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昇銀舖：其老闆徐君因
盜汗症求診孫中山而與之
結識，並成為忘年之交

記者帥誠整理

中
山

撒
播
灣
區
十
一
城

共
築
人
文
價
值
鏈

大
公
報
記
者

帥
誠
、
鄧
泳
秋
中
山
報
道

在陽山縣七拱鎮石角村委會石
角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偏僻鄉村
，至今仍完好保留着總統衛士故居
，住在這裏的丘氏家族出了七位忠
誠的貼身衛士，而丘門七傑與孫中
山的故事仍在村子裏流傳，成為一
段佳話。

清朝末年，石角塘丘氏家族的
丘習琚在馬來西亞做生意積累了財
富，並結識了國民黨創始人之一的
鄧澤如，向其捐贈了大量金錢，資
助孫中山革命。1920年，丘習琚向
孫中山推薦了侄子丘堪、丘柄權為
貼身衛士，丘家從此與孫中山結下
不解之緣。

1922年，陳炯明叛變，炮轟越
秀山總統府，孫中山與宋慶齡的處
境極其危險，丘堪和丘柄權等62名
衛士臨危不懼，冒着槍林彈雨拚死
將孫中山先行護送至 「永豐艦」，
再轉回總統府與叛兵浴血奮戰，終
於保護宋慶齡安全脫險。

叛亂事件後，丘堪成為孫中山
和宋慶齡身邊重要工作人員，隨孫
中山出生入死。並先後向孫中山推
薦了本家兄弟丘士發、丘時、丘玉
亭、丘習軒、丘有等人為孫中山貼
身衛士，加上之前的丘柄權，一家
共7位任孫中山衛士。

在孫中山的革命征程裏，無論
是援助革命、護衛脫險或守護南京
中山陵園，丘氏都參與其中。

﹁小
小
翠
亨
村
，
走
出
一
個
人
；
走

出
孫
中
山
，
點
亮
一
片
天
。
﹂
一
八
六
六

年
，
孫
中
山
誕
生
於
南
海
之
濱
的
一
座
小

城
，
一
九
二
五
年
為
紀
念
這
位
一
代
偉
人

，
昔
日
的
嶺
南
漁
鄉
命
名
為
中
山
。
時
至

今
日
，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
主
義
、
理
論
和

精
神
所
蘊
含
的
文
化
元
素
凝
結
而
成
的
孫

中
山
文
化
，
對
故
里
及
灣
區
11
座
城
市
仍

然
影
響
深
遠
。
正
如
中
山
市
政
協
主
席
丘

樹
宏
概
括
說
：

﹁在
建
設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背
景
下
，

﹃孫
中
山
文
化
﹄
以
其
獨
特
的

人
文
資
源
優
勢
，
在
打
造
灣
區
人
文
價
值

鏈
，
匯
聚
改
革
發
展
力
量
，
促
進
灣
區
城

市
相
互
交
流
合
作
等
方
面
發
揮
着
獨
特
的

橋
樑
和
紐
帶
作
用
。
﹂

編
者
按
：

放
眼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11
個
城
市
，
其
人
文
歷
史
總
是
維
持
着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其
中
，
一
代
偉
人
孫
中
山
先
生
在
灣
區
各
城
市
都
留
下
過
或
深
或
淺
的
足
跡

。
由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親
自
謀
劃
、
親
自
部
署
、
親
自
推
動
的
《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
提
出
，
要

﹁共
建
人
文
灣
區
﹂
，

﹁支
持
中
山
深
度
挖
掘
和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資
源
﹂
，
由
此
可
見
，
孫
中
山
文
化
是
大
灣
區
內
最
大
的
文
化
公
約

數
。
為
進
一
步
塑
造
灣
區
人
文
精
神
、
推
動
文
化
繁
榮
發
展
，
大
公
報
即
日
起
推

出

﹁孫
中
山
文
化
粵
港
澳
行
﹂
系
列
報
道
，
講
述
每
座
城
市
與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深

