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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内容概要

杨天石编著的《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插图本)》讲述了：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
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例如，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
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
很少有人要求这样的论证。似乎是一种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帝制的终结(简明辛
亥革命史插图本)》全景式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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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名近代史学者、大陆蒋介石日记研究第一人、中国社科院杨天石教授。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
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
《中国哲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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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辛亥革命的特点与领导力量(代序)
第一章 孙中山由体制内改革转向体制外革命
一 体制内改革的试探——上书李鸿章
二 “振兴中华”伟大口号的提出
三 对清廷的最初一击——广州起义
四 伦敦被囚与《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五 交结日本朝野
第二章 体制内改革——戊戌变法运动及其失败
一 改良思潮的兴起
二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与公车上书
三 各地维新活动
四 变法高潮与“百日维新”
五 围园除后密谋与维新变法的失败
第三章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与破裂
一 康有为力图以武力使光绪皇帝复位
二 梁启超的文化宣传活动及其思想新趋向
三 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
四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五 孙中山与惠州起义
第四章 清廷的新政和袁世凯集团的崛起
一 清廷推行新政
二 袁世凯集团的崛起
第五章 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国内革命团体的出现
一 新型知识阶层走上政治舞台
二 拒俄运动与革命宣传热
三 黄兴与湖南地区的华兴会
四 湖北地区的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
五 蔡元培与江浙地区的光复会
六 岳王会与其他革命小团体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一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与访问第二国际
二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三 《民报》的出版与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
四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五 革命报刊的继续发展
第七章 同盟会成立后的起义与暗杀活动
一 萍浏醴起义
二 同盟会的两广起义
三 光复会的浙皖起义
四 四川和东北的起义
五 广州新军起义与“三二九”起义
六 暗杀活动
第八章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与中部总会的成立
一 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发生
二 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立与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
三 共进会
四 五 省革命协会的筹创与光复会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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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再兴
六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第九章 立宪运动与清廷的集权
一 五 大臣出洋与清廷预备立宪
二 立宪政团的组建
三 清廷的官制改革
四 宣统即位、载沣摄政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兴起
五 “皇族内阁”的建立
第十章 各类群众斗争的发展与保路、保界运动的发生
一 城乡人民自发斗争
二 抵制美货与收回利权运动
三 保路运动
四 保界拒约运动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清朝覆灭
一 武昌起义
二 各省响应
三 南北议和
四 列强动态
五 民国建立
六 清帝退位
结语 帝制终结，专制难除
附录：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师其意不用其法——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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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号日新，稍长后取名文，号逸仙，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
