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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1911》纪念辛亥百年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
时刻，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当代著名学者伍立杨历时两年潜心撰写的、全面反映辛亥革命历
史进程的学术著作《中国1911》，于2011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1911》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作家、民国史学者伍立杨的最新学术著作，伍立杨长期浸润于
民国史之中，以大量民国人物的第一手材料、回忆录作为勾画依据，大处整体把握，细处细于毫发，
行文波澜迭起，用激昂的情绪和充满感情的叙述调子为先贤招魂。
《中国1911》写作思路似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即从一个基点（辛亥革命）荡漾开去，以辛亥年
比万历十五年，围绕辛亥革命的重要人与事均在书稿中得以体现。
在具体写法上，作者仿唐德刚《袁氏当国》等著作，内容以小标题形式断开，以便广大读者阅读。
　　全文思路开阔，视角独到，论说由点及面，点线面结合，立体感强，味道深郁。
首先，是对狭义的辛亥革命，即武昌首义的叙述，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具体过程，采用细读史料
，择要铺叙，并于其中，加以点评，夹叙夹议，使得新意迭出。
其次，在对武昌起义详述之后，倒叙广义的辛亥革命，即以同盟会人物为主轴，叙述自19世纪末迄辛
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而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其三，针对评论界有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论断，作者提出辛亥革命上半场与下半场的概念。
所谓上半场，乃是倾覆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所谓下半场，即指民国肇建，开始了与清朝的变
种北洋军阀的斗争，最终挥师北伐，统一全国。
通过提纲挈领的叙说，提出辛亥革命最终功德圆满的论证。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在评价本书时，用了四句话、十六个字做了
精辟概括："博采史实，另辟蹊径，辛亥百年，鉴古烛今。
"而纪念辛亥革命，怀想先贤伟烈，后人的责任，就是要从历史的精神遗产里，披沙沥金，汲取普遍适
用于全世界，并且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价值理念。
这正是本书作者和出版者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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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1911》这本书中，伍立杨先生以极为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几乎用每一个字的力量一次
又一次地重申着这些价值。
辛亥革命的意义，在百年来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受到了高度的认可，但近三十年来，对于辛亥革
命以及革命党人，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非议，比如“告别革命”。
对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论调，伍立杨完全不能同意，甚至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愤怒：“今日常见懵懂
文士，纵笔使气，责备孙中山、黄兴，以为他们只要不革命，静待清廷立宪，中国就有明郎前途，以
为中国近现代的板荡，尽是孙、黄造成。
其实，如此见识，非仅近视、直是瞽者，或为矮人观场，全无见识。
”何故？
是因为清政府专制之酷烈，“晚清的统治者却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度，民众面对的是
铁杆专制极权的统治者，而且他们所维护的体制，正是其赖以生存和剥夺的寄生的制度，是一个暴力
成性血腥屠杀过民众的朝廷，是一群把暴力看成真理的统治者。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下，搬进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那结果只能是不断地将绵羊填进狼
群。
”作者确信，正是由于清政府专制之苛毒，所以只能用暴力推翻，非暴力的“告别革命”，无疑是痴
人说梦。

