲城学案，史称“蒲

案”。这是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它发生于辛亥革命前三年，对辛亥革命产生了直接

影响。它比五四运动早了十一年，是陕西学生运动

的先驱。从这次运动中走出了“西北革命巨柱”井

勿幕、大将军杨虎城等人。

一、陕西同盟会在蒲城的革命活动

1905 年，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蒲城人井勿

幕，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回陕发展同盟会组织，从

事反清斗争。他首先在蒲城进行活动。仅一年间，

发展了常铭卿、李仲特、李桐轩等 30 余名同盟会

员。1906 年，蒲城县立高小学堂成立，在井勿幕等

人的领导下，任该校教习的同盟会陕西东路支部长

常铭卿和会员陈同熙，在学生中加紧了宣传和组织

工作。“蒲案”发生前夕，已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

员五十余人
［1］132。1907 年，蒲城县教育分会成立。

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不仅常铭卿被选为会

长，连副会长、演讲员、书记员、劝学员、评议员等都

是同盟会员。于是，他们便通过这一合法机构，利

用星期天或城乡赶集时间，组织学生分头演讲，普

及自然科学知识，破除迷信; 提倡妇女识字读书，不

缠小脚; 并演出由同盟会员李桐轩编写的《一字

狱》《如皋狱》《黑龙江》等街头剧，揭露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罪行和清王朝对外投降、对内专制的暴

政。“听者听到民族危机、官吏苛政、社会黑暗、民

不聊生时，纷纷落泪，影响甚大”。［2］102
这些宣传鼓

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 1907 年反对蒲城官

府为征收西潼铁路路捐，增加盐厘、谷厘、土税的斗

争和蒲城“交农”斗争中，教育分会和高小学堂的

广大师生也非常活跃，发挥了重要作用。
蒲城县令李体仁在发现井勿幕、井岳秀弟兄在

蒲城活动频繁，影响很大，怀疑他们是革命党。又

发现常铭卿、陈同熙与学生王之翰、张鹏等人同井

氏弟兄来往密切。县立高小的学生活动对其搜刮

民资民膏的行为构成极大制约，于是便处心积虑，

妄图捏造罪名将他们一网打尽。

二、蒲城县令李体仁镇压学生

李体仁为什么仇视革命? 一是李体仁是蒲城

反动阶级的代表，阶级本性使然; 二是他把常铭卿

和教育分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常铭卿不但组织

师生广泛宣传革命思想，而且不顾李体仁的反对，

对城乡初等小学教育多次提出改革意见，反对李体

仁干涉学堂事务，使得李体仁感到很恼火; 进一步，

常铭卿又组织人员清查劣绅原烈十多年管理教育

的公款账项。而原烈与李体仁是利益共同体，查原

烈就等于查李体仁，李体仁十分嫉恨。1908 年 10
月 3 日晚，教育分会会员雷电，集合十多名学生，拿

获巡兵何问章等四名聚赌衙役及赌具，一并送交县

署处理。李体仁认为是常铭卿有意和他作对。于

是，捏造证据，斥责侮辱学堂师生，引起师生抗议。
李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不顾学生反对，派差役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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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学堂，封锁学堂大门，贴上十字封条。学生

