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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从专制政体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序幕，成为中国从“传统”步人“现代
”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正因为此，百年之后，无论是学界还是坊间依然热衷于对其开展热烈的争论，
印证了章开沅先生的一句断语：“岁月的沧桑并未消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光辉。
”史学研究的“单位”可大可小，凡举过去之事加以研讨，均为史界之分内之责，本无所谓高下之分
。
早些年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及其所开启的民国史研究，多偏重“宏大叙事”，于是所谓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往往就成为聚焦的对象，这一现象虽然也不乏口号式的宣教，但厘清关键性历史构件，毕竟可以
为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方向性基础，也能使人们。
对于历史发展的线性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只是久而久之，大家发现只研讨几个大事件，几个重要人物
，未必能察历史的全貌，于是，重新拾起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的教导，也借鉴了域外“整体社会史
”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将研究的重心和视角不断下移，历史研究的“单位”不再仅仅限于国家，省域
、市域、县域、乡域甚至村落都进入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关注的历史人物也不再简单是所谓重要人
物，也不再简单是所谓正面的人物，凡曾经登场过的人物都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的画面于是变得更
为丰富和多彩。
正是基于以上的学术研究脉络，近几年来，地方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
以浙江为例，大家发现虽然在辛亥以来浙江从来就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经济文化中心，与广州
、武汉、重庆不同，就连一个临时的中心也不曾有过，但辛亥以来的浙江在全国的政治版图中却具有
非常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哪怕是浙江所属的一个市域与县域也居然会产生那么多影响整个民国历史进
程的事件与人物，作为地处杭州与上海之间的湖州就是一个典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被一方水土养育之人自然有探究这一方水土历史文化的责任。
湖州师范学院李学功教授、湖州市社科联徐育雄先生联袂主编了一部著作《辛亥风云·民国岁月——
湖州与近代中国》，意在钩沉辛亥以来湖州这一区域所发生的史事，其志可嘉。
在见之于文献的历史中，湖州一向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而称羡东南，近代以降，湖州人
历史的脚步似乎走得更快，上海滩最早的一批商界领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其中l都有湖州人的身
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常委中的半数人员也多出自湖州，对民国历史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不仅如此，一批批影响历史、有功于民族的科学文化界精英人物也和湖州这片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关
联。
吾兄李学功、徐育雄团结同仁，通力合作将湖州与湖州人在近代时段的重要史事逐一列出并予以述记
和评点，殊为难得。
作为书稿付印之前的读者之一，阅读书稿，有三个基本印象：第一，在书写体例上，该著以时代为经
，以史事、事件为纬，突出以史联人、以事联人、以物联史的原则，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史上和湖州、
湖州人相关联的最富戏剧性的历史、最能打动人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用专题的方式予以述记
评点，以凸显近代以降——民国时期湖州与湖州人对这段历史和文化的独特影响与贡献，令人耳目一
新。
应当说，这是该书稿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第二，资料的挖掘与解读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一定意义上，丰富和拓展了民国浙江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限于书写体例，一些资料未及标出更细的出处，期待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将新的史料详细刊布，以方
便学界。
第三，学理层面的思考、认识与行文的简易、畅达融为一体，书稿文笔优美，语言生动，且图文并茂
，使得这部书稿在学术与普及的兼容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学无止境，著难完美。
谁都知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同时谁都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飘逝而去的历史，如何把握、如何认识，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愿《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一书对不解近代湖州的读者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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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了解的读者起到一个深化的作用，对了解很深的读者起到一个进一步思考的作用。
史书之序一般多为官长或名流所为，然二者与我皆无干系，只是应学功兄、育雄兄所嘱，恭敬从命而
已，徒一读者之感想，姑且为序。
2011年9月于杭州嘉绿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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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魅力在于一种找寻，一种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找寻，找寻历史对今人的启示，找寻对于飞速变
化世界的另一种诠释和预言。
辛亥以来浙江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哪怕是浙江所属的一个市域与县域也
