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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华战争，衰落的中国惨遭资
本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国破山河碎，逐步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尤其是腐败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持苟延残喘的统治，不惜与侵华列强勾结，大肆出卖民族权益，
使亿万民众陷于日益深重的苦难之中。
　　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人民发扬光荣传统，奋起抗争，举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担负起
领导民众，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20世纪中国第一个伟大事件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它推翻了满清王朝268年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仿照近代西方民主政体，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形式的中华民国，
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创立了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约分为酝酿、爆发、延续等三个阶段。
　　酝酿阶段：从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爆发阶段：从1911年10月武
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延续阶段：从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
统职务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件的发生。
　　在辛亥革命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京畿地区的救国革命斗争是一波壮丽、惊险、悲怆的浪涛。
京畿，特指国都及其附近地方。
京畿辛亥革命史略，则是简要记述1900年至1913年，发生在北京及其周边的直隶（河北）地区有关辛
亥革命的重大事件。
　　此间，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始终建立在各界民众持久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基础上，斗
争锋芒直接撼动清廷统治的中枢北京，有力地策应了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军的北伐。
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之后，京畿地区依然是巩固和建设民主共和制度，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重要阵地
，在这里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两大势力之间，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生死较量。
　　辛亥革命虽以挫败而告终，但京畿地区革命斗争的伟大功绩永载史册，无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为世代铭记。
京畿地区辛亥革命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奋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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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胡鄂公著《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同心出版社郑重推出《辛亥1911(皇城根下的
风暴京畿辛亥革命史略)》一书，用大量历史图片和简洁的文字，进一步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京畿
地区一代革命先驱进行反清救国斗争的历程，颂扬革命先烈的高风亮节，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
件内幕，以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辛亥1911(皇城根下的风暴京畿辛亥革命史略)》的作者是王培、刘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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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会议确定共和会的宗旨是：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融合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
会议通过筹备会简章，决定由胡鄂公、熊得山、覃秉清、钱铁如、邱寿林、陈雄、吴若龙、徐炳文、
翟仲宽等9人为干事，组成干事会，胡鄂公担任干事长。
干事会下设交涉、军事、政治、财政、暗杀、侦探等6部，各部设正副部长。
会议还确定了各地筹备会的负责人，北京：钱铁如、邱寿林，天津：覃秉清，通州：蔡德辰、张雅堂
。
 共和会筹备会积极扩充组织，至各学堂放年假时，人会的军校学员和普通学堂的学生已达一百多人。
京津两地也各有一二十人加入。
　　此后，胡鄂公致书熊得山等人，探讨斗争方略，指出：　　今为督导革命同志计，俟共和会大会
成立后，拟将总会设于保定，分会设于北京天津及各省会与各通商大埠。
分会下设为若干支部于幅员辽阔之省，又于分支两部之下划为若干区，使五人一朋，五朋一团而各有
所长。
每月朔望或每星期日召开朋会团会以相互讨论革命之旨，俾上下情感相通，知识相长，则团结固而壅
塞之弊祛矣。
夫善射者必先识其鹄，善战者必先攻其心，吾党设总部于保定，而以北京、天津分会为辅翼，此识鹄
攻心之道也。
①　　1910年5月16日，在保定西南郊外召开了共和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余人。
会议通过“共和会总章”52条，选举胡鄂公等7人为干事，胡任干事长，另选出交涉、军事、政治、财
政、宣传等5部负责人。
　　至1910年7月，共和会已在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广州、武昌等6地设立了分会，在通州、荆
州设立了支部。
总部设在保定，下辖保定城内西关、东关、北关等6个支部；北京分会下辖内外城的3个支部；天津分
会下辖设在租界内的2个支部。
总计各地共进会员1300余人，其中仅军官、军需、马医3学堂的会员就有120多人。
　　1910年10月，东北各省学堂为保路、保矿而掀起罢课斗争。
胡鄂公闻讯后即到保定高等农业学堂林科教室，呼吁同学们罢课，响应各地兴起的维护利权风潮。
不到半天，保定高等农业学堂、直隶高等学堂、育德中学，以及城内各学堂纷纷宣布罢课。
当晚，各学堂代表在农业学堂集会，推举胡鄂公为代表，前往京、津、湘、鄂等地联络。
不久，京津学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罢课运动。
　　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保定地区的革命组织共和会与实行会关系日益密切，并决定实行合并
，统称“共和会”。
1910年11月20日．两会在育德中学礼堂举行合并后的改选大会。
选举刘仙洲为干事长，熊得山、吴若龙、张在田、程芝田、刘新茹、林伯衡等人为干事。
　　随后，共和会进一步加强了与丁开嶂、孙谏声为首的“铁血会”、黎宗岳、张蓉为首的“急进会
”、李季直、段亚夫为首的“克复堂”等京畿地区革命组织的联络。
1911年3月26日，各革命团体的代表齐聚北京平乐园的荆州会馆，议定以“革命联合会”的名义合并在
一起，统一协作开展反清斗争。
　　1911年8月间，共和会的北京、天津、通州等地方组织进行了改选。
北京分会正副会长为钱铁如、邱寿林、罗名店三人；天津分会正副会长为覃秉清、江元吉二人；通州
支部正副部长为蔡德辰、王丕承、张雅堂三人。
　　（三）铁血会　　“铁血会”的创始人是丁开嶂。
丁开嶂（1870--1945），字晓川，原名作霖，直隶丰润县南青坨村人。
约20岁时应遵化州乡试，得中秀才。
19世纪末，丁开嶂目睹清廷腐败统治，忧国忧民，立下鼎革之志。
　　1902年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保送，他来到北京，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甲班第一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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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他常与直隶的朱深、谷钟秀，云南的张耀曾，奉天的吴景濂，广东的叶恭绰等同学“论天下事，
志气益恢弘，以天下为己任”。
　　1904年，丁开嶂与江苏的同学朱锡麟、奉天的张榕出关奔赴东北，分别组建革命队伍。
朱锡麟组织“东亚义勇队”，张榕组织“关东保卫军”，丁开嶂易名丁开山，发起创立“抗俄铁血会
”，这些组织“皆假借名义而为革命立基础”。
　　抗俄铁血会联络各地抗俄武装力量，打击盘踞在东北地区的侵华俄军。
丁开嶂曾撰写檄文刊登在上海《大陆杂志》上，声讨俄人“近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踞关东三省俨
为己有。
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愤；色色野蛮之状，天
地难容”。
檄文警示民众“倘再不振吾精神，歼除丑类，结吾团体，扫荡腥膻，将来必灭尽我身家，殄绝我族类
，较英制奥洲而更痛，美毒黑奴而倍残”。
檄文表明：抗俄铁血会要“纠合海内外学生将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绿林领袖”，“一朝齐发，
电疾风驰，遍地合攻，澜翻水涌”，“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
　　1905年，丁开嶂召集铁血会首领秦礼、丁东第、王治增等商讨北方斗争形势。
他认为：仅靠东北铁血会的队伍尚不足以包围北京，威慑清廷统治。
于是，大家议定在张家口地区创建华北“救命军”，进一步扩大铁血会的力量。
　　救命军在北京杭辛斋主办的《中华报》上发布公告，阐明其主张：“为上救国命，下救民命事”
，向清廷提出召还逋臣、立停科举、备地方自治、许出版自由、非学生不为要路之官、凡窦规尽充新
政之用、变更官职、改定教程、杜绝中饱、预编宪法等十项要求，号召全国英雄、烈士、学堂诸生，
皆应抛头颅，洒热血，“与东西诸雄争生存于天择之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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