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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李邦琴女史主纂的《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一书，通过对在北美印行的《少年中国》晨报、《世界
日报》等百年前第一手文献的开掘与整理，向今人呈现了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侧面——海外华人对这
场革命的认知、参与、宣传及坚守，用生动、翔实而又鲜为人知的材料，昭显了孙中山先生名论”华
侨为革命之母”的深刻内涵。
此书堪称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群籍中富于特殊价值的一种，也是近现代报刊史的佳构杰作。
    海外华人深怀爱国之情和追求社会进步之志，又历经欧风美雨，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是较早支持孙
中山先生民族民主革命的人群，也是革命思想和现代理念的热心传播者。
20世纪初创办于北美的《少年中国》晨报等刊物，即在前驱之列。
综览这些报刊文字可以发现，它们在辛亥前后十余年间所提供的丰赡信息，所阐发的新锐观念，皆与
辛亥革命的主旨或深相契舍，或相与辩难，从而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极富历史现场感的图景，有助
今人体认辛亥革命的复杂进程和深远意义。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却并未改变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而辛亥革命则引发
国体，政体变更，社会形态有所兴革，从此奔向现代文明的浩荡长程。
辛亥革命在“革故”与“鼎新”两方面，堪称历史性的首创之举，吾土吾民至今受其赐。
    (一)终结两千年专制帝制    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是专制帝制早成(公元前3世纪)和长期延续(两千余
年)。
以公元前221年赢政(前246一前211年在位)称制”始皇帝”为端绪，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8
—1912年在位，年号宣统)逊位止，专制帝制历时2132年，共有492个皇帝登极。
此间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势是君主集权于涨落问愈趋强化。
帝王“以制命为职”(朱熹语)，反映帝王意志的”诏令”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布达四方，经由郡县制
、流官制，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
朝廷又经由选举、科举，君主与庶民对接，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
    男耕女织、土地在王有(国有)名义下私有、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
基础，又被其反哺并受其保护。
这种“宗法一专制”二重社会结构与地主、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
以上诸层面融会成的自足性机体，具有顽强的延传能力，大一统的专制帝制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繁荣
曾经发挥重要作用，至近古，专制帝制的弊端日剧，严重阻碍社会进步。
时至近代，在工业文明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宗法专制帝制才逐渐解体。
而辛亥革命则正式宣告两千余年一以贯之的君主专制政体退出历史舞台。
同盟会1906年拟订《军政府室言》，明确公示国人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
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    民公举。
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敢有    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辛亥首义后，诸省响应，帝制崩坍已成定局，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1912年2月12日)以隆裕皇太后
懿旨名义发布清帝退位诏书。
该谕旨日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    后，人心所向，
天命可知。
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是用外观    大势，内审政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    厌乱望治
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清帝逊位标志着一个历史终结，是近代文明在中国生长发育的产物，代表这种历史态势的，是革命
民主派及其各路同盟军(如立宪派)，对专制帝制给予强力一击，促其终结的，正是辛亥首义。
袁世凯于辛亥首义以后，“骗取总统，以此攘窃帝位“，“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成为民之”公
敌”，召致“天下共击之”，洪宪王朝八十余日即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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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孙中山”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确为不刊之哲言。
    辛亥革命不同凡响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清王朝，更在于结束了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成为中
国历史划时代的界标。
《世界日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紧要新闻”的《草党大胜官军》，辛亥年十月初九日“紧要新
闻”的《南京战云之剧烈》等报道，即为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记述。
今日读来，仍觉血脉责张。
    (二)开启共和宪政新篇章    与推翻专制帝制互为表里，辛亥首义的另一空前的历史业绩，是建立民主
共和政体。
“共和”，在中国古典的本义为“共同协和行政”，近代中国与日本学人用“共和”或“公和”翻译
西洋的民主立宪政体(republicanism)。
这种政体的基本形态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
与君主制相对，采用这种政体的国家称共和国。
“共和”的英文republic一词来源干拉丁文res publica，意即公共事务。
    共和宪政与君主立宪同为近代民主政体的两种并列形态，但由于戊成变法夭折和清末仿行立宪的虚
假，表明君主立宪难以在中国实行，共和制成为先进中国人的选择。
早在1897年，孙中山先生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用汉文宣示自己的政治精神是”执共和
主义”，他还批驳那种”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论调。
20世纪初，邹容的《革命军》更高唤“中华共和国万岁“口号。
至辛亥首义，革命民主派在观念形态上介绍并倡道民主共和，已历十余年，而践履共和制，使之成为
一个鲜活的事实，则开端于辛亥首义，湖北军政府建立、《鄂州约法》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便是其显著标志。
    中国革命民主派坚守共和主义，并强调共和主义乃是继承中国传统精义与借鉴西方近代政体的结合
，孙中山先生说“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
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仰慕三代之治。
不知三代之治，岂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    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建立，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缔造，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
”的实践。
尽管“共和”的真实实现，在中国要经历一个起伏跌宕的艰难过程，“共和”的”公”(共和政体是公
平、公正政体)，”共”(国权是公民共有事业)，“和”{以和平方式参与政事)三义为国人认识并付诸
实施，决非一蹴而就。
