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人
传
记

历
代
先
祖
传
记

近
代
名
人
传
记

现
代
名
人
简
介



家
傳

民
國
庚
午
四
修
宗
譜
刊
新
舊
所
譔
家
傳
按
派
序
尊
卑
登
載
仍

謹
錄
道
光
壬
寅
主
修

致
和
公
譔
家
傳
後
跋
語
列
左
先
輩
懿
行

自
憾
固
陋
未
及
博
徵
茲
於
小
傳
及
誌
銘
外
謹
登
數
則
以
備
觀
法
續

修
賢
孝
倘
究
心
綜
核
無
或
蹈
不
明
之
愆
則
修
幸
甚

壬
寅
冬
夜
起
修
敬



八
派
祖
德
公
傳

嗣
孫
觀
光
謹
撰

吾
宗
八
派
祖
考

祖
德
公
迺
珠
碧
塘
祠
所
奉
才
卿
祖
高
祖
王
父
也
公
宋
時
人

列
明
經
授
修
職
郎
世
居
湘
鄉
東
鳳
里
卒
葬
東
陽
山
妣
黃
氏
合
冢
經
宋
元
明
鼎
革

之
變
而
封
冢
巍
然
如
故
公
靈
不
泯
可
知
也
山
之
麓
有
寺
為
公
先
世
施
建
古
剎
絫

世
捐
貲
修
理
鑄
洪
鐘
新
佛
像
至
於
今
岡
敢
失
緒
公
裔
孫
蕃
甚
在
有
明
中
葉
若
子

經
以
成
化
辛
卯
科
舉
人
知
四
川
靈
壁
縣
事
嘉
靖
間
文
哲
官
信
陽
州
文
明
官
直
隸

新
安
县
文
萃
官
四
川
安
縣
皆
由
明
經
入
選
嗣
是
卓
以
乾
隆
年
廩
貢
官
新
化
縣
訓

導
瑚
以
道
光
乙
未
科
舉
人
揀
選
知
縣
其
它
馳
譽
藝
林
通
籍
仕
宦
胥
克
無
忝
門
第

於
乎
公
没
巳
七
百
有
餘
嵗
幸
世
業
未
墜
观
光

猶
得
以
衰
老
餘
年
手
輯
家
乘
獨
嘗

於
挑
鐙
搦
管
時
愾
然
有
感
於
當
年
之
流
澤
孔
長
能
啟
佑
我
後
人
敬
告
伯
叔
兄
弟

越
爾
羣
從
子
姪
尚
各
念
先
人
舊
德
篤
志
不
忘
毋
自
作
不
典
終
有
辭
於
永
世



十
二
派

才
卿
祖
傳

道
光
壬
寅

嗣
孫
起
修
敬
譔

公
諱
必
源
字
才
卿
生
元
至
正
時
遭
鼎
革
之
變
土
寇
蠭
起
能
以
智
力
捍
禦
羣
雄
保

全
閭
黨
明
祖
肇
基
征
南
將
軍
傅
友
德
英
國
公
張
輔
辟
公
行
伍
歴
官
南
滄
騰
衝
各

衞
所
至
有
聲
闕
歸
田
晦
跡
耕
讀
傳
家
迄
明
中
葉
人
文
疊
興
仕
宦
輩
出
我
譚
氏
用

以
右
族
齒
於
湘

國
朝
以
來
若
中
湘
瀉
寧
川
滇
諸
派
棊
布
星
羅
類
各
丕
振
門
風
分
宗
别
祖
而
念
宗

區
以
時
親
報
享
者
要
悉
原
籍
於
我
東
鳳
都
珠
碧
塘
祖
阡
今
公
墓
下
有
享
堂
祀
田

則
厯
傳
公
手
植
也
夫
修

生
距
公
四
百
有
餘
嵗
矣
舊
帙
散
佚
於
公
生
平
行
事
未
獲

詳
識
然
每
當
祠
墓
瞻
拜
之
餘
慨
然
想
見
食
舊
德
者
羣
奉
典
型
服
先
疇
者
聿
光
宗

祀
豈
所
謂
積
善
餘
慶
古
人
或
我
欺
歟
於
戲
士
也
勤
修
草
澤
輒
侈
言
其
量
十
世
其

量
百
世
之
規
亦
難
之
乎
信
今
而
徵
後
耳
若
公
者
修

將
何
以
稱
焉



十
四
派

連
祖
傳

嗣
孫
觀
光
謹
譔

距
珠
碧
塘
祖
阡
二
十
里
為
景
慶
三
坊
有
花