伍立杨先生维护辛亥革命，还不仅仅因为其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事实上，以暴力的方式改朝换代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俯拾皆是。
但辛亥革命并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为天下苍生谋共福，辛亥革命展现出来的，是共和、民
主、自由这些崭新的时代价值，在革命党人身上体现的是责任、无私和牺牲。
“辛亥革命，就是要打击专制政治，追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
“孙中山摩顶放踵，等于是菩萨般的人物。
其革命重点在改革，还不是武装的部分。
他和他的追随者，秉持为生命求尊严的价值理念，担负起拯救天下的责任，为苍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
会”。

可以这样说，《中国1911》这本书，就是在共和、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照下撰写而成的。
整本书读下来，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价值强烈的感情，可以感受到作者不仅是用笔、更是用心捍
卫和维护这些价值。
全书基本上就是以这些价值为核心而展开，对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事件的评析，人物的臧否，乃至结
构的设置，无一处不渗透着作者的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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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伍立杨，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记者、主任编辑，现任海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海南日报社副刊部主任。
数十年从事晚清民国史研究。
此前曾出版著作二十多种。
伍立杨作品其中以关于晚清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尤为显眼，如《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海南出
版社）、《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辽宁教育出版社）、《大梦谁觉》（上海古籍出版社）、《鬼
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铁血黄花》（四川人民出版社）、《倒计
时:晚清迷局中的生死较量》（辽宁教育出版社）、《霜风与酒红》（广东人民出版社）、《梦中说梦
录》（百花文艺出版社）、《故纸风雪》（文化艺术出版社）、《幽微处的亮光》（三晋出版社）、
《伍立杨读史》（安徽人民出版社）、《漏船载酒》（兰州大学出版社）等，在学术界均产生一定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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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军南下弹压
55 辛亥战争开局
57 登坛拜将 黄兴莅汉指挥
59 冯国璋焚城 战况趋烈
61 苦撑待变 战况胶着
64 战局逆转 黄兴南撤
66 退却期间的奋斗
69 辛亥之战检讨
70 谈和条件甚荒谬
72 知识界的反应
75 共和之来 民气复苏
76 代表投票选总统
78 就职宣言披肝沥胆
卷 二
争取自由的枢纽
——跌仆迭起 撞击专制酷虐
85 清末政象再认识
89 僵死的社会有待标本皆治
92 汤武革命的至意
94 非暴力与革命
97 晚清恶政的恶症
98 中山先生伦敦蒙难
102 中山先生的历次起义
103 首次撞击
104 再次出手
105 第三次革命
106 第四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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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防城起义 第五次革命
108 镇南关之役 第六次猛撞
109 钦廉、河口 连续撞击
110 新军发难 第九次革命
111 怒涛排壑 第十次革命
113 定点清除：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
115 定点清除
116 暗杀时代的象征：轰击五大臣
124 吴樾实践定点清除
125 弹丸政治仁且勇
127 轰向清廷的第一爆
130 试图拔除专制怪胎的总根源
132 孤胆万福华
133 古侠客式的定点清除
134 致命一击 徐锡麟刺杀恩铭
137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137 谋刺摄政王载沣
145 定点清除 纯为救种
147 定点清除的连环效应
151 辛亥革命后的定点清除
154 1912年1月 投向清廷专制的最后一爆