月初六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所狭小的泥砖屋里。翠亨村邻近澳门，背山
临海，仅有六七十户人家。孙文有一兄，名孙眉（1854-1915），字德彰；一姐，名妙茜（1863- 1955）
。由于孙文在日本从事革命时曾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遂被通称为孙中山。　　孙中山的祖上世代
务农，父亲孙达成（1813-1888）原是贫苦农民。当过鞋匠，做过更夫。母杨氏（1828-1910）。孙中
山6岁时即参加劳动，打柴、养猪、放牛。9岁才人村塾读书，所以他后来自述：“生而贫”，“某也
，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①孙中山出生的这一年年初，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一
柱”、康王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战死，太平军在南方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孙中山幼年时常在住屋
门前的老榕树下，听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冯爽观讲故事，对洪秀全很敬慕，说是“洪秀全灭了清朝就
好啦！”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原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到太平洋上夏威夷王国的檀香山垦荒。檀香山又
名火奴鲁鲁（Honolulu），位于瓦胡岛的东南海岸。　　在夏威夷语中，意为“屏蔽之地”或“屏蔽
之湾”，因为早期盛产檀香木，而且大量运销中国，故被华人称为檀香山。在当地，孙眉开办牧场、
商店，逐渐发展成为华侨企业家。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十三岁，随母亲离乡到檀香山，“始
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当地，孙中山先人英国基督教圣公会
主办的意奥兰尼（Iolani School）学校学习英文。早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法国就将民主制度带进
夏威夷，王国开始出现议会制度。因此，孙中山能在学校里比较多地接受新思想。同学问他为何还拖
着辫子，他回答： “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
，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
我们应该立刻的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②十六岁时，孙中山毕业，改入岛上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
院（Oahu College）就读。这所学校为美国教会所办，比意奥兰尼学校解放，孙中山能系统地接受西方
政治和自然科学教育，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观。孙中山痛感，檀香山的教育和国内迥然不同。课余，他
常向同校的中国同学倾诉衷曲，立志“改良祖国，拯救同群”。后来孙中山回忆这一段经历，自称“
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④。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因企图受
洗，加入基督教，被孙眉责令回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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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插图本）》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作者的
最新著作，全景式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简明而不失其要地说明了
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
现场感。内容并不是陈旧的史料铺陈，而是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作者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
己的独立见解，处处可见他犀利独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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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的深度不够，基本上像教材
2、让我全面地了解了辛亥革命 不错
3、书本质量不错，内容页符合我的要求，最主要的是送货速度挺快，通俗易懂，是一本可以真实了
解辛亥革命的书
4、杨天石还是继续研究中共史吧，《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超好
5、刚刚拿到，还没看，应该不错！
6、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几年来越来越被关注，值得看看。
7、很好的书，纪念民国百年！
8、慢慢看，有借鉴意义。
9、出太晚了，我看太多了辛亥百年的书，留以后看吧
10、常老师说写的太简略，我觉得我的智商现在也就能看简略版的
11、这个商品不错，尽在不评论之中
12、是杨天石的新作品，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了解那段历史，未作深入考证，是一本接近入门的史书。
13、呵呵，看了一下啊，不悔是2011年年度历史类图书第一名
14、一直对那段历史，挺摸呼。此书读来顺畅，吸引人，很好。
15、史料积累的功夫不错，但是条理性还是略差
16、那段历史，这本书，都值得慢慢品味，细细回味
17、杨天石先生的书有一本买一本。书很不错。许多对于历史分析和见解都是独到的。
18、畢竟楊天石之前是學中文的，讀了他這本簡短的辛亥史，感覺就像在聽一個長者講故事！
19、羅列勝於獨到見解。
20、杨天石写的东西，比较简明扼要，但是有点意识形态色彩，不是特别客观
21、详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不带阶级色彩去梳理那段历史
