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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吾党之有革命机构组织，肇端于檀香山之兴中会，弹指星霜，已易五十寒暑，在过去悠久期间，义愤
所激，精诚所贯，冒锋镝，掷头颅，以与异族政府及官僚军阀相击搏，壮志毅力，炳如日星，在在皆
为可歌可泣之事实。
开国以还，坊间革命史籍，出版虽如雨后春笋，不下百数十种，然求其确征无讹者，则百不得一二焉
，寻因探绪，则以史实浩繁，整理不易，老成凋谢，追述维艰，于是好事者或摭拾无稽谰言，或无从
辨别史料之真伪，或随所好恶铺张压抑，或将己名付入藉此邀功，有一于此，则是非颠倒，黑白难分
，寝假史迹淹灭，习非成是，遂使开国至今三十余年，汗牛充栋之书，几成为饾饤獭祭之本，言念及
此，感慨系之。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
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
见亲闻，参与其事。
其于南方及国外之党务报务与军事活动，躬为主持者，历有年所。
民国成立，出长稽勋局，旁求博采，访查考订，于海内外同志效忠党国之勋劳事绩，更深明晰。
囊年以所搜集数十年资料与访问耆旧所得，证之本身之见闻经历，著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革命逸史》各二集，均属吾党珍贵史料，取材精审，考证确切，依历史之演变，辨性质之异同，发
潜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暗，或显或晦，经其笔述，莫不趣味盎然，历历如绘，感人至深。
出版以来，不胫而走，一版再版，风行遐迩。
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瘅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
，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加强国人对本党之认识，了然民国缔造之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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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自由根据《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史料撰写此书，所载“吉光
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
详；《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两书可互相补充、印证参考。
《革命逸史》历时十余年，1948年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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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82年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
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冯自由随其父冯镜如一同入会，时年十四岁，自称“马前一小
童”，后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三民主义”简称亦是冯自由首创。

　　冯自由早年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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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四大寇者，革命时代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之绰号也。
杨为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性不羁，喜谐谑，与总理结识最早。
有商店在香港歌赋街日杨耀记，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
总理至港，恒下榻其间。
尤列，字少纨，顺德人。
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
当总理习医于广州博济医院时，有尤裕堂者，早年在博济医院毕业，悬壶于顺德乡间，偶因事偕其族
人尤少纨至博济访旧，道经十三行，见有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弼臣、邓景晖等，因购荔枝事与水果店
有所争执，裕堂遂向前劝解，相偕回博济叙谈，并介绍少纨与总理及弼臣相识，是为孙、尤二人纳交
之始。
陈少白原名夔石，后改名白，字少白，粤之新会人，广州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开创时为第一期
学生。
其父子桥之友区凤墀以其少负奇气，乃介绍之至香港雅丽士医学校访总理，少白从之。
晤总理后，一见如故，总理劝其改入医校，以便晨夕切磋，少白于是迁港，同学二载，以天性不近辍
学，在此期内，少纨亦在港任华民政务司署书记。
故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成以四大寇称之。
乙未（1895年）九月广州失败之后，总理奔走海外，力谋举兵，百折不磨。
少白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宣扬革命，不遗余力。
少纨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且发刊《图南报》，开南洋革命报纸之先河。
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见。
民十，总理修治广州观音山文澜阁，特招少白、少纨、鹤龄三人居之，盖不忘兴中会前四大寇之旧谊
云。
壬辰（1892年）十月十五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一照。
关号景良，与总理同学医校，后总理一年毕业，至今尚在香港行医，即站立四人背后者是也。
孙总理之医术孙总理在香港肄业之医学校，乃香港议政局员何启律师为纪念其英籍亡妻雅丽士所设。
总理在校五年，各科考试，均满百分之数，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
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边臣于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给发。
既毕业，遂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济世，诊治贫困，概不取值，人成德之。
当地有镜湖医院为华人公立，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总理屡请其兼用西医西学，以济中医所不及，
并愿充当义务，不受薪金，该医院竞破例从之。
由是中外人士多就总理诊治，莫不著手成春，称为国手。
对于解剖术，尤为精妙。
其师简地利恒到澳门助其工作，辄为赞叹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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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冯自由1899年17岁时自题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
，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
    ——章太炎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
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
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
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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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革命逸史(全3册)》编辑推荐：“民国史第一书”。
最权威、最详细、最真实、最不为人知、最值得珍藏的民国革命历史资料，被费振清、唐德刚、杨天
石、傅国涌等海内外民国史专家一致评定为“民国史第一书”。
蒋介石题写书名。
林森、张继、居正等国民大佬亦题写分卷书名。
全景式的民国私人手记。
民国时期，社会、民俗、革命、人情、世故；历史、掌故、考据、史料⋯⋯无所不有，无奇不有。
如《革命逸史》中冯自由写到：“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
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
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
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其中所提之陈四姑，乃孙中山的前任妻子陈粹芬，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
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 “陈四姑 ”。
据说，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
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
建国后首度公开出版。
民国私人手记档案的集大成者。
此书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因此是一本不购买不足以称读书人，不收藏便足以成遗憾的书
。
冯自由与孙中山关系是相当亲密的。
辛亥革命后，冯自由曾任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深得信赖。
因此，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逸事，相当熟悉。
比如，《革命逸史》之中，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记述相当多。
比如，说中山先生喜欢下象棋却棋艺不精，但牌就打得很好的记述，很有趣。
《革命逸史》中，涉及民国精英的此类记载，相当多。
比如，说到过孙中山与黄兴的旗帜之争，以至两人的关系，曾长期不和，也提及过孙中山先生关于 “
革命党 ”一词的认知。
而“三民主义”一词，最初就是作者冯自由的概括。
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在他的笔下，生动形象。
由此看来，冯自由的文学才能，可能是远远高于其政治才能的。
如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提及梁启超的家庭爱情。
他曾记述 “梁任公之情史 ”，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
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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