157 最绚亮的抗暴 最清洁的革命
163 孙中山先生谈定点清除
164 辛亥画卷展开了后半幅
卷 三
抗御奴役 完成使命
——继续辛亥革命结成光荣之果
169 北洋奸雄偷梁换柱
171 上下其手窃取法统
173 辛亥革命后半段的重心
174 辛亥革命还在继续
176 二次革命必然到来
179 百端打压国会 实行铁杆专制
182 称帝复辟 战端又起
184 专制依托 手中兵柄实为私家部队
190 北洋余孽 战祸相寻
191 清朝的鬼 张勋全面复辟
196 形式各异 复辟实质则一
197 出师讨逆 发动护法
200 段祺瑞的前世今生
204 孙中山与段祺瑞
207 咀嚼切肤之痛 决然黄埔建军
209 陈逆叛变 北伐受挫
212 北伐：为自由而战 向北洋余孽全面摊牌
216 誓师北伐 全线出击
218 兵指湖南 势如破竹
219 赓续北进 全面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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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战场转进 肃清长江下游
229 龙潭大胜 迭创佳绩
231 再度编组北伐 统一告慰先烈
241 完成辛亥革命 开启崭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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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端方在劫难逃　　1910年1月1日，这一天很平常。
郑孝胥在他的海藏楼和高梦旦、诸贞壮、邓实等人聚会，且向朝廷推荐张骞。
　　这一天，三十四岁的学者王国维正在校勘钟嗣成的《录鬼簿》，章太炎正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
和近代学术发达之间的关系。
蔡元培则远在德国，这一天，汪精卫则在香港，跃跃欲试，订炸弹、写遗书⋯⋯准备北上干大事。
　　这一天，距端方丧命的日子1911年11月27日，还有五百九十六天。
　　曾在端方主政两江时为其幕僚的郑孝胥在上海闲居，他的居所，命名海藏楼。
四川保路风潮事起，端方奉命入蜀，邀他这个旧日的幕僚同往，郑氏竟推辞了。
　　端方率领鄂军前队在资阳，结果后队给前队情报，准备反水，他似乎也浑然不觉。
四川党人张培爵派遣田智亮率三百人，持炸弹八十枚，星夜赶往资阳，准备将其彻底解决。
田氏到后，和军中党人接触，议定非杀端方不可。
于是剪发辫，废肩章，喝血酒，缠白布于袖以表决心。
到了夜间，端方已经晓得哗变的消息，和他的弟弟端锦抱头哭泣。
　　这时候幕僚尚劝端方立即换服逃走。
假如此时端方按此行事，尚有活命的可能，谁知他以为他总算是有恩于部队的人，不至失控。
到了11月27日，众军士将他兄弟俩从坐帐中拉到天上宫行辕。
“众曰，此私恩耳。
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遂挥刀刺之。
”　　杀死端方后，军士将其头颅贮藏在铁盒子内，以桐油浸泡之，献给蜀军政府。
　　端方是做过郎中、道员、按察使，直至巡抚、总督的人，因处事不慎而丢官。
当他技痒难耐，又花几十万两银子，拿到督办川汉粤铁路的肥缺，已经是保路运动烈火蔓延之际。
　　他9月初启程，取道武昌、夔州府、重庆一线去成都。
10月13日到达重庆，11月13日到达资阳。
他所率领的部队，共四个营。
　　端方的死因，直接导源于四川保路风潮。
民营的铁路被收归国有，且出卖与外人，从中又抽取回扣，政府大张巧取豪夺之帜。
这个政策的出台，又直接生发于盛宣怀。
5月份，清廷听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主意，下决心将四川、湖北、广东铁路收归国有，以端方为川
汉粤铁路督办。
说收就收，此前四川民众投入的股本一分不退。
本来农民的血汗钱，有的甚至卖儿卖女投入管督商办的铁路修筑，现在血本无归，生计茫茫，那就只
有自杀或拼命了。
　　端方入川之际，正值赵尔丰当政。
两个人都看好总督的位子，一个守，一个攻。
端方把保路风潮的责任算在赵氏头上。
为夺得要津，端方为民众所做开脱，尚属实情。
对民间颇能理解，对皇朝来说，则属于典型的第二种忠诚。
赵尔丰也没有闲着，他也上疏数落端方，指摘端方并不直接从陕西入川，反而跑到重庆去做迂回，成
都周边的土匪蜂起，等他来剿，他又不来。
这样，大员之间的火拼已经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且无限上纲，足以致命。
　　端方到重庆时，其寓所大门被人乘夜贴纸书对联一副：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
藏其名于上下联之首，江南馆乃城中奢华之地，而通远门外则为丛葬之所。
联语透着威胁，词为不祥之兆。
　　尽管端方在后来的某些学人看来也属开明，但他此时仍然手持重器，即国家机器最锋利的一端，
向他索命的人至少想到了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徐锡麟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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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端方直接指挥杀害徐锡麟。
