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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
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
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比较少。
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
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
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
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已经九十来岁了。
林伯渠同志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严重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
　　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
孙中山也总是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这一面，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
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讲得比较多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　　承担了这项任务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长担任丛书的编委
会委员，亲自抓，称为“社长工程”。
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编辑工作会议，确定：作为历史性纪实丛书，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构；
图文并茂，注意可读性；还制订了丛书的装帧设计方案和印刷技术标准等。
　　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
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
由本地学者写本地事件，有许多优点：史料搜集相对较易，除充分使用现存的文学资料外，作者还亲
历有关历史遗迹，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后使用，使本书提供
了较多新的资料。
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责任编辑协助作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找到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图片，
为丛书增色不少。
　　总之，这是一部集体努力的产物，必须归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当地专家学者。
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约而承担了主编的名义，主要是表示对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支持
和能够顺利完成的兴奋。
我很希望各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这部丛书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
力地推向前进！
　　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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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晚清河南民怨沸腾，会党和绿林因此不断壮大，成为
反对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
在官方对于灾情!弊政和福公司侵夺河南利权漠然不顾的情况下，士绅阶层却利用赈灾和反福公司运动
逐渐坐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河南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和绿林多次起事，策应南方诸省，但多告失败。
由于袁世凯对河南控制极严．支持士绅实行”请愿共和不独立“革命党未能掌权，河南社会也未发生
革命性的变化。
旅居陕西、上海、武汉等地的河南籍革命党人在当地革命党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秦陇豫复汉军等武
装．希望自省外进军河南，谋求独立。
但或者由于众寡悬殊，遭到剿杀；或者因为南北和谈成功，被迫停战。

民国初年，河南社会矛盾依旧尖锐，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爆发了以白朗起义为代表的武装斗
争，但均功败垂成。
河南以动乱不断、专制依旧的面貌进入了北洋军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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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谦，河南中牟人，历史学博士。
现供职于河南师范大学，兼在《第一财经日报》和《能源》杂志主持“晚清食货志”和“能源史话”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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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厅级科研项目5项，著有《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河南经济通史研究·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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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吴式钊冒称钦差，程恩培称为副使，由怀庆而南渡黄河矣。
复由黄河而南行七八百里，直抵湖北交界矣。
其日查勘黄河以南矿苗，兼办铁路，为方今新政。
州，县不知其伪，皆竭力供应，馈送从丰。
伊等因此获利，遂往返数次不已。