无奈，搬到北街关帝庙自读上课，改学堂为“自治

公学”，并派人到省城状告李体仁摧残教育的罪恶

行径。李体仁以教育会“鼓动学生，图谋不轨”为

由不仅解散了教育分会，而且四处逮捕同盟会员。
1908 年 10 月 16 日，李体仁同原烈带领三班

衙役二百余人，手执武器，蜂拥至教育分会，抓捕了

常铭卿、常仙洲、李雅轩等人。接着又到大什字巷

搜拿陈会亭未果。又奔向北街，包围关帝庙。李体

仁走进庙门指挥衙役横冲直撞，追捕学生。学生们

奋起反抗，手持棍棒与衙役搏斗。打掉了李体仁的

官帽，打烂了李体仁官轿。斗争持续一个多小时，

但终因学生寡不敌众，悉数被抓。被捕学生计有张

鹏、雷忠诚、苏丙吉、原斯健等四十余人。李体仁气

急败坏，立即回衙坐堂审问。先叫出年龄较小的何

绍仁，要他说出谁是革命党和搬迁学堂的指使人。
何绍仁年纪虽小，答得却很硬气: “我不知道什么

叫革命党，搬迁学堂是全体学生的主张。”李体仁

喊道:“胡说!”令衙役打过板子，又叫跪在一旁。
接着审问雷忠诚: “你是自治会会长，又是学生代

表，派人进省告我，你一定是受了革命党人的指

使?”雷回答道: “什么是革命党，我是一概不知。”
李怒拍醒木，连喊: “打! 打! 打!”把雷打得手破

血流，其状惨甚。以后又连续将苏丙吉、冯士斌、李
望古、米登岳、傅冀、赵孟翔、窦荫三、原斯健等人，

一一审问，企图使学生供出搬迁学堂的指使人和革

命党的情况。虽百般威吓，终无所获，于是又严刑

拷打。打过学生之后，提来常铭卿讯问。因常是举

人，就用假造的文件，革除了常的举人衔。说常是

革命党，常不承认，喝令打嘴二百，又令打手板五

百。虽然被打得血肉飞溅，身上发肿，但始终没有

讨饶回话。因此，人们传诵道: “常铭卿，是英雄，

挨了五百没吭声。”骇人听闻的惨状，一直挨到深

夜。第二天，李体仁又令衙役给常铭卿等人戴上

70 斤重的枷游街示众，继续折磨。年仅 16 岁的原

斯健因伤势过重不久毙命。常铭卿在狱中继续坚

持斗争，以“陕西一粒沙”的笔名写文章揭露县令

李体仁的残暴与凶残，抒发革命情怀。

三、三秦学界罢课声讨李体仁

“蒲案”发生后，蒲城同盟会会员井岳秀、陈会

亭、师子敬三人星夜赶赴西安，向省同盟会及有关

方面报告了事件的经过，痛述了蒲城县学堂师生遭

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师范学堂、

高等学堂、陆军学堂、健本学堂、师范附小、甘园女

校等处，引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立即奔走疾呼，纷

纷推举代表到省教育总会集会声讨。一致发出抗

议和要求惩办李体仁的正义呼声。最后通过三个

重要决议: “( 1 ) 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

生; ( 2) 推选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 ( 3) 要求清政府

严惩李体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2］51
马骧、寇

暇两位代表，接受同学委托，星夜起草请愿书，次日

上午即到巡抚衙门请愿。郭希仁、李仲待、李桐轩、
焦子静、张拜云、任师竹等知名人士，也以咨议局和

教育总分会的名义，向陕西提学余坤提出抗议。三

原县宏道学堂师生首先罢课，西安各学堂也继起罢

课，运动很快波及关中各县。西安 20 多所学校的

学生游行队伍涌向钟楼，口号声此起彼伏，围观群

众多达数万。各学校的学生们提着浆糊桶，在西安

的各条主要街道墙壁上，贴上了“李体仁摧残教育

罪该万死!”“蒲城血案，千古冤案!”“声援蒲城师

生，讨回新政尊严!”“不惩李贼，誓不罢休!”的大

字标语，和“蒲案真相”等大字报，特别是市中心钟

楼四周的街道上，看标语和大字报的人群，把街道

都涌满了。
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迫害斗争学潮波澜壮阔地

在西安古城轰然兴起，迅速向全省蔓延，数日后全

省已有 80 多个州县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

四、海内海外舆论声援学生

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陕籍旅京人士的极大

关注。京师大学堂的蒲城学生渊从极、李约祉、李
仪祉和刚从日本回到北京的蒲籍留日学生徐鹤年

通过吏部郎中、文选司掌印刘华，度支部左参议晏

安澜，召集陕西在京官员和进步人士 30 多人召开

同乡会，一致提议联合上奏，惩办民贼。上海、重

庆、太原和日本中国留学生，也很快掀起了声援罢

课游行活动。张季鸾和井勿幕在《夏声》杂志 ( 日

本东京出版) ，于右任在《舆论报》( 上海出版) ，景

梅九在《晋乘》( 日本东京出版) 报，都发表了大量

的报道和评论，形成了中国舆论界强大有力的声援

阵容。
在陕西教育界展开反对李体仁暴行开始，陕西

巡抚恩寿对“蒲案”事件采取推诿拖延的态度，加

之李体仁以重金贿赂藩、学、臬三司调查人员，使得

问题的处理一再拖延，试图以释放所有被捕师生，

李体仁撤任调离来平息事态。但是由于海内外舆