橋
人
形
山
我
十
四
派
祖
考

連
公

墓
在
焉
公
字
藻
堂
明
永
樂
間
人
壽
七
十
一
歲
先
是
公
大
父
才
卿
公
遭
元
季
鼎
革

之
變
克
以
智
力
樂
羣
雄
衛
閭
里
明
洪
武
初
以
隨
征
雲
南
交
阯
功
官
南
滄
封
都
尉

傳
三
世
至
公
詩
書
啟
後
生
子
三
開
派
八
房
繇
是
人
文
薈
萃
嘉
靖
間
黼
公
子
文
哲

任
信
陽
州
判
濬
公
子
文
明
任
直
隸
新
安
知
縣
晜
季
有
聲
官
曹
其
後
八
房
中
以
儒

術
掇
芹
食
餼
登
仕
版
及
武
勳
授
秩
者
邑
志
家
乘
朗
然
可
稽
卽
公
之
佳
城
山
高
水

長
千
秋
鞏
固
於
戲
可
以
想
其
德
矣
觀
光

生
五
百
有
餘
歲
之
後
既
不
獲
出
而
少
施

於
世
以
亢
宗
增
竉
今
忝
籍
廣
文
亦
頹
然
衰
且
老
謹
書
此
吾
宗
人
覽
之
咸
知
公
福

足
以
庇
後
嗣
尚
亦
相
親
相
睦
以
無
懟
我
先
靈
當
益
食
舊
德
於
無
涯



十
六
派
淮
祖
傳

嗣
孫
觀
光
謹
譔

古
稱
三
不
朽
最
著
者
莫
如
德
我

支
祖
考
其
庶
幾
乎

公
諱
淮
字
潮
九
生
明
宏

治
間
壽
八
十
一
歲
世
為
湘
鄉
人
觀
光

乃
從
三
百
餘
年
後
遙
而
溯
之
三
百
年
以
上

人
往
風
微
烏
能
縷
述
其
德
邪
顧
亦
可
撮
舉
徃
事
之
一
二
以
遐
想
其
大
德
之
全
焉

吾
宗
八
派
祖
考
祖
德
公
歷
葬
東
陽
山
之
阿
下
有
寺
寺
東
頭
志
載
譚
氏
施
建
之
所

觀
光

嘗
以
岁
時
謁
祖
墓
過
古
寺
摩
挲
鐘
文
知
大
明
嘉
靖
間
我
淮
祖
偕
諸
兄
鑄
造

洪
鐘
梓
里
姓
氏
源
流
可
攷
慨
然
想
見
當
季
之
惓
惓
於
祖
宗
墟
墓
之
旁
畱
千
秋
遺

響
非
甚
盛
德
何
以
晚
歲
篤
念
本
根
同
襄
媺
舉
且
至
今
生
齿
殷
蕃
簪
纓
簇
集
公
之

芳
名
流
播
直
與
河
山
竝
壽
也
哉
謂
之
不
朽
信
虖
不
朽



十
七
派
文
昉
公
傳

嗣
孫
觀
光
謹
譔

公
諱
文
昉
字
明
遠
號
三
堂
為

淮
祖
次
子
實
我

時
楚
公
之
高
祖
王
父
也
生

前
明
嘉
靖
間
壽
七
十
七
嵗
生
平
軼
行
其
詳
已
不
可
得
聞
今
獨
傅
其
手
輯
墨
䐑
一

事
顧
家
牒
輯
在
清
晏
無
事
之
時
根
於
樂
而
易
輯
在
亂
離
將
萌
之
日
迫
於
憂
而
鷄

觀
光

嘗
讀
明
史
至
隆
萬
以
降
心
傷
當
年
之
炎
異
頻
興
邊
烽
四
起
苟
非
有
心
者
預

詳
世
系
一
經
兵
燹
後
生
者
散
而
之
四
方
且
如
秦
越
人
不
相
識
死
者
邱
壠
荆
棘
縱

橫
有
莫
知
誰
何
者
乃
公
若
逆
知
沒
世
後
有
流
離
轉
徙
之
厄
及
是
時
蒐
羅
舊
遺
集

為
墨
牒
使
子
孫
毋
忘
根
蒂
卽
今
派
衍
十
餘
傳
樸
耕
秀
讀
一
時
明
經
文
學
得
以
求

掌
故
而
窮
摉
世
緒
陳
述
舊
德
賴
公
力
居
多
後
有
作
者
弗
可
及
已



附
文
哲
公
傳

觀
光
謹
譔

公
諱
文
哲
字
玉
林
為

連
祖
會
孫
子
昇
公
孫
也
父
黼
以
明
宏
治
間
生
公
公
具

夙
慧
研
究
