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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的基础上修订、删增而成，篇幅较原书大幅缩小，但将最
重要的、近年来新发现的辛亥革命史料作了增补。
对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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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自有工部局以来，湫隘逼仄之路悉化而为康庄，乡间鄙陋之区皆变而为闠阴。
四方之人趋之若江汉之朝宗，商贾往来无远勿届。
街衢之间，日事洒扫，迂者直之，陂者平之⋯⋯以中国界内之地较之租界，不啻有天渊之异焉。
①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激着上海的爱国绅商，改良市政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
上海道在批准成立总工程局时便说：“上海为通商大埠，最得风气之先，外患之刺激日深，绅民之感
情自异。
”②领导这一运动的李平书有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上海人通过地方自治而自强雪耻的心理：　　吾
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
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钟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
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
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
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
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
而吾上海之人，数十年来，处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赧而心不惭。
③　　其次，地方自治蕴含着明显的民主精神。
地方自治的表现，是以地方之人，用地方之力，办地方之事，谋地方之利，其隐含的前提是：一地之
人是一地的主人，上海之人是上海的主人。
由此前提推而广之，便是一国之人是国家的主人，这正是晚清宣传的国积民而成、民为国之主、国由
民治理的民主理论。
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的董事、名誉董事、议长等，均实行选举制、任期制，各种章程、条例的制订，
均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些都是地方绅商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预演。
所以，从本质上说，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具有反对专制的意义。
上海地方自治所办诸事，与上海辛亥起义关系最为直接的是商团之设。
商团是清末上海的重要武装，在上海辛亥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商团的政治性质是随商团领袖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介绍上海绅商政治倾向变化之前，有必要简介一下商团的历史。
　　商团之设，始于租界，最初并无华人参加。
1905年12月大闹公堂案以后，巡捕罢岗，由租界万国商团维持秩序。
他们漠视中国居民的利益，屡起纠纷。
为此，寓沪富商虞洽卿等人认为，必须建立华人商团以资自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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