论的压力和陕西京官的努力，促使皇帝下旨: “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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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代奏陕西京官呈控蒲城县知县李体仁毁学

仇路，滥刑毙命，学司徇私，酿成重案一折，着恩寿

按照所呈各节，秉公确查，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

稍回护。”［3］18
陕西巡抚恩寿不得不据实上奏，报经

清廷批准，撤去李体仁职务，永不叙用，并应允抚恤

受害师生。轰动全国，持续 5 个月之久的陕西反清

学生运动，至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五、蒲案的特点

1．“蒲案”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

“蒲案”为什么会发生在蒲城? 这不是偶然

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蒲城人民素来有反抗封

建剥削压迫的光荣传统。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蒲城

冯家村木匠冯廷理有胆有识，上京拦御轿告御状为

民伸冤，罢免了欺压百姓的知县，为百姓争得了利

益，被传为美谈。清道光年间，关中著名刀客蒲城

原任人王改名，反抗清王朝在蒲城县的反动统治，

在卤泊滩井家堡建立据点，聚众抗击官府，公平调

解民间纠纷，把井家堡变成了“民间法庭”，深得民

心。光绪三年( 1877 年) ，蒲城卤泊滩细刘村私塾

教师刘秉彦和渭南武生曲继仁率领不堪忍受官府

盘剥的蒲城、渭南、富平的农民、盐工上千人到蒲城

县衙“交农”，乱刀砍死知县黄传绅，产生了重大影

响。由此而知，在蒲城这块反抗封建剥削的热土上

发生“蒲案”这样有重大影响的学生运动是必然的

事情。
2． 领导有力，组织严密，斗争精神强

蒲城县同盟会在井勿幕的指导下建立的，是陕

西省较早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其成员均为追

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学生，有较强组织性和纪律

性。李体仁虽然觉察到革命党人在蒲城的活动，但

想尽千方百计终究没有拿到切实的证据。以莫须

有的罪名缉捕了几十名师生，虽严刑拷打也未能获

得只言片语，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蒲城县同盟会组

织的严密和蒲城师生不惧强暴的斗争精神。
3． 一地爆发，全省相应，震动全国

“蒲案”虽然发生于西北地区的小县城，但是

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安，引起西安学界的强烈反响，

随后，席卷陕西省 80 多个州县。西安和陕西各州

县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声援蒲城被捕师生。这场

运动通过报刊舆论宣传，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仅是迫使清政府罢免了蒲城

知县李体仁，为蒲城师生讨回了公道。更重要的是

通过这场斗争，检阅和锻炼了陕西反清革命力量，

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蒲案”的历史价值

1．“蒲案”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1908 年 10 月的“蒲案”虽然发生在西北地区

的一座小县城里，但是迅速得到西安及陕西全省各

州县的热烈响应，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同盟会给予高

度关注和支持。通过《夏声》杂志、《舆论报》《晋

乘》《秦陇报》等媒体的传播，在全省、全国乃至在

日本的东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辛亥革

命前革命党人在全国取得的唯一一次政治斗争胜

利”［4］，是展示反帝反封建革命力量的重大事件，

在陕西乃至西北辛亥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2．“蒲案”是陕西学生运动的先驱

“蒲案”发生于五四运动前 11 年。在五四运

动前虽然也有学生运动，但是像“蒲案”这样规模

巨大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生运动，在五四

运动前还是非常少见的。另外，“蒲案”的成功之

处在于它的参加者不仅仅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学子

和革命党人，还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县令李体仁审讯拷笞师生的当天，很多群众聚集在