厚
歷
史
淵
源
，
以
及
孫
中
山
文
化
在
當
地
的
影
響
和
傳
承
。

丘門七衛士
忠誠護孫中山

後
人
撰
書
修
族
譜

傳
孫
氏
家
風
家
史

孫
中
山
的
曾
侄
孫
孫
必
勝
，
數
年
前
回

到
祖
居
地
中
山
定
居
，
並
一
直
致
力
於
﹁孫

中
山
文
化
﹂
的
傳
播
以
及
孫
氏
家
族
史
料
的

整
理
。
二○

一
一
年
，
由
孫
必
勝
編
寫
的
《

我
的
曾
祖
父
孫
眉
》
出
版
，
﹁大
家
對
孫
眉

將
孫
中
山
帶
到
夏
威
夷
，
兄
弟
倆
又
因
為
宗

教
問
題
吵
架
，
孫
中
山
又
被
送
回
中
國
這
段

歷
史
還
是
不
太
了
解
。
希
望
透
過
我
寫
的
書

，
以
及
收
集
的
先
人
留
下
來
的
故
事
、
資
料

，
讓
後
人
了
解
我
們
的
家
史
家
風
等
。
﹂
近

年
來
，
孫
必
勝
一
直
堅
持
整
理
家
中
的
史
料

，
並
花
了
30
多
年
時
間
重
修
族
譜
。

給
兒
孫
們
講
家
史
，
邀
請
海
外
親
友
回
國
探
訪
，
鼓
勵
下
一
代
接
受

傳
統
文
化
薰
陶
，
孫
必
勝
感
到
身
上
有
一
種
特
殊
的
責
任
。
有
不
少
孫
氏

後
人
因
常
年
居
住
海
外
，
對
孫
家
歷
史
、
家
風
不
甚
了
解
，
他
希
望
能
夠

通
過
自
己
的
努
力
，
把
﹁孫
中
山
文
化
﹂和
中
華
文
化
向
海
外
華
僑
推
廣
。

中
山
裝
走
出
國
門

香
山
家
宴
受
追
捧

中山紀念圖書館牌坊：1935年，中
山縣政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在中
山海外同志社遺址東側籌建中山紀
念圖書館。1981年，宋慶齡題字 「
中山紀念圖書館」

中西藥局：1893年，孫中山
因在澳門受排擠，借鏡湖醫
院二千元本銀在石岐創立中
西藥局繼續行醫

中山海外同志社：1921
年，旅美老同盟會員阮
炎回香山後籌建了 「香
山海外同志社」

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會長
楊海：

要不斷挖掘孫中山青
年時期的成長經歷了解其
成名前的生活軌跡。

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

要從人文角度活化對
孫中山資源的開發利用。

荔景苑創始人孫仲池：

我的太公孫文璋曾協
助孫中山去港澳，因此
被清政府斬首，為革命
犧牲。 記者帥誠整理

▲1923年8月14日，孫中山、宋
慶齡在永豐艦與海軍官兵合影

資料圖片

▲1918年3月，孫中山
與夫人宋慶齡在廣州大
元帥府合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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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山
，
孫
中
山
文
化
早
已
深
入
民
心

，
一
些
企
業
更
自
發
地
加
入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
的
行
列
中
。

