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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台湾各族人民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骨肉同胞。
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早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就曾派遣卫温和诸葛直两位将军，
率领“甲士万人”，浮海东征，去寻求夷洲和宜洲，并从夷洲带回数千人。
这个“夷洲”经专家考证，就是现今的台湾。
自此以后，大陆人民每朝每代均有东渡台湾者。
明代嘉靖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台海两岸间的贸易日趋发达
，因而促使大陆赴台人员显著增加。
尤其是郑成功据台期间，大量招引闽、粤沿海人民渡台“军垦”，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
特别是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结束了台湾与祖国大陆长达60年(1623—1682)的
分离局面②，实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大一统。
这样一来，就迎来了台湾开发的新高潮。
在清政府奖励移民政策的激励下，东南沿海人民(主要是闽、粤两省的河洛人和客家人)成千成万、一
批又一批地东渡台湾，加入到开发台湾的行列中。
因此，台湾得到了大开发。
    随着明清时代对台湾的大开发，台湾的文坛也开始活跃起来。
有史可考的台湾见诸文字的最初文学作品，就产生于明末清初。
那时改朝易代，激荡的政治风云使移民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传统垦荒者及工商业者外，还新增
了一批不满清廷统治的文人学士和官宦人家。
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又心怀强烈的民族意识。
因此，他们来到台湾后，便赋写了许多浸透历史沧桑之感的诗文篇章。
这批诗文篇章，成为台湾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
其中较著名的诗文作家有沈光文、朱术桂、徐孚远、王忠孝、卢若腾、李茂春、李正表、沈俭期、辜
朝荐、许吉燥等人。
其代表人物为沈光文(1612—1688)，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
他38岁那年来到台湾，居台37年，最后葬身于台湾，生前写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被后人誉为“台湾文
献的初祖”。
    从公元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在这长达262年的时间里，台湾
诗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之前(1683—1840)。
    这个时期，随着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了大一统，大陆文人赴台者陆续增多，“游宦寓公，后先蔚起
”。
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在台湾的文学创作活动，给台湾诗坛带来巨大影响。
其中，沈朝聘的《郊行集》，季麒光的《海外集》、《东宁唱和诗》，孙元衡的《赤□集》，陈梦林
的《游台诗》，范咸的《婆娑洋集》，张湄的《瀛蠕百咏》是杰出者。
在他们的带动下，台湾本土的能诗者也闻风而起，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诗1人。
其中有黄俭的《草庐诗草》，陈辉的《旭初诗集》，章甫的《半嵩集》，陈肇兴的《陶村诗稿》，林
占梅的《潜园琴余草》，郑用锡的《北郭园集》，郑用鉴的《静远堂诗文钞》，施琼芳的《石兰山馆
遗稿》。
等。
上述这些，都是本时期台湾诗坛值得一书的杰出诗人及其作品。
    第二个时期是鸦片战争爆发至甲午战争台湾沦亡(1840一1895)。
    这个时期，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文人的爱国心，使不少文人赋写了大量的爱国诗篇。
此外，在外国列强武装侵略的刺激下，我国在19世纪70一80年代兴起了洋务运动。
这股洋务之风也刮到了台湾，在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台湾全岛兴办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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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矿山、筑铁路、办工厂、铺设海底电线、开通邮路⋯⋯这一连串的建设，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也吸
引了大批人才来到台湾。
这个时期(尤其是1885年台湾建省前后)，台湾不仅工、农、商各业兴旺，而且文坛也十分活跃。
对此，《台湾省通志》有所记述：    降至光绪年间建省，气象一新，文运大振。
先是开山议起，福建巡抚王凯泰奉谕过台经划，公余常与幕僚分韵唱和，所著《台湾杂诗》传诵全台
。
至(光绪)十三年建省，簪缨毕至，游宦游幕，尤多博学鸿才。
时灌阳唐景崧以台道莅此，力倡风雅，新葺道署斐亭，公余辄邀僚属为文酒之宴，而台士之能诗者，
亦悉礼致之。
后升台湾巡抚，移住台北省垣，复玄牡丹吟社，赓续韵事，受此影响，台士相尚以诗，奇才辈出，驰
誉内外。
在此期间，有名于艺苑者，游宦有王凯泰、唐景崧、唐赞衮、李振唐、罗大佑、张景祈、马清枢、周
萃仲等；游幕有何征、梁子嘉、陈衍等。
台士其著者有施士洁、丘□甲、许南英、陈省三、李逢时、徐德钦、林启东、汪春源等，    亦各有不
少著述遗世。
    由此可见，《台湾省通志》的编撰同仁，是把施士洁、丘逢甲、许南英列为本时期台湾本土的三大
诗人。
而连横在《台湾诗社记》中对这一时期的台湾诗坛也有评述：“当是时，台人士竟以诗鸣，而施耐公(
即施士洁——引者注)、丘仙根(即丘逢甲——引者注)尤杰出。
二公各有全集，不特称雄海上，且足以拮抗中原。
”    第三个时期是从台湾沦亡到台湾光复(1895—1945)。
    这个时期，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民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过着被奴役、被压迫的水深火
热般的生活。
有许多不甘心受奴役的人们逃离家园，内渡大陆；而更多的台湾民众则由于生计所迫等诸多原因，不
得不留在台湾，忍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淫威。
关于这一时期台湾的诗坛状况，《台湾省通志》也有一段评述：    日据时期，游宦游幕，纷弃台而去
。
而台士之不能内渡者，寄人篱下，百念俱灰！
闭门谢客，多以诗酒自诲。
嗣为维系祖国文化，出为结社，提倡击钵。
于是，一呼百应，诗社林立，至此风气一变：昨浸淫于八比试帖，以取功名；今则击钵催诗，以吟咏
为乐，以夺元为荣。
据查，在此时期，诗社多至百计，诗人且达三千。
所作击钵吟诗，别成一格，可传者虽少，然而陷落初期之作品，则颇多佳构，备受内外人士之嘉许。
②    这段文字，中肯地评述了台湾沦亡后仍然居留台湾的诗人们的状况。
应当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诗人群体发生了一分为二的现象。
一部分人内渡大陆，一部分人留居台湾。
以丘逢甲、许南英、施士洁等人为代表的内渡诗人，回到大陆后，不甘心抗日保台运动的失败，对台
湾的沦亡痛心疾首，他们饱蘸着台湾同胞的辛酸血泪，赋写了数以干计的饱含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血
泪诗篇，为我国诗库增添了珍贵的篇章。
而那些因种种原因被迫居留台湾的诗人们，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高压下，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
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日本殖民当局的腐蚀利诱，拒绝和他们合作，不愿
替日本当局做事。
因此，他们大都避居农村、山地，过着隐居、半隐居的生活。
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们百感交集，因而唱出许多感人肺腑的诗句：“风烟北望无穷恨，何处关
山又暮笳”(林资修《山中岁暮感怀》)、“何当触我兴亡感，忍泪新亭且破颜”(连横《城南杂诗》)