尤为可恨者，所至之处，无论坟墓庐舍，往往插一红旗，扬言国家需用，不许稍动，动则治以死罪。
民间畏其威，皆敢怒而_不敢言。
积怨日深，恐酿大患。
万一迁怒洋人，亦恐致起衅端。
伏思吴式钊借债办矿，即果属实，亦系商人，非有敕书勘合，何得谓之钦差？
况业经明谕，只准办黄河以北，该员乃擅勘黄河以南。
至程恩培随同附和，骚扰地方，尤为不遵谕旨。
既隐假朝廷之威，复显违君上之命。
胆大妄为，伊于胡底。
若不从严惩办，何以儆恣肆而免效尤？
拟请旨将检讨吴式钊、候补道程恩培即行罢斥，并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为勾引外人滋生
事端者戒。
　　此时河南巡抚刘树堂已解任离豫，清廷除命总理衙门传询吴式钊外，又命其继任者裕长就上述指
控查明呈复。
在奏折中，裕长并没有对福公司办矿合同明确反对，甚至对程、吴二人还有所回护。
他声称，二人“先后来豫，设局办矿，中间乃因用人之故，而彼此龃龉”，“互争权势，甫合即离”
，虽然没有“冒称钦差”，但在河南境内“悬牌称为奏设豫丰公司。
又于照会委员文内，官衔列有奏办字样。
其随带者，并有文武各员。
与府县颇为争论，于官绅亦略存傲睨”。
裕长的上述说辞，显然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法，因为他随即就提出了更具杀伤力的反对意见。
据裕长查证，豫丰公司确实没有从福公司得到借款的确证‘，“吴式钊自称，每月薪水所人，额定银
为四百两，聘用矿师各费，已用银一百万两。
其实根查票据，则仅孟县有人曾汇到吴楚生即吴式钊银六百两者。
一切出入之数，皆由洋人沙镖纳者自经理之，无从查其确实”。
“况开矿与造路本属两事，即使为转运矿产起见，修造支路，亦应按照合同，止准接至最近水口，或
接至芦汉干路为止，未尝许令长途兴筑，跨州连邑，自成一家。
核与前定合同，迥不相符。
似此牵混影射，不特大河南北煤铁之利，悉归垄断，将使芦汉铁路之利权，亦必为所侵攘，而后患无
穷”。
另外，“吴式钊系华商出名领办，何以尽任洋人所为，又与原定合同不符”。
可以看出，裕长的说辞，重点在于突出福公司与豫丰公司以借款办矿为名诈取矿业权的事实，从根本
上动摇了双方办矿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在这一过程中，豫籍京官郑思赞等人此前在北京对吴、程二人的弹劾和驳议，与河南方面相互援
引，使总理衙门无论是在京外还是在朝廷内部都倍感压力。
处于守势的奕勖，在舆论压力下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策略，将上述福公司越界勘探矿产和修建运煤铁路
的问题，归咎于福公司和吴式钊，指责二者在未及呈报的情况下擅自违反合同。
吴式钊显然对总理衙门推卸责任感到不满。
他说：“前据福公司函称，于去秋曾奉钧署照会英使明文，准其由矿山修筑铁路，通至襄阳。
乃聘洋矿师、工程师等前来勘路，函催商董同往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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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钧署发给洋矿师工程师等护照传示，其上批明准在山西河南境内测勘矿山并铁路字样。
”可见，所谓“越界勘矿”一事，是经总理衙门允准后方才实施的，如有责任，责在总理衙门。
　　英国公使的态度仍然强硬，巴尔福致电窦讷乐，让其就福公司要求修筑清化至道口的铁路一事，
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福公司为了连接河南北部的煤区，决计开建一条铁路，由清化起经由卫辉
通往卫河上的道口，以便到达运河。
他们认为，计划书应声明，此项行动是在特许筑路合同第十七款所授予他们的权限之内的。
你应对中国政府施以压力，令其承认福公司的解释，这种解释似乎是正确的。
 英国公使和福公司的努力并没有发挥作用。
确切地说，是这一时期的晚清时局使其难以发挥作用。
1899年，义和团运动波及京津地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在以政变方式击溃维新派之后，对变
法新政基本采取了否定态度。
而外国驻华使馆也在忙于自保，难以继续为福公司提供支持。
总理衙门鉴于政局变动，随即改变了积极推进福公司开矿的态度，斥退了豫丰公司总董吴式钊。
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豫籍京官乘势人奏，迫使总理衙门答应，“以后有在河南开矿者，必先
取得其印结，然后准为核办”，意图阻止外人以类似方式诈取河南矿权。
河南巡抚裕长和豫籍京官认为，既然福公司与豫丰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其取得矿业权的渊源，而豫丰公
司又在程、吴被斥退后不复存在，有关协议和福公司矿业权就理当随之失效。
但是，受贿于福公司的奕勖，以该合同已经签字、势不能中止为由，拒绝取消福公司开矿合伺。
庚子事变前夕，随着义和团在豫北的扩张，福公司职员被迫离豫返京，开矿事宜暂时退出了总理衙门
的议事日程。
　　尽管郑思赞等人未能迫使清廷彻底废止福公司在河南开矿的申请，但他们以籍贯为线索，以维护
河南利权为目标，建立了河南籍京官和河南地方官绅的政治联系。
1899年，六科给事中郑思贺（郑思赞之弟）、翰林院编修马吉樟等人筹措白银万两，相约回乡，协同
本地士绅王锡彤、王安澜、李敏修等人赴济源赈济灾荒。
双方相互借助，逐渐形成了针对外资侵夺河南路权矿权的同盟。
　　4．士绅阶层的崛起　　由于晚清官方无力赈济灾荒，抚慰民生，甚至像处理福公司问题那样，
为迎合列强需求而伤害地方利益，从而使本属于统治集团边缘的士绅也逐渐与其保持距离。
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不少士绅热心于地方公益，筹资办学、赈灾，积极
参与其他各项地方事务，从而逐渐积累起了足以影响官方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
　　与官方交涉，在最大程度上缓解赋税需索对民生的侵害，是河南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方式之一。
其中，以李敏修、王锡彤等汲县士绅对车马局的治理为最典型。
　　车马局是清廷为支应额外的驰驿差徭而特设的民间性应差组织。
河南的汲县、安阳、新乡、郑州等地都是南北驿路上的大站，尤其是汲县，濒临官马大道，号称十省
通衢，又是卫辉府的附廓县，官弁役吏往来如织，成为驿路上的要冲。
汲县车马局由四乡大户士绅出面，故又称大户局。
士绅们在城里租房承办车马粮草和一应规费，县官则派家丁和书吏参与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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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革命全景录”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
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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