經
史
外
博
覽
羣
書
援
筆
屬
女
循
正
嘉
矩
獲
無
些
子
塵
氛
氣
尋
補
邑
庠

生
以
明
經
出
就
州
判
興
利
除
害
廉
明
過
人
克
守
官
箴
信
陽
士
民
歌
父
母
焉
公
從

弟
東
峯
諱
文
明
知
直
隸
新
安
縣
少
峯
諱
文
萃
知
四
川
安
縣
事
其
政
績
皆
卓
卓
有

聲
論
者
方
之
河
東
三
鳳
云

附
文
萃
公
傳

觀
光
謹
譔

公
諱
文
萃
字
少
峯

伯
誠
公
之
元
孫
也
祖
子
經
公
以
明
成
化
辛
卯
科
舉
人
知

靈
璧
縣
事
訪
秋
鶚
坊
故
址
亦
可
想
見
其
風
徽
矣
公
又
秉
姿
聰
穎
肆
意
詩
古
文
詞

自
出
心
裁
逼
眞
慶
厯
諸
名
家
遊
泮
食
餼
後
尋
以
明
經
宰
四
川
安
縣
勸
農
課
士
化

洽
琴
堂
婦
孺
知
名
有
古
循
良
風
詩
有
之
繩
其
祖
武
公
無
愧
焉



谭
道
源
传
（
公
元1887~1946

年
）

国
民
军
陆
军
中
将
，
湖
南
湘
乡
人
。
谱
名
邦
孚
，
号
逸
如
，
行
恢
五
。1

8
8
7

年
生
于
原

湘
乡
县
同
风
乡
横
铺-

萧
家
冲
里
的
沙
子
冲
（
今
湘
乡
市
梅
桥
镇
麒
麟
村
沙
子
冲
）
。
小
时
无

钱
升
学
，
一
直
在
家
务
农
。1

9
0
3

年1
6

岁
时
由
伯
父
谭
椿
年
引
荐
，
考
入
湖
南
陆
军
兵
目

学
堂
。

1
9
0
5

年
经
蔡
锷
挑
选
，
同
岳
森
、
雷
飚
等2

0

余
名
同
学
，
派
到
广
西
桂
林
筹
办
陆

军
学
堂
及
任
教
官
。

1
9
0
6

年1
1

月
，
谭
道
源
加
入
了
孙
中
山
的
同
盟
会
，
跟
随
蔡
锷
前
往

昆
谋
。1

9
1
1

年
春
复
随
蔡
锷
赴
云
南
襄
练
新
军
，
举
兵
响
应
武
昌
起
义
。1

9
1
5

年

1
2

月

襄
组
护
国
军
讨
伐
袁
世
凯
，
历
任
云
南
陆
军
军
官
学
校
讲
武
堂
训
练
员
、
第
十
九
镇
第
三
十

七
协
参
谋
、
云
南
都
督
府
机
要
参
谋
、
四
川
督
军
署
电
报
局
上
校
局
长
。

1
9
1
6

年
蔡
锷
病

故
之
后
谭
道
源
返
回
湖
南
。
次
年
春
谭
道
源
任
湖
南
永
属
区
谢
国
光
部
参
谋
处
主
任
。
随
后
，

归
入
谭
延
闿
麾
下
，
并
深
得
其
器
重
。

1
9
1
8

年
吴
佩
孚
与
谭
延
阁
暗
通
款
曲
后
，
谭
道
源

一
同
来
到
衡
阳
，
参
与
驱
逐
军
阀
张
敬
尧
之
事
，
其
后
出
任
湘
军
第
二
混
成
旅
第
十
三
团
团

长
，
参
加
护
法
、
驱
张
、
反
赵
的
诸
战
役
。1

9
2
3

年
任
湘
军
第
三
梯
团
少
将
司
令
，
援
粤
驱



陈

(

炯
明
〉
。19

2
4

年

1

月

谭
道
源
出
席
国
民
党
一
大
会
议
，
赞
成
孙
中
山
三
大
政
策
。

4

月

5

日
任
建
国
湘
军
第
三
师
师
长
。1

9
2
5

年

1

月

5

日
任
广
东
南
雄
守
备
司
令
并
任

湘
军
整
理
副
监
、
讲
武
堂
教
育
部
长
，
参
加
平
息
江
西
军
阀
杨

(

希
闵

)