、“旧恨到心双泪落，新诗下笔万情牵”(施天鹤《秋怀》)、“一白扁舟逃难后，故园东望只增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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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崧《杂忆》)、“兵燹殃千里，亲朋散四方，故乡归未得，泪眼阅沧桑”(王松《感兴》)⋯⋯应该
说，这一时期居留台湾的诗人们的诗作，充溢着故土沦亡之后的无限悲痛，读之是可以催人泪下的。
    还应当指出，进入20世纪后，日本驻台当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速台湾的殖民化，因而在
台湾全岛推行“读日文，穿和服，改用日本姓名”等一整套奴化教育和殖民文化政策，妄图淡化乃至
最终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知识分子，为了维系祖国的文化传统，为了激发台湾同胞的民族
意识，他们隐蔽而又巧妙地掀起了一场汉学运动。
他们提倡“读汉书，写汉字，讲汉话，作汉诗”。
这场运动几乎遍及台湾全岛，历时30余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场汉学运动，促使台湾诗坛出现了“诗社林立、诗人众多”的特殊景象。
据《台湾省通志》载：“在此时期，诗社多至百计，诗人且达三千。
”在连横《台湾诗社记》中，列出的有名诗社就达69个之多。
在《台宁击钵吟集》中列出的有名有姓的诗人就达1200余人。
可见，这一时期的台湾诗坛是相当的兴旺发达。
这一时期最富盛名的台湾诗人有连横、林朝崧、洪□、王松、胡南溟、林资修、蔡国琳、吴德功、许
梦青、施天鹤、林献堂、蔡惠如等人。
    笔者从台湾近代诗坛中，选择丘逢甲(1864—1912)、许南英(1855—1917)、连横(1878—1936)这三位最
富时誉的诗人作为代表来加以评述。
通过对他们三人的评介，不仅可以了解其本人的生平业绩和诗歌创作，而且也可以从中了解台湾近代
诗坛的大致状况。
而对施士洁等一批有显著成就的台湾近代诗人，只能以“小传”的形式加以简介，并附录于本书书末
。
对于笔者这一做法，祈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这批先贤的后人及其亲属的谅解。
若能如此，笔者也就心存感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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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
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
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
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
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
历程。
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
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
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
予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
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
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
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
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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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逢甲的出生地苗栗县，地处台湾西部沿海平原的北端，是东部山地和西部平原相交接的地带，著名的
“铜锣湾断层”就在这里。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
在这块土地上，聚居着从福建漳州、泉州地区迁来的“闽南人”(亦称“河洛人”)和从粤东、闽西迁
来的“客家人”，也有少数的高山族同胞。
□甲的祖先就是从粤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迁来的“客家人”。
    所谓“客家人”，是指自西晋永嘉年间之后，为避战乱，陆续从黄河流域和江淮大地移居南方而其
后代操客家方言的汉人。
客家人的南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特别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南
宋末年的异族入侵，促成了几次大规模的南迁高潮。
不少中原人成群结队迁徙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的山地，定居下来，当地原先的居民便称呼这些新
来的移民为“客家人”。
    现在聚居在粤东嘉应州一带的客家人，大都是在南宋末年从福建、江西迁来的。
这次迁徙与文天祥率领“勤王之师”，从江西、福建转移到嘉应州有关。
据《嘉应州志》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
之从者极众。
”后来，文天祥不幸在海丰县的五坡岭被俘，“勤王之师”在崖山战役中也几乎全军覆没。
年仅九岁的南宋末代皇帝赵□，在丞相陆秀夫的背负下，投海自尽。
延续了150多年的南宋王朝，从此灭亡。
嘉应州经过此次事变，又复荒凉。
此后，从福建、江西迁来一批客家人，才算改变了嘉应州的荒凉局面。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曾作过吟诵：“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
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    逢甲家族的二世祖丘文兴(字创兆，世称“创兆公”，据说他是岳飞的曾孙婿)就是在这个时期，
追随文天祥的“勤王之师”从福建上杭迁居到嘉应州所属的镇平县员山(现今广东蕉岭县文福乡)。
逢甲后来曾经写过这样两旬诗：“东望军山念吾祖，勤王当日亦复师无功。
”用以怀念其祖先创兆公当年跟随文天祥“勤王”的事迹。
刘士骥先生(广东龙门人)在《梅州丘氏创兆堂记》中，也作过类似的记述：“梅州丘氏，始迁祖讳文
兴，宋征士，文信国参军也。
先世由中州迁闽⋯⋯少与乡人谢翱善，信国勤王师起，与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国已北行，复与翱同归
闽，道梅州北，今镇平县之文福乡，喜其山水，因下居焉。
”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逢甲的祖先丘创兆，原先住在福建，因追随文天祥的“勤王之师
”入粤。
文天祥被俘后，他和谢翱同返福建，途经广东镇平县文福乡，被此地的秀丽风光所吸引，便定居下来
。
创兆公定居文福乡后，仍念念不忘宋室江山，在当地倡建“相公祠”和“宋恩亭”，用以祭祀民族英
雄文天祥并寄托遗民之思。
他的民族气节，也影响其后代，“其后代子孙虽有学行，但终不仕元”③。
    丘氏家族在现今蕉岭县的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几代的繁衍，到康熙年间，已成为这个地区的大家族
之一。
创兆公的后代，人丁兴旺，人才辈出。
当今国际著名数学家、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兹数学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先生及
其父辈、祖辈也是创兆公的后裔。
    到了乾隆年间，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率领家人离开蕉岭，东迁台湾。
逢甲后来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东迁四世过百载，故居乔木苍烟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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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吟叹他家的变迁情况。
