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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个关键的一年，是一个热血沸腾的一年。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
”千年的名城，革命的策源地，一批热血青年，咬破手指，蘸血而书。
    林觉民给他的妻子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
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方声洞给父亲的绝笔书是：“儿刻已廿有六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
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救生也。
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
”    情之切切，去意已决。
说心里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如此冷静决绝地和自
己的老父、妻子话别，舍得抛下老父、抛下娇妻幼子？
    “马蹄一蹴荆门空，鼓声怒于江流东；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为天红。
”当年赤壁出群雄，今日黄鹤楼上，英雄凌绝顶。
1911年10月10日，一群革命士兵扣动了扳机，攻下了湖广督署，武昌起义一举成功。
随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相应起义，“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岂徒然”。
帝制终被推翻，共和终于确立。
    没有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没有华兴会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没有光复会的。
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就没有同盟会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就没有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没有史坚如的惠州炸德寿，没有孙中山在镇南关的亲燃大炮，没有刘道一在萍浏醴的奔走呼号，没
有熊成基的马炮营围攻安庆，没有倪映典的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没有武昌城的枪声、江南制造局的火
光、天堡城的壮烈！
    没有“为共和牺牲的第一人”陆皓东，没有“结义凭杯酒”头悬长沙城的马福益，没有剖肝剜心的
徐锡麟，没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没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赵声，也许就没有孙中山的临
时大总统。
    没有杨毓麟的《新湖南》，没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没有邹容的《革命军》，恐怕
就没有武昌阅马场战马的嘶鸣，就没有虎踞龙蟠民主共和的宣告，就没有宋教仁风尘仆仆的政治演说
！
    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献身精神，则令草木含悲，风云变色。
碧血浇灌自由花，头颅抛得共和果。
    “贵族的政府，今日要立宪，明日要练兵，采烈兴高，目空一切。
忽然革命一声，打得他魂飞魄散。
呜呼！
革命党人，你何以不替王爷们留点余地也？
立宪的党人，今日开大会，明日办报馆，不是说明圣天王，就是说内阁总理。
今者革命一声，吓得他张口吐舌。
呜呼！
革命党人，何以不替此等人留点余地也？
”    晚清十年，从新政到立宪，从立宪到革命，无人不想变，无人不求变，民主共和如长江之潮，势
不可挡。
    所谓乱世出忠良，朝廷烂，民心失，何来忠良！
。
殉难，愚也；脱逃，智也。
”    所以武昌起义，湖广总督出逃；所以苏州独立，江苏巡抚挑烂旧瓦片，添上新瓦片；所以广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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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水师提督反正，交出炮台；所以南京告破，原是“统制”率兵来攻⋯⋯    一个引狼入室的朝廷，
一个卖国的朝廷，一个苟且偷生的朝廷，一个假立宪真集权的朝廷，临到末日，还来一个罪己诏，还
来一个《十九条》，还想来一个虚君民主障眼法，是由衷之言？
是势穷之无奈也！
    革命者应有直捣黄龙之心，宜将剩勇追穷寇。
可叹的是：蜀江潮接汉江潮，滚滚长江皆赤色，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历史是引人深思的。
    破笔秃毫难入眼。
历史的复杂性，人物的多面性，史识的时代性，也许只能选择一些，裁剪一些，不过也可窥一斑而知
全豹。
    事实上，历史本身比书写的历史更复杂、更耐人寻味！
    因此，你会读到孙中山的泱泱大气，黄兴的憨厚和豪气，宋教仁的才气，章太炎的意气，陶成章的
负气⋯⋯    你也会看到慈禧的暮气，袁世凯的狡气，载沣的不争气，隆裕的叹气，宣统的稚气⋯⋯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共和来了！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它的生，逆它的亡。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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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座城市见证一段历史。