刘

(

震
寰

)

叛

乱
。8
月
任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二
军
第
五
师
师
长
。1

9
2
6

年

7

月
谭
部
奉
命
北
伐
，
从
南
雄

出
发
。9
月

1

日

越
大
庚
岭

,

赣
南
守
敌
杨
健
生
、
杨
义
轩
不
战
而
逃

,

谭
部
直
取
大

余
、
南
康
、
赣
州
、
吉
安

,

乘
胜
追
击

,

连
取
峡
江
、
新
滏
、
丰
城
直
至
南
昌
附
近
。
此
后

协
助
程
潜
的
江
右
军
挺
进
长
江
下
游
。1

9
2
7

年

3

月

2
3

日
攻
克
南
京
。
“

四·

一
八
”

宁
汉
分
裂
后

,

谭
自
滁
州
率
部
归
附
武
汉
政
府

,

在
湖
北
黄
梅
与
原
第
二
军
各
师
及
民
众

集
会

,

通
电
反
蒋
。5

月

2
1

日
抵
武
汉
任
第
十
三
军
副
军
长
。7

月
谭
率
军
东
征
讨
蒋
，

至
芜
湖

,

适
逢
蒋
介
石
通
电
下
野
。
次
年

1

月

7

日
任
陆
军
第
五
十
师
师
长

,

辖
罗
寿

颐/

成
光
耀/

李
云
杰
三
旅
。
不
久

,
兼
任
湖
南

“

清
乡

”
第
二
区
代
理
指
挥
官
。

1
9
3
0

年

1
1

月
至

1
9
3
4

年
谭
奉
命
参
加
对
红
一
方
面
军
的
“
围
剿
”
。l

9
3
4

年

8

月
谭
部
及

所
属
朱
耀
华
部
驻
茶
陵
对
湘
赣
革
命
根
据
地
进
行
“
清
剿

”
。1

1

月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后

,

谭
兼
任
南
昌
行
营
赣
闽
第
五
绥
靖
公
署
司
令
官
。1

9
3
5

年
谭
道
源
授
陆
军
中
将
衔

,

调
庐



山
军
官
训
练
团
任
军
官
团
团
副
。
同
年
夏
任
第
二
十
二
军
军
长
。7

月
被
选
为
国
民
党
中
央

监
察
委
员
。

1
9
3
6

年

3

月

谭
道
源
任
第
三
“
清
剿

”
区
指
挥

,

“
清
剿
”
万
载/

宜
春

边
区
游
击
队
。1

9
3
7

年
国
共
合
作
后

,

谭
道
源
授
命
第
五
十
师
派
出
代
表
与
湘
鄂
赣
边
区

红
军
在
湖
南
平
江
开
始
谈
判

,

旋
即
达
成
协
议
。
边
区
红
军
改
编
为
新
四
军
第
一
支
队

,

北
上
抗
日
。9

月

1
3

日
谭
道
源
任
第
十
军
团
军
团
长

,

所
部
第
十
八
师/

第
四
十
六
师
驰

赴
上
海
参
加
淞
沪
会
战

,

两
师
官
兵
大
部
为
国
捐
躯
。1

9
3
8

年
元
月
日
军
沿
津
浦
线
南
北

夹
击
徐
州
地
区

,
5

月
谭
到
达
鲁
南
前
线

,

受
前
敌
总
指
挥
汤
恩
伯
指
挥
。

5

月

1
0

日

谭
率
军
团
部
和
成
光
耀
第
五
十
师
开
赴
徐
州
东
北
之
禹
王
山
高
地

,

投
入
下
邳
的
台
儿
庄

会
战,

与
日
军
激
战
五
昼
夜

,

阻
滞
了
矶
谷
师
团
的
南
下
合
围
行
动

,

掩
护
主
力
部
队
顺

利
跳
出
包
围
圈
。
日
军
以
飞
机

8
架
，
坦
克

7

辆

，
装
甲
车

9
0

辆
将
谭
部
包
围
，
谭
陷

入
重
围
，
欲
举
枪
自
杀
，
为
左
右
将
枪
抢
走
。5

月

1
6

日
所
部
向