这两句诗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句诗推断：逢甲的曾祖父大概是在乾
隆末年(18世纪80至90年代)移居台湾的⑤。
    逢甲的祖先为什么要离开故土东迁台湾？
这恐怕与粤东“山多田少，人稠地狭”有关。
我们知道，整个粤东兴梅地区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可耕面积相当少；明代以后，这里
的人口剧增，谋食很不容易；再加上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致使许多失掉土地或得不到土地耕种的
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到东南亚一带谋生。
假如说，粤东兴梅地区是一个山区，那么，地处闽、粤边境的蕉岭县更是山区中的山区了。
这里山更多，田更少，谋食更不容易。
在丘逢甲的祖居地文福乡，至今仍流传着IH时代的一首民谣：“嘟、嘟、嘟，吹过印下、白泥湖，粥
水邦番薯！
”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当地劳动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他们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
，辛勤耕耘，也只能过“粥水邦番薯”的生活，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谋生。
    在蕉岭外出谋生的移民中，移居台湾的人数最多。
据统计，在台湾的客家移民中，来自蕉岭的人数占居首位。
直到现在，蕉岭大多数村庄的居民，都有自己同宗族的亲属在台湾。
在台湾近现代的名人中，祖籍是蕉岭的，除丘逢甲外，还有黄清泰、吴汤兴、罗福星、丘念台、吴浊
流、林海音、刘阔才、徐庆钟等人。
蕉岭先民大量移居台湾，一来是因为此地与福建毗邻，蕉岭先民大都是从福建迁来，与福建居民有着
密切的亲缘关系，受清代中叶福建居民大量移居台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蕉
岭这块地方“人稠地狭”，不易谋食。
    当时，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有大量的荒地可以垦植，比较容易谋食。
时人有“台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一岁所获，数倍中土”的说法。
再加上台湾孤悬海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清朝统治“鞭长莫及”，封建压迫和剥削相对轻一些。
这一切，对于闽、粤人民是颇具吸引力的。
    此外，交通便利也是造成闽、粤人民大量移居台湾的原因之一。
台湾岛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海峡最宽处不及二百公里，最狭处仅一百三十公里。
每当天气晴朗的日子，登上福州的鼓山大顶峰极目远眺，便可隐约望见高耸在台湾北部的鸡笼山。
在顺风时节，帆船只要一天多时间就可以从福建沿海到达台湾西海岸。
这样短的距离，这样方便的交通条件，比远涉重洋到东南亚各地更为便利。
    造成闽、粤人民大量移民台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在巩固了全国的统治地位以后，采取
了开放海疆、鼓励移民的政策。
我们知道，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加强，特别是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壤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投降清朝
后，清朝统治者在是否开放海疆的问题上，虽几经反复，但最终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采取了
解除海禁、开放海疆的政策。
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福建巡抚鄂尔太向朝廷奏准：凡妻子在内地的移民，允许其家眷迁移台湾。
这就进一步放宽了移居台湾的限制。
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闽、粤两省的人民移居台湾者显著增加。
在这一背景下，蕉岭先民在清朝中叶以后，便大量移居台湾。
    大陆移居台湾的人民，以福建的漳州、泉州所属各县的居民最多。
据统计，漳、泉移民大约占整个移居台湾人口的五分之四。
    粤东客家人移居台湾的时间比闽南人晚，西部沿海平原大都为早先移台的闽南人所居住。
因此，粤东客家人来台后，大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山问盆地和近山地带定居。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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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11年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
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因此而被人们忽略，相
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
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
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
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和探讨，当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
多新的认识，取得更多新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
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多年以来，研究所在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现为本所名誉所长)的率领下，在辛亥革命
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
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由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之一。
2009年，研究所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和湖北省
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重大项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的研究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多项有关辛亥革命的省
部级课题。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决定
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文库所收之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学术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经修
订的专著，还有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刘望龄教授的80万字遗稿《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为人物
文集系列，包括新编和原已出版的两类。
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难，本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的近50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章开沅先生
主持修订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几本相关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本文库之内，而是由其
他出版社出版。
因此，这套文库虽然已达30余册，但仍不能体现近30年来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特邀之校外