　　1911，清王朝最后一个辛亥年，小人物掀起了大革命。

　　这一年，革命在中华大地上演，北京、广州、成都、武汉、长沙、杭州、上海、南京等八座城市
由此成为见证伟大革命的历史地标。

　　回到辛亥革命现场，讲述那一年的那些事儿：慈禧被历史抛弃的无奈，袁世凯的侥幸逃生，民国
大汉奸汪精卫当年的英雄豪气，刘道一、林觉民、吴樾等革命志士的慷慨赴义，徐锡麟为何始终不愿
加入同盟会，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何说“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全景反映辛亥后中华大地风雨欲来之势，重绘辛亥革命的历史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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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病逝，3岁的宣统临朝，26岁的载沣摄政，他面对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南
方革命党不断的反清起义。
    自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联合国内外各反清革命团体组建中国同盟会后，革命的策略是
先在西南边地起义，然后兵出长江流域，会师后再北伐北京，推翻清政府。
    因此，1907—1908年同盟会发动了频繁的武装起义。
这两年间，光在粤桂滇边境就发动了六次起义，但是西南边地的起义全部失败了。
1908年9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被查封，革命形势的险恶使一部分成员情绪十分沮丧。
失败令人痛心，失败带来了烦恼，失败令人愤激，失败也令人悲观！
    保皇派领袖梁启超趁机撰文批评孙中山、黄兴等人只会写写文章，却并不上战场，是“徒驱人于死
，己则安享高楼华屋”的“远距离革命家”，借机打击革命派。
    此时，同盟会内又发生了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大规模的“倒孙运动”，想取消孙中山的总理职
务。
    保皇党的冷嘲热讽，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同盟会会员的悲观失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一
些革命党人又重拾起简便易行的暗杀来。
在这种情形下，热血青年汪精卫也投入其中，决定牺牲个人，搏浪一击，为死难的同志招魂，以鼓舞
士气唤醒民众。
    暗杀，属于暴力革命范畴，作为同盟会武装斗争的辅助手段，这是革命初期阶段惯常采用的一种方
法。
    在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
，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优秀专才，是一些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仔细思考，便也不奇怪。
    暗杀作为对敌斗争的有效措施，成本小，收益大，杀一人，动全局，故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但这毕竟是暗地里进行的极端手段，‘事先保密，事后遮掩。
但同盟会不然，其组织领导、纲领宣传等，无不将暗杀这面大旗高擎于光天化目之下，将暗杀这句口
号呐喊于寰宇之间，可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宗旨明确，组织遍布。
这在世界暗杀史上都是罕见的，是一道独特的、令人血热的风景。
孙中山曾说，暗杀“其事成与不成，然意气所激发，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
立志矣！
”⋯    1903年，黄兴组建的军国民教育会成立，规定革命“方法三种：一日鼓吹，二日起义，三日暗
杀”，而且组织了暗杀团，黄兴也是其成员。
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1904年秋他和陶成章在龚保铨的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光复会，可见光复会本就是一个暗杀团体。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的执行部还设有暗杀科。
在东京同盟会本部，还专设一个暗杀团，由孙中山指定方君瑛(女)负责工作，下设筹款、造药、实行
机关部，吴玉章、黄复生曾参与其事。
    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一文，被认为是同盟会
“暗杀时代”的代表作。
他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日暗杀，一曰革命。
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
今日之时代非，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    辛亥革命前10年间，鼓吹暗杀之风甚烈。
革命党人较早一例暗杀，根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应当为孙中山所组织。
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
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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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炸塌几间，压死几人而已。
    黄兴可以说一直热心于暗杀，他十分赞赏用暗杀开路。
他恐怕制造炸药者未得个中奥妙，亲自召集革命同志集合于横滨郊外，设置秘密场所进行炸弹试验。
到了后期，他态度虽有所改变，不再热衷于采取牺牲个人主义行暗杀的态度，但是他心中的暗杀之火
从未熄灭。
他对同志认为可行的暗杀不泼冷水，反而语重心长地告诫“不患胆不大，而患心不细”。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惨痛失败，黄兴觉得“负党负友”，因此决定“一息尚存，此仇必复，断不使
张(鸣岐)、李(准)等贼安枕而卧也”，并拟定了暗杀计划，成立了“东方暗杀团”。
他还多次表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要不是孙中山、冯自由等阻拦，他真可能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由同盟会各个前身和同盟
会组织成员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
这些暗杀行动，大多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
史内容。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是木赞成搞暗杀的，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
宵小而唾手得之？
直小儿之见而已。
”然而1907—1908年间同盟会起义的失败，革命形势的低落，刺激了年轻的汪精卫。
年少气盛，风度翩翩，有文才、有诗才、有口才的他走上了暗杀之路，决心“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
之方”。
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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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
平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
而为主人者也。
    ——邹容《革命军》    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
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
，潮流万派，毕趋共和。
    ——张謇《致袁世凯函》    辛亥革命的结果，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
，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这次革命引起了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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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绘辛亥革命历史地图，还原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再现一个民族与—个时代的风云激荡！
    从北京到北京，《风雨欲来--重绘辛亥革命历史地图》深度揭示历史巨变风雨欲来之势，回到辛亥
革命现场，翔实披露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全过程。
本书由郭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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