居然会产生很多影响整个民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与人物，作为地处杭州与上海之间的“江南清丽地”—
—湖州就是一个典型。
本书《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以专题叙录点击历史的方式，通过摄取民国旧影，提取
湖州记忆，以折射一个民族曾历经的苦难，梦想与光荣。
辛亥前后，湖州志士挺立时代潮头，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创下历史伟业；民国开篇，他们或兴办实
业与洋商争竞，或以深厚的学养倡扬民主科学救国，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幕跌宕起伏、激荡
人心、极富传奇色彩的时代大剧。
前贤虽逝，典型犹存，不忘历史，永励后昆。

《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由李学功和徐育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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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学功，历史学教授，从事先秦史、思想文化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
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浙江省高校哲学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湖商研究所副所长，湖
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7项，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
学术观点被《新华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暨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经济史》等刊物摘登
、转载。
出版《三代社会形态》、《孙中山思想研究》等著作（合著）。

徐育雄，经济学硕士，从事地方历史文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和社会科学管理工作。
现为湖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参与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改革开放30年研究系列——湖州改革开放30年》、《基于
“一核六带”的太湖沿湖生态带建设对策研究》。
主持编纂《湖州历史文化系列丛书》(已出版三辑十二册)、《和谐湖州一一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丛
书》(六册)。
参与“湖州市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吴兴区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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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沪军都督陈英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陈英士领导上海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攻占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成立了沪军都督府，为辛亥
革命推翻帝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英士（1878-1916），名其美，以字行世，吴兴县（今湖州城区）人。
他出身于富商家庭，父亲陈延佑育有三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是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之父
。
次子陈其美，字英士。
三子陈其采，字蔼士。
14岁那年父亲病故，家业衰败，陈英士中途辍学。
15岁时经人介绍到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一当铺做学徒，27岁时到上海当助理会计。
就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蔡元培、于右任及同乡张静江等革命志士。
在他们那里听到了很多革命道理，看到了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出版的书刊和文章，如章炳麟的《驳康有
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英士在其弟、时任湖南新军统带陈蔼士（其采）及表叔杨信之等的资助下，
赴日本警监学校第三班学习警政法律，加入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
盟会。
其间结识徐锡麟、秋瑾等很多留日革命志士，从此投身民主革命。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英士受同盟会总部指派，自东京途经香港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谷，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6次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
义也壮志未酬。
陈英士却毫无畏惧退缩之意，他北上天津，南下浙赣，西行武汉，到处联络革命志士。
他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从报》等革命报刊，鼓吹革命，影响很大。
并联络湖州同乡张静江、王一亭等出资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筹办《民立报》，进行推翻清朝政府的
革命宣传。
为推动长江流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宣统三年（1911），陈英士和宋教仁、杨谱笙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
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当选为庶务部长。
同年陈英士与黄兴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组织发动长江流域革命。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连克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纷
纷响应，宣布独立，很快便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
清政府在紧急无奈的情况下起用袁世凯，让他节制海陆各军，袁世凯派遣北洋军南下围攻武汉。
由于武昌革命的发动事起仓促，革命军力量薄弱，11月1日汉口失陷，汉阳被困，武汉三镇危悬一线，
形势十分紧急。
黄兴等人发电向各省同志告急，催促各地迅速起事，以解武汉危局。