走
進
中
山
華
人
禮
服
有
限
公
司
，
從
傳

統
老
版
到
時
尚
新
潮
的
改
良
版
，
再
到
世
園

會
合
作
定
製
款
，
一
套
套
風
格
不
同
的
中
山

裝
布
滿
整
個
展
廳
。
該
公
司
總
經
理
陳
福
星

介
紹
：
﹁我
們
用
服
裝
講
好
孫
中
山
故
事
，

講
好
民
族
故
事
，
以
此
傳
播
孫
中
山
文
化
。

﹂
陳
福
星
表
示
，
如
今
公
司
自
主
設
計
的
新

時
代
中
山
裝
，
不
僅
上
了
年
紀
的
人
喜
歡
，

一
大
批
年
輕
人
也
成
為
了
中
山
裝
的
﹁粉
絲
﹂
。
甚
至
成
功
走
出
國
門
，

受
到
多
國
領
導
人
的
青
睞
。

另
一
處
充
滿
﹁孫
中
山
文
化
﹂
元
素
的
地
方
是
位
於
中
山
西
區
的
荔

景
苑
。
其
創
始
人
孫
仲
池
的
太
祖
公
孫
文
璋
與
孫
中
山
有
着
特
殊
的
淵
源

，
因
此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也
成
為
了
他
自
定
的
己
任
。
荔
景
苑
內
設
有
塗

話
書
院
、
武
術
課
教
室
等
，
方
便
青
少
年
學
習
孫
中
山
精
神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作
為
荔
景
苑
招
牌
之
一
的
香
山
家
宴
，
挖
掘
出
了
孫
中
山
當
年
喜

歡
品
嘗
的
25
款
食
譜
，
真
正
將
﹁孫
中
山
文
化
﹂
帶
進
尋
常
百
姓
家
。

由
最
初
﹁孫
中
山
文
化
﹂的
提
出
，
到
該
概
念
逐

步
上
升
為
國
家
命
題
，
進
入
國
家
發
展
戰
略
，
背
後

有
一
群
有
心
人
一
直
在
默
默
付
出
，
積
極
推
動
。
作

為
首
倡
者
，
丘
樹
宏
介
紹
：
﹁二○

○

七
年
﹃孫
中

山
文
化
﹄
這
一
概
念
嘗
試
着
提
出
，
二○

○

八
年
初

，
中
山
市
委
市
政
府
就
頒
發
《
關
於
加
快
推
進
文
化

名
城
建
設
的
意
見
》
，
將
孫
中
山
文
化
列
入
八
大
文

化
工
程
之
首
，
成
為
中
山
的
第
一
城
市
文
化
品
牌
。

隨
後
，
二○

一○

年
列
進
廣
東
省
文
化
強
省
重
點
項

目
，
並
寫
進
二○

一
一
年
廣
東
省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到
二○

一
九
年
《
綱
要
》指
出
﹃支
持
中
山
深
度
挖
掘

和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資
源
﹄，
其
間
經
過
了
十
餘
年

的
努
力
。
﹂

文
化
交
融
促
進
灣
區
協
同
互
通

孫
中
山
13
歲
從
香
山
經
澳
門
、
香
港
前
往
夏
威

夷
，
之
後
又
在
香
港
讀
書
，
畢
業
後
在
澳
門
就
業
。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履
歷
，
都
與
香
港
澳
門
有
密
切
關
係

。
孫
中
山
不
僅
在
港
澳
留
下
了
豐
富
的
遺
跡
，
更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影
響
，
港
澳
社
會
各
界
都
高
度
認
同
孫

中
山
。
因
此
，
在
香
港
、
澳
門
和
珠
江
三
角
洲
，
發

掘
和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
能
夠
找
到
最
集
中
的
人
文

價
值
鏈
，
形
成
最
一
致
的
文
化
認
同
感
。

在
丘
樹
宏
看
來
，
粵
港
澳
三
地
間
豐
富
而
集
中

的
人
文
價
值
鏈
，
是
大
灣
區
交
融
合
作
的
核
心
與
靈

魂
，
因
此
﹁孫
中
山
文
化
﹂
的
當
代
價
值
不
容
忽
視

。
首
先
是
可
以
在
大
灣
區
建
立
最
大
的
文
化
公
約
數

。
香
港
、
澳
門
以
及
珠
三
角
九
個
城
市
，
文
化
同
根

同
源
，
但
由
於
香
港
、
澳
門
的
歷
史
特
殊
性
，
使
得

其
行
使
了
﹁一
國
兩
制
﹂
，
因
此
在
文
化
認
同
上
，

必
須
尋
找
更
多
的
共
同
點
和
人
文
價
值
鏈
。
丘
樹
宏

強
調
，
孫
中
山
文
化
是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與
中
國
現
代

文
化
及
世
界
文
明
相
結
合
的
代
表
，
既
是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最
具
代
表
性
和
影
響
力
的
人
文
價
值
鏈
，
又
是

