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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
1903 年，邹容写成了七章、两万余字的《革命军》一

书，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书中对民主革命的对象、
性质、任务和前途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部系统宣传革命、明确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著作。邹
容墓及邹容纪念馆均在徐汇区华泾镇。

义师先声
邹容，原名邹桂文，四川省巴县（今重

庆渝中）人。他 6岁入私塾，却讨厌经学的

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
报》等新学书刊，心向维新变革的新思潮。

1902年春，邹容冲破重重阻力，自费
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大

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思想与文化，结识了一批革

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

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

切齿于满清统治的暗弱腐

败，向往中华民族的新生崛

起。在日本期间，邹容写就

了《革命军》一书。

1903年，邹容离开日

本，来到上海，寄居于上海

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结为忘

年交。1903年 5?，《革命

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在

《苏报》上发表《革命军序》一文，称邹容力

作是“义师先声”。1903年起，《革命军》先
后翻印 29版，发行 100万册以上，占据清

末革命书刊销量第一位。
1903年 6?，《苏报》因宣传《革命军》

被查封，章太炎等人被捕入狱，邹容自投四

马路巡捕房，与章太炎共患难。由于狱中非
人的生活，1905年 4? 3日，邹容病逝于

提篮桥监狱，年仅 20岁。

长眠华泾
邹容在狱中去世后，幸得义士刘三收

殓遗体，运回华泾镇刘宅旁高地安葬，史称

“义葬华泾”。1924年，章太炎、蔡元培、章
士钊、于右任等 20余人前往华泾公祭，修

墓立碑。198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重修邹容墓，现墓地位于华泾路 868号的

华泾公园内。

刘三当年的书斋“黄叶楼”，如今已变
身为邹容纪念馆。2004年，黄叶楼被异地

保护于华泾公园内，并于 2007年改建为邹
容陈列室。2018年，重新布展后的邹容纪

念馆对外开放，大厅内放置的邹容半身雕
像还原了革命先贤的英姿，雕像后方的背

景正是他所著的《革命军》。
目前，邹容纪念馆内还陈列有邹容仅

存的两张肖像照、提篮桥监狱旧影、章太炎
手书《邹容传》、公共租界工部局讨论苏报

案的会议记录、《字林西报》有关苏报案的
庭审记录、祭扫邹容墓的史料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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