学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
则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将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鼎力支持与鼓励。
2009年，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数次开会讨论之后，确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为题，撰
写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作为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献礼。
当年11月，我赴京参加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专门向
张东刚副司长介绍这一研究计划，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司的支持，张东刚副司长对该选题当即给予充分
肯定。
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除此之外，张东刚副司长当时还建议我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将正在编撰的系列新著与资料，
与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与史料书籍修订之后，汇集在一起共同出版，
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最早动议。
    随后，我将这一计划向章开沅先生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于是即与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商议出版事宜。
我校出版社的范军社长和段维总编辑都是颇具学术眼光的出版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
命研究著述的出版。
此次虽在出版社进行改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两位出版社领导仍是一拍即合，决定克服重重
困难承担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任务。
在确定出版这套文库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其间还曾出现过一些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
早先设想的计划难以按时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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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依然是范军社长与段维总编辑勇于担当，严定友副总编辑、冯会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体编辑共
同努力，才使原定计划得以继续实施。
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省市领导当然会更加重视。
尤其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先生，对我们研究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计划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文库”的出版特别关注。
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专题报告研究设想与文库的出版计划，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费上的宝贵
资助。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这套文库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2010年，经过专家评审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由此不仅提高了文库的出版档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
    这套文库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使我近两年始终处于不安状态的一颗心得以平安踏实下来。
两年来，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的问题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丧
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担心这套文库不能如期顺利出版。
个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为担心的是有负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
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的声誉。
现在，这套文库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终于顺利出版了，值得庆贺。
在此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个人太多，难以一一列举，只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
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
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
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
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
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
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
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
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
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
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
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
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
的理解。
    朱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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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
出版社通力合作，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丘铸昌编写的《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精)》是其中一册，从台湾近代诗坛中，选择丘逢甲(1864
—1912)、许南英(1855—1917)、连横(1878—1936)这三位最富时誉的诗人作为代表来加以评述。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台湾近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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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