西
北
方
向
突
围
。2

2

日

南
撤
灵
壁

,

在
尹
家
集
复
遭
日
军
三
面
包
围

,

军
团
部
和
所
属
部
队
被
日
军
分
割
成
数
段
。

成
光
耀
率
残
部
向
皖
北
突
围

,

副
师
长
彭
璋/
副
官
处
长
易
式
谷
等
百
余
人
壮
烈
牺
牲

,

谭
道
源
侥
幸
脱
险
。
此
时

,

谭
道
源
扭
伤
脚
踝,
全
赖
军
参
谋
长
李
家
自
搀
扶
南
行

,

一



星
期
后
为
某
乡
自
卫
队
员
发
现

,

才
被
送
往
淮
阴

,

经
上
海/

香
港

,

辗
转
至

7

月
回

到
长
沙
。
立
电
蒋
介
石
请
辞
军
职
。

8

月

5

日
任
国
民
政
府
军
事
参
议
院
参
议/

咨
议
。

1
9
3
9

年

1

月

2
1

日
谭
道
源
兼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员
。1

9
4
4

年
夏
日
军
陷
长
沙

,

湖
南
全

省
设
三
行
署

,

谭
道
源
改
任
湘
北
行
署
主
任
。

1
9
4
5

年

5

月
再
次
当
选
国
民
党
中
央
监

察
委
员
。
谭
道
源
本
性
厚
重
寡
言
，
沉
稳
冷
静
，
待
人
诚
挚
，
热
心
教
育
。
曾
兴
建
了
湘
乡

敬
恭
小
学
，
资
助
长
沙
明
德
中
学
建
校
并
为
校
董
事
之
一
。
主
张
子
女
学
有
所
长
，
故
多
数

子
女
均
大
学
毕
业
，
无
一
人
从
政
。19

4
6

年

8

月

3

日
谭
道
源
病
逝
于
长
沙
寓
所
，
享
年

5
9

岁
。
原
葬
长
沙
河
西
七
都
石
桥
段
罗
家
坡
泉
塘
子
，
后
由
长
沙
市
统
战
部
门
迁
至
河
西
潇

湘
陵
园
。

纵
观
谭
道
源
的
一
生
，
从
一
个
农
村
贫
穷
的
孩
儿
投
身
行
伍
起
步
，
先
后
参
加
了
清
朝
封

建
帝
制
的
推
翻
，
孙
中
山
先
生
最
早
成
立
的
同
盟
会
，
辛
亥
革
命
中
的
云
南
护
国
军
及
重
九

起
义
，
反
对
袁
世
凯
和
赵
恒
惕
的
护
法
讨
贼
援
粤
驱
陈
（
烔
明
）
斗
争
；
在
国
民
革
命
时
期
，

作
为
北
伐
战
争
中
的
第
二
路
军
，
随
同
谭
延
闿
将
军
从
广
东
挺
进
江
西
，
打
跑
了
赣
南
军
阀

杨
健
生
和
杨
如
轩
，
消
灭
了
北
洋
军
阀
蒋
镇
臣
，
并
胜
利
地
会
师
南
昌
；1

9
3
0
-
1
9
3
6

年
期



间
，
受
蒋
介
石
之
令
，
对
江
西
红
军
多
次
“
清
剿
”
。1

9
3
7

年
在
反
对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侵
略

的
淞
沪
保
卫
战
和
山
东
台
儿
庄
会
战
中
，
他
率
领
的
军
团
虽
坚
毅
地
完
成
了
作
战
任
务
，
但

因
装
备
低
劣
，
友
军
配
合
、
支
援
不
力
，
无
法
抵
挡
敌
人
强
势
攻
击
。
战
后
，
谭
道
源
心
灰

意
冷
，
最
终
退
出
军
界
。
他
的
戍
马
一
生
，
不
愧
是
建
国
湘
军
的
主
力
，
推
翻
满
清
王
朝
和

国
民
革
命
的
功
臣
，
抗
日
救
国
的
英
勇
将
领
。
更
是
我
湘
乡
横
铺
谭
氏
家
族
中
一
位
值
得
后

人
敬
重
和
敬
仰
的
名
人
。

由
此
，2

0
0
1

年
的6

月
，
湖
南
省
政
府
将
“
谭
道
源
将
军
之
墓
”