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党人叶仰高，端方派员酷刑讯审，得知打入官场之党人名单。
徐锡麟知事已迫，乃决计刺杀恩铭。
徐锡麟被捕获后，端方率先给安徽地方首长冯煦一通电文，要他速将徐锡麟斩首。
冯煦是江苏出身的江南才子，他不愿对徐锡麟下此毒手，但也没有办法。
恩铭家属申请将徐锡麟挖心剖肝，炒食以祭祀恩铭，端方也予以批准。
　　晚清以来，民众的对立情绪遂益形紧张、尖锐。
端方虽没有大举开火杀人，也没有拿着洋火四面点火，但毕竟是手持火柴，走在到处散落的火药之上
。
1910年1月1日端方还在忙着花大价钱重新上位，不久他就如愿以偿。
五百九十六天后，他以为安全的利器终于擦枪走火，也就死于非命了。
至今想象他晃晃悠悠、逍遥入川的情形，都不免要为之捏一把汗，甚至心急如焚、绷着神经，而他本
人似乎懵懵懂懂，所以也就在劫难逃了。
　　2地火在奔突　　其实，端方刚出发，这边武昌的枪炮声就已响起来。
等到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武汉三镇已经打得难解难分了。
　　这个中部的大城，走到了一个巨变萌蘖的最后关头。
　　第一枪之前更有第一爆，各处的部队跟上了发条一样，跃跃欲试，无数的地火在奔突。
　　孔子是圣之时者，一切讲究时，时然后言，时然后笑。
像那个诗人所狂呼的，时间开始了。
时间的开始，用在这里，才恰如其分。
　　现世报这种东西来既频密迅速！
它构成了命运，也构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
　　这一个时间段，竟有那么多的目不暇接的偶然，谁也无法预见和控制。
　　这是一连串的偶然，也是一连串的必然。
必然性总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巨变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这是历史剧变到来的加速器。
　　历史发展单线性表明，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大大小小的英雄人物，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程的无数的推手。
　　说到武昌一夜之间四处开花的起义，其远因，要追溯到民族思想的重燃。
宋朝以降，惨痛的命运造成民族思想的激昂。
清入关以来，统治酷烈。
剥皮活剐的文字狱就是元朝也没有的。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的遗民之痛，郁积深不可测的故国之思，在民间潜伏变种，一种有待恢复
河山的理念，埋伏在会党中间，时势一到，自然触发。
　　晚清铁路，先是由外人借款，外人筑路，外人管理，后又收由各省自办，成绩平平。
于是又想收归国有。
收归国有也表现集权的威势。
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引出种种纠纷，伤害到民间，清廷采取高压政策，嫌王人文软弱，以赵尔丰代之
。
拘留保路会代表。
人民吁请释放，又开枪击毙多人。
并诬陷人民谋反，大加打压，正在这不得不下台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了。
　　清廷以巡防营弹压群众暴动，以新军守东西辕门，制台衙门以巡防营某连把守。
当时群众准备捣毁衙门，且得新军之同情，蜂拥冲入衙门，巡防营以机关枪阻击，死伤甚多，双方激
战，群众终以徒手不敌大大吃亏。
　　事态不断蔓延，城门四闭，民变大作，民众所组织之保路同志会，不断请愿，与巡防营冲突，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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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营因亦开枪攻击。
　　新军本甚同情人民，初时双方各不相涉，然因一军官责备群众之暴动行动，人民又不听劝说，因
而失去了新军之同情，亦有相互攻击之情事发生。
　　继成都的骚乱，各县民变相继发生，四川军队不敷镇压，赵尔丰因请调湖北军队入川协助平乱。
端方领新军两标入川，至资中停止前进。
　　川乱大作，各省响应，赵尔丰让位，朱庆澜、罗纶为正副总督。
新军向朱索取粮饷，不允，军队叛变，先抢黄城坝，继占军械局，朱庆澜逃去，军队在藩库得银四百
万两，尽皆由骚乱人群所瓜分。
　　次日赵尔丰复出，出示安民，其意本善，然有人传说巡防营之变，系赵暗中唆使，群众又起而攻
击赵，后尹昌衡自领四川总督，驱散乱兵，将赵尔丰杀戮以谢天下，其斩标书曰：“恶贯满盈之总督
赵尔丰。
”杀赵后，又以其头游行四街，本来要运到西康收拾民心（西康人对赵深为憎恨），后又作罢。
　　四川保路风潮因经济利害而起，后扩大而为政治问题，革命党因势利导，方声涛、季裕霖等革命
人士前来联络，事态扩大，终至酿成辛亥举义，开革命之先河。
中山先生曾经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可谓鞭辟入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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