全
球
華
僑
華
人
共
同
的
精
神
紐
帶
，
與
﹁一
帶
一
路

﹂
倡
議
，
構
建
人
類
命
運
共
同
體
一
脈
相
通
。
正
是

有
了
這
樣
的
意
識
和
認
知
，
這
些
年
來
，
﹁孫
中
山

文
化
﹂
基
因
不
斷
被
激
活
，
而
在
向
年
輕
一
代
傳
承

孫
中
山
文
化
時
，
中
山
更
探
索
出
了
一
條
新
路
。

文
化
資
源
緊
密
聯
繫
社
會
民
生

從
二○

○
八
年
起
，
一
個
個
踐
行
﹁孫
中
山
文

化
﹂
元
素
的
活
動
不
斷
擦
亮
中
山
城
市
品
牌
，
比
如

大
型
報
告
文
學
和
紀
錄
片
《
中
山
路
》、
《
中
山
裝
》

系
列
作
品
，
大
型
交
響
組
歌
《
孫
中
山
》、
交
響
史
詩

《
我
們
的
孫
中
山
》、
長
篇
散
文
詩
《
山
高
誰
為
峰
》、

大
型
政
論
片
《
一
位
偉
人
與
一
座
城
市
》
、
詩
集
《

偉
人
逸
仙
》
、
論
文
集
《
國
家
命
題

│
孫
中
山
文

化
工
程
概
要
》
、
大
型
兒
童
劇《
少
年
孫
中
山
》等
。

﹁深
挖
和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
就
是
要
把
其
結

合
到
社
會
民
生
當
中
，
讓
它
與
百
姓
日
常
生
活
緊
密

相
聯
，
讓
孫
中
山
文
化
在
百
姓
心
中
生
根
發
芽
。
﹂

丘
樹
宏
表
示
。

孫
中
山
文
化
進
校
園
揚
偉
人
精
神

一
九
三
四
年
，
孫
科
在
中
山
主
持
建
成
總
理
故

鄉
紀
念
中
學
，
後
更
名
為
中
山
紀
念
中
學
，
85
年
來

，
繼
承
孫
中
山
思
想
，
發
展
中
山
精
神
，
已
成
為
這

所
學
校
的
靈
魂
。
從
入
學
第
一
天
起
，
學
生
就
開
始

接
觸
和
學
習
孫
中
山
精
神
。
學
校
會
給
每
個
學
生
發

一
本
書

│
《
偉
人
孫
中
山
》
，
還
會
舉
辦
孫
中
山

故
事
專
場
講
座
。

紀
念
中
學
將
﹁孫
中
山
文
化
﹂
融
入
教
育
中
並

非
特
例
。
成
立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中
山
市
孫
中
山
研

究
會
，
也
一
直
致
力
向
青
少
年
傳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

據
該
研
究
會
會
長
楊
海
介
紹
，
目
前
該
會
與
市
內
24

個
鎮
區
均
有
聯
合
舉
辦
贈
書
送
展
活
動
，
讓
孫
中
山

文
化
走
進
大
中
小
學
校
園
，
使
青
少
年
了
解
孫
中
山

先
生
以
及
這
個
國
家
的
歷
史
。
同
時
該
會
還
與
當
地

二
十
多
所
學
校
建
立
了
孫
中
山
文
化
普
及
教
育
基
地

，
通
過
定
期
舉
辦
紀
念
活
動
、
徵
文
比
賽
等
形
式
，

把
孫
中
山
革
命
思
想
、
愛
國
主
義
傳
播
到
學
生
中
。

▲經過十餘年的推動，孫
中山文化已成為中山市第
一城市文化品牌。圖為孫
中山故居遊客絡繹不絕

資料圖片

漫遊孫中山史跡徑
重現偉人革命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