进
行
了
重
建
。

2
0
0
5

年
的9

月
，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
中
央
军
委
决
定
对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作
出
过
贡
献
者
给
予
表

彰
。
为
此
，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委
有
关
领
导
亲
到
谭
道
源
将
军
的
后
人
家
中
，
向
已
故
抗
日
将

领
谭
道
源
颁
发
了
《
纪
念
抗
日
战
争
胜
利6

0

周
年
》
的
纪
念
章
，
以
对
将
军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功
绩
的
表
彰
，
并
激
励
将
军
的
后
人
永
远
纪
念
将
军
。

湘
乡
谭
氏
宏
妙
公
（
塘
湾
世
系
）
首
修
通
谱
编
辑
部

世
连

收
集
整
理



谭
馥
传
（
公
元1

8
7
8

—1
9
0
9

）

谭
馥
，
字
文
炳
，
湖
南
湘
乡
人
，
中
国
近
代
民
主
革
命
家
。
早
年
加
入
秘
密
社
团
哥
老

会
，1

9
0
6

年
随
同
帮
会
参
加
萍
浏
醴
起
义
。
起
义
失
败
后
到
广
州
，
组
织
保
亚
会
，
加
入
孙

中
山
先
生
领
导
的
中
国
同
盟
会
，1
9
0
7

年
革
命
党
人
在
广
东
钦
州
防
城
发
动
起
义
时
，
曾
策

动
清
军
巡
防
营
起
义
，
未
成
。1
9
0
8

年
，
在
广
州
散
发
保
亚
票
，
准
备
联
络
人
员
进
行
反
清

武
装
起
义
。1

9
0
9

年
在
湖
南
郴
州
被
满
清
政
府
逮
捕
，
押
回
广
州
，
虽
经
严
刑
逼
供
，
仍
英

勇
不
屈
，
直
至
壮
烈
牺
牲
。[1

]

谭
馥
牺
牲
后
安
葬
于
长
沙
市
岳
麓
山
。
其
墓
碑
上
刻
有
烈
士

谭
馥
之
墓
六
字
，
墓
碑
左
右
刻
有
一
挽
联
：“
名
山
有
幸
埋
忠
骨
，
黄
土
无
情
化
国
殇
”
。[

2
]

中
文
名
谭
馥
国
籍
中
国
民
族
汉
族
出
生
日
期1

8
7
8

年
逝
世
日
期1

9
0
9

年
谭
馥
（1

8
7
8

—

1
9
0
9

）
，
字
文
炳
，
湖
南
湘
乡
人
，
中
国
近
代
民
主
革
命
家
。
早
年
加
入
秘
密
社
团
哥
老
会
。

1
9
0
6

年
随
同
帮
会
参
加
了
湖
南
反
清
的
萍
浏
醴
起
义
，
事
败
后
赴
广
州
，
在
清
军
巡
防
营
中

设
立
保
亚
会
，
加
入
孙
中
山
先
生
领
导
的
中
国
同
盟
会
。1

9
0
7

年
与
葛
谦
等
赴
钦
州
，
运
动

清
防
营
统
领
郭
人
漳
部
士
兵
反
正
，
响
应
钦
廉
防
城
起
义
。
事
泄
未
成
功
，
再
赴
广
州
，
继



续
在
清
军
中
进
行
活
动
。1

9
0
8

年1
0

月
，
光
绪
帝
与
慈
禧
太
后
相
继
死
亡
，
谭
馥
与
邹
鲁
、

赵
声
、
朱
执
信
等
拟
趁
机
发
动
起
义
，
在
广
州
散
发
保
亚
票
，
以
资
联
络
，
准
备
联
络
人
员

进
行
反
清
武
装
起
义
。
事
败
未
成
，
避
走
郴
州
。[

2
]
1
9
0
9

年
在
湖
南
郴
州
被
满
清
政
府
逮

捕
，
押
回
广
州
，
遭
刑
讯
多
次
，
仍
英
勇
不
屈
，
坚
不
吐
实
，1

9
0
9

年7

月
壮
烈
牺
牲
，
终

年3
1

岁
，
暗
葬
于
广
州
市
黄
花
岗
。1

9
1
2

年
中
华
民
国
成
立
后
，
迁
葬
湖
南
长
沙
岳
麓
山
。

湘
乡
谭
氏
宏
妙
公
（
塘
湾
世
系
）
首
修
通
谱
编
辑
部

世
连

收
集
整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