然而，辛亥首义应该说是中国人追寻共和宪政的第一个高潮。
湖北军政府用人“公举”、政事“众议”，《鄂州约法》将主权在民的精义反映在具体的律法条文中
，皆体现一种初级的共和精神，军政府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司法独立，倡导工商业发展，则显示
了共和宪政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少年中国》晨报等报刊，当年正为共和宪政作热情鼓吹。
    辛亥革命的一大贡献在于，将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包括其种种不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中国人民，中
国人民也从此认定共和制为正统。
尽管共和制的内容有待充实与提升，然其前程无疑是光明壮丽的。
    《孙中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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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辛亥革命》编著者方李邦琴。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辛亥革命》内容提要：本书对创刊于1910年的《（少午中
国）》　　晨报以及同时期的《世界日报）》等百午前的报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摘要选录，再现了
当年的真实情景。
这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限于篇幅，本书只选登了辛亥革命前夕、武昌首义、清帝逊位、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北伐、北上
召集国民会议直至逝世几个大的历史片段，展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各个侧面，刻画了孙中山先生革命家
、政治家的光辉形象。
尤其是武昌首义，从清廷和武昌军政府的排兵布阵，武昌、南京的血战，双方统帅部的告急电文，到
各省兵变、难民迁流、外侨动态及各国政府的态度和行动等，各个方而均有报道，可以说是一幅辛亥
革命的全景展示图。
因其报道均为当时的即时报道，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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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者：（美国）方李邦琴  方李邦琴，方氏基金会主席，独立控股集团总裁；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中国武汉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董事。
方李邦琴祖籍湖北汉川。
1935年生于河南郑州。
抗日时期受小学教育于陕西西安，1948年随家人从祖国大陆到台湾，195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
，1960年来美国创业。
方氏家族曾拥有印刷厂和报纸，报纸有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等文种。
英文报纸包括创办《亚洲人周刊》（Asia Week）、《地产快报》（Real Estate Express）、《独立报》
（The Independence News），收购《芝加哥论坛报》旗下在旧金山湾区的七家报纸，整合为全美非日
报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报”报业集团。
中文报纸还包括《节目一周》（电视周报），还有西班牙文报纸《Mission Life》等。
2000年，方李邦琴任董事长的泛亚集团收购了已有135年历史、著名美国主流大报《旧金山观察家报》
（San Francisco Examiner），该报的创办人是美国早期最富盛名的报业大王老赫斯特（Hearst）。
这在美国造成轰动。
方李邦琴是著名慈善家，捐赠中国边远山区中小学并设立教育奖学金。
她还热心公益事业，关注美国华裔后代文化承传。
她向北京大学捐赠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学楼，鼓励外国留学生学中文。
在武汉大学设立传媒基金。
2006年，为促进美国亚洲研究，她捐赠巨资帮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建东亚图书馆。
同时向世界一流学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捐赠《旧金山观察家报》档案150年珍贵史料，专
家评论“其价值无法估量”。
方李邦琴女士为著名美籍华裔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在美国新闻界、商界、政界均具有广泛影响力，是美籍华裔的杰出代表；也是增进中美交流、支持文
化教育事业发展及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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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中国同盟会为革命党总机关。
乃合无数之会党，共同结盟，以行革命事业者也。
其总理即孙君，其副总理即黄君也。
不过黄君主持于内，孙君筹饷于外耳。
二君易地则皆然。
 （二）所伪造之专电，自称为被获之党人之口供也。
迄今事平两月矣，内地报馆数十家，何以皆不见有这等供词登载。
然则大骂孙文为棍徒之口供，从何而来？
 （三）各报或有不实，粤督之电报，可谓无不实矣。
观张鸣岐电报各省云：讯获党人供称：仍系孙文主动等语。
岂张鸣岐亦讲大话，惟徐逃犯所说乃真实耶？
 由是观之，则保妖之造谣，毫无价值，实属令人喷饭。
须知革命党与保妖不同，保妖专讲假话、做假事以棍骗金钱为目的。
一经弃恩之攻击，棍术败露，立即大局瓦解，不可收拾。
革党不然，至诚无伪，以救国民为目的。
汝保妖愈造谣，愈诬谤，吾党愈益焕发其光荣。
真金美玉之喻，窃自信为确论矣。
 呜呼保妖，其奈革命党何？
呜呼徐逃犯，其奈孙文何？
 （简析）作者署名“五郎”，即黄超五，是《少年中国》前身《美洲少年》周刊总编辑，晨报创始之
骨干，文笔犀利，在与保皇党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笔权开头就以“金”“玉”比喻革命党，不怕火炼，不怕污秽。
而“保皇妖物”，从革命党—成立就靠诬谤革命党为生。
可是革命党人“绝不说假话，做假事”，“而尤以经手之款项，毫厘清楚”，用来对比保妖的伪造新
闻、诽谤革命者，也用来对比保妖的帐目不清。
后来保皇党内部揭露出来，康有为等巧立名目骗钱，“肥其三五无耻者之挥霍”。
如此黑白强烈对比，形成强烈反差，让侨胞看清保皇党的嘴脸。
 笔者又把“保妖中尤惯造谣者为逃犯徐士芹”的造谣，摆到读者面前。
“该逃犯即大造孙文借温生材事为棍骗话柄，又谓温君非革命党人。
”诬蔑和贬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借”温生材之事来“棍骗”。
可是这谣言被保皇派要保的“粤督”揭穿。
——“粤督张鸣岐所奏，均温生材供称”，温生材在南洋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演讲，“因大感动，
投入孙文革命党内”。
暗杀孚琦，“纯属革命排满宗旨”。
张呜岐在奏章写很清楚，温生材受孙中山先生的感染投身革命，而不是孙中山去“借温生材之事”更
没有什么“棍骗”。
面对“粤督”的上奏，保皇党只能自食其果，露出造谣行骗的尾巴。
这暴露了“棍骗”的恰恰是保皇党！
保皇党堕落到利用报纸造伪新闻，造谣污陷，打击贬低，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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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与: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辛亥革命》记录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足迹以及《少年中国》和美国舆
论界在辛亥革命前后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报道与看法。
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了弘扬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美西侨界领袖方李邦琴主持了这本《孙
中山与: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辛亥革命》的出版工作，并亲自审定了《孙中山与: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
辛亥革命》的选题和内容。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