大墙外面呼喊“不准打人!”反对县令残害学生。
蒲城群众纷纷给被关押的师生捐钱送饭，每日到狱

中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一些

开明的陕籍京官也联名上书朝廷，参奏酷吏恶绅李

体仁，对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蒲案”模式，为学生运动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

验，是陕西学生运动的先驱。
3．“蒲案”精神

自古以来，造福苍生，刚正不阿、藐视权贵，以

百姓之苦为苦，以百姓之乐为乐，为了百姓利益、为
了公平正义而不惜与权贵和恶势力抗争，甚至不惜

牺牲性命，是秦东学人的传统。《史记》的作者韩

城人司马迁为李陵鸣不平而甘受宫刑; 唐代大诗人

渭南人白居易对朝廷中出现的用人不当、官吏越

法、举措失宜等不良现象直言进谏，在真理和正义

前面从不退缩; 宋代名相渭南人寇准为百姓利益，

不怕触怒龙颜而“挽衣留谏”; 清代军机大臣蒲城

人王鼎为反对清政府的投降派，不惜牺牲性命向道

光皇帝“尸谏”，虽然未能阻止投降派势力的卖国

行为，但却体现了秦东学人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的

献身精神。
近代以来，秦东学人继承了先贤们爱国、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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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权贵的铮铮风骨，面对清朝末年腐朽没落、贪
赃枉法，列强横行，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奋起抗

争。以井勿幕为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首先在蒲城

建立起了同盟会，迅速开展了对以李体仁为代表的

蒲城反动势力的斗争。同盟会会员常铭卿及 40 余

名蒲城学子，面对贪官酷吏李体仁的严刑拷打，生

死不顾，面对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始终坚持斗争，

严守革命秘密，不屈不挠，无一叛变，展现了陕西革

命党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这种生死关头惊天

地泣神鬼的坚强团结和斗争精神，就是蒲案精神。
蒲案精神像一道光芒，照亮了后来者前进的道路。
杨虎城是“蒲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人民反对官

府的胜利，以及同盟会在斗争中的组织方式，给了

扬虎城以很大启发。第二年杨虎城就在蒲城组织

了“中秋会”，袭击催粮逼款的衙役，打击劣绅债

主，劫夺枪支，抗粮抗债，声势日益壮大。以后干脆

拉起二百多人的队伍上了黄龙山，开始了革命生

涯。杨虎城将军后来对人说: “我的革命是从蒲案

起。”在陕西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胡景翼、焦子

敬、张奚若、李仲特等人都是“蒲案”的积极参加者

和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中，陕西学生屈武 ( 渭南

人) 参加了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合约的请愿活动，在

总统徐世昌的面前，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血流

满面，表明了国人反对签署卖国条约的强烈要求，

引起了巨大反响。抗日战争期间，抗日青年组织蒲

城抗敌先锋总部，在 1938 年散发的一张传单中写

道:“自‘蒲案’结束以后……‘五·四’时代，青年

参加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参加的反帝

反封建军阀斗争，直到‘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一

般青年仍然继承着老前辈的奋斗精神，努力参加神

圣的抗日工作。”［1］137
为国家民族存亡而战，为人民

的解放、民主、和平、幸福而奋勇前进，成为后来者

的不懈追求。蒲案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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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 Value of the Pucheng School Case

BAI Zhao-fe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Abstract: The Pucheng school case was a student movement led by the United League． It occurred in the Northwest，bu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country． Supported by the Shaanxi academ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at home and abroad，the struggle
got a complete victory． In this struggle，Puche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s torture，did not give in，and kept
up the revolutionary secret． The spirit of struggle was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Pucheng Case．

Key words: the United League; student movement;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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