此时陈英士获得情报，清军有舰船自汉口到达吴淞口，拟将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枪械弹药运往武汉，接
济进攻汉阳的北洋军。
陈英士认为发动起义已经刻不容缓，决定上海立即举事，杭州随后响应，以支援武昌革命。
11月3日下午4时，起义部队在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参加者多达几千人。
陈其美、李平书、杨谱笙等领导人登台演讲，宣布上海独立，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
青天白日旗。
为减少伤亡，在进攻江南制造局以前，陈英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进入江南制造局与总办张士珩谈判
，劝其投效民军，遭到张士珩拒绝，并被拘押于局内，用铁索锁在椅子上。
起义领导人紧急商议对策，领导人之一的王一亭慷慨陈词：“事亟矣！
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
与其引颈待戮，毋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
”在他的鼓动下，义军奋勇发起进攻，杨谱笙率领民军敢死队救出陈英士，上海光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亥风云民国岁月>>

在上海光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陈英士直接组织策划上海起义，居功阙伟，被推戴出任都督。
在陈英士的领导下，上海这座中国东南重镇、全国最大的都市一举光复。
孙中山后来追述此事时曾说：“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
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称赞他为“革命首功之臣”。
后陈英士不幸罹难，孙中山先生亲撰祭文，对陈英士致以沉痛的悼念，文辞挚真意切，痛惜之情溢于
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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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系浙江省湖州市社科规划课题（课题编号11hzghn020）。
众所周知，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一批批湖籍志士为了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别
妇抛雏、毁家纾难、义无反顾。
同样，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再认识、再发现中，面对着新老军阀的混战，面对着民众的贫穷与政治的腐
败，面对着相继而来的“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的枪炮声⋯⋯当年的少年才
俊、民族精英其价值观和人生路向又有了新的分化、疏离、选择与重组。
所有这些发生于20世纪的大事小情，其间多有湖州、湖州人的影子。
发掘那些曾深刻影响湖州、浙江乃至中国的深埋于人们记忆深处的一件件历史旧闻，让历史告诉今人
、告诉未来。
本着这样的思考和心愿。
于是一班热心宣传湖州历史文化、致力于湖州文史研究的同仁、同道，汇集于此课题，展开了通力合
作。
本课题由李学功、徐育雄担任主持人。
聘请浙江和湖州地区知名学者陶水木、丁贤勇、周家健、王增清、余方德、张建智、邵伟等担任顾问
，这些顾问真正称得上是顾而有问，他们贡献了许多重要而精辟的意见。
感谢袁成毅教授拨冗赐序，为本书增色不少。
课题组具体分工如下：李学功、徐育雄负责课题的整体设计与定稿；李学功教授负责纲目分编的思考
与设计，并撰写前言、第一章 （其中王增清、祝玉芳补充了“醑宋楼藏书流失”）、各章引言、结束
语；董惠民教授负责撰写第二章 ；沈文泉副研究员负责撰写第三章 （其中董惠民补充了“湖丝产业
的发展与进步”，张银龙补写了“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章鸿钊”、“中国近代林学和林业开拓者梁
希”、“中国近代传播科学文化的先驱任鸿隽”，张银龙、李学功补写了“新红学派创始人俞平伯”
）；蔡志新副教授负责撰写第四章 （其中张银龙补写了“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李学功改写了
“‘龙潭英杰’钱壮飞”）；鲁卫东博士负责撰写第五章 （其中李学功补写了“爱国教育家陆志韦与
赵紫宸”、“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初创人徐舜寿”，改写了“湖州民众抗日武装”、“中国石油工业奠
基人金开英”等）；张银龙老师负责撰写第六章 （其中李学功补写了“湖州抢米风潮”）；徐育雄、
李学功负责图片资料的选用与取舍；李学功负责统稿。
需予说明的是，研究地方史事通常都会遇到资料的存真与辨伪，这也是困扰课题组的问题，尽管各位
同仁都尽量采录第一手文献史料，但近现代史料的浩繁驳杂，无疑加大了史料采信的难度。
仅以近现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口述史料为例，恐怕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道明的了，对此难免见仁
见智。
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得到湖州市委宣传部和湖州师范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
湖州市博物馆潘林荣馆长，湖州师范学院周扬波副教授、周向阳副教授、何小勤老师、李章程老师等
在本课题的最初写作和完成阶段中，无论在资料提供还是工作环节的支持上均有特别的贡献。
课题组撰写过程中参阅、借鉴了各方学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限于书稿体例，故采取称引著者观点
或论著书名或在文末参考文献中注出、标明等方式。
感谢家族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宋路霞女士、浙江大学计翔翔教授、湖州师范学院王增清教授、湖
州青年学者陆剑、吴艺等提供了珍贵的图片资料。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宫京蕾女士，在她悉心周致的审校和组织下，使书稿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与
读者见面。
书此以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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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是一本比较完整反映湖州民国历史的书籍。
全书分辛亥革命前夜、辛亥革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前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
统治后期的湖州与中国等六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与民国史上和湖州、湖州人相关联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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