22、再现历史，促人反思
23、感觉资料和史实堆砌的不少，看得出作者的认真和严谨，但是思想性不强
24、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浅显的文字中透出深厚史学功底。
25、了解那段历史，不错的书。
26、还没细细读
27、杨天石的作品 质量肯定没的说
28、浅显易懂，简明有趣
29、书不错，就是发货的时候把后面的封皮折了，希望下次步子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不影响看
30、尤其是后面的论文，写得很独到。
31、非常不错，看了之后感想很多
32、帝制终结只是历史的一个节点，历史的车轮从未静止。
远离帝制仅仅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地走向宪政。
33、　　今年是辛亥百年，相关出版异常繁荣，然而仔细盘点下来，真正佳作寥寥无几，令人遗憾。 
　　 　　首先，绝大多数作品执着于说书风格，向中低端市场投降，作者靠拼凑一些旧材料，以夸张
细枝末节为能事。 　　 　　第二，对辛亥的评价上，很难突破已有的框架，多靠影射史学来吸引眼
球，因此落入牵强与硬解的窠臼。 　　 　　第三，就辛亥谈辛亥，不能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结合起
来，向上最多延伸到洋务运动，向下止于北洋时期，在如此局促的空间中，去梳理所谓的历史“必然
性”、“规律”等，很容易变成彼此观念的碰撞与妥协，最终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相比
之下，两本书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杨天石先生的《帝制的终结》，二是美国史家石约翰的《中国革命
的历史透视》。后者另辟蹊径，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传统出发去审视革命，当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时，它
所依赖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基础，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而前者则是全景式的展开，展现了更深
的功力。 　　 　　历史的运行究竟有没有规律，什么是真规律，什么是假规律，这是一个见仁见智
的话题。一方面，历史材料无限丰富，任何观点都能找到相应的史料证据，如何取舍，与其说是历史
本然的呈现，不如说是作者价值观的体现；另一方面，任何规律的破解，前提是测量的真实、准确，
可历史该如何测量呢？它的测量工具的偏差是多大？ 　　 　　历史的前行，往往是人们心理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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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但心理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很难推测前人做出决断的真实原因，因为解释的可能无穷多。这
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突然穿了一件新衣服，既有可能是他主观决定追逐时尚，也有可能是身边人施
加压力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无意为之，那么，哪个才是真相？ 　　 　　最简单也最哗众取宠的方
式，莫过于把握其中一个观点，无限深入，从历史、逻辑、心理、文化等角度来证明：他今天必然会
穿上这件新衣服，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循环论证只有激情，没有营养，只能热闹一时
。相反，像本书这样严守中立，耐心地去分析历史事件的各方面因素，努力展现出革命爆发的复杂背
景与条件，而不是用人工逻辑、个人偏好来替代理性，这注定是一条艰苦而寂寞的道路。 　　 　　
面对历史抒情，则难免在同样的地方摔倒，面对历史思考，才能超越悲剧的循环。本书展现了史家应
有的平淡与客观，其中犀利与睿智处，对于图热闹的看客们来说，需细细品味才能领会。
34、书的史料十分丰富，体现了杨先生的独立思考，
35、没有太大新意
36、这本书是我在书店看的，感觉不错，但是比较贵，所以就来当当来买了，不错，物美价廉。。
37、展现了清末至辛亥革命成功，那一段波澜壮阔曲折艰辛的历程。其中涵盖了革命党、立宪派、汉
族实力派以及满族守旧派的一系列斗争，甚至包括了革命党内部的争执。既简明又不粗陋，该介绍的
几乎都介绍了。见识到革命不是件容易的事，抛头颅洒热血亦非等闲，况且还需有实力做支撑，有人
民当后盾。真是难于上青天。居然也做成了，而且付出代价相比其他国家不为多也。奇迹呀。
38、太像教科书了 可读性差
39、教科书气息太重了。
40、研究扎实，所以有创建！
41、杨先生的著作非常扎实，专业性高，阅读性稍短。
42、不同人写的历史，观点也不尽相同~~
43、我自己读，感觉有点流水账。
44、过于追求史料齐全而又简明必定导致流水账一般
45、学术水准不高
46、好书-看了好几遍
47、不行啊。唉
48、补录2012年1月。时间关系草草翻完，但还是能看出作者的扎实功力，极为流畅地将辛亥前后完整
道来，以史实为主，适当加以观点，颇有收获
49、一黄二杨的书错不了，值得一买。
50、　转载：【致敬词】

　　今年，关于辛亥革命的写作纷纭杂陈，即便如此，杨天石先生撰写的《帝制的终结》依旧凭靠扎
实的写作，填补空白的史料搜集，还有诸多耳目一新的观点，从中脱颖而出。

　　《帝制的终结》对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展开，写作简明而不失其要，采择
众说又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叙述功力，是大家写“小书”的成功尝试。

　　我们致敬杨天石，因为他在学术研究中显出的史学家的风范和对“中国梦”的真诚追问。在几十
年的学术研究中，很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经他之手，重跃纸上。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有形”与“无形”的专制主义，杨先生有自己的独特论点和论据支撑，这也能启发读者对中国道路的
盘诘和对于百年中国梦的重新审视，并不断警醒我们：百年已逝，我们是否忘记了当时为何上路？
51、我花钱买一本，我同学政府给发一本，人党员！
52、史料比较详实。
53、好书，读着很过瘾，和上高中时读历史的感觉不一样
54、看过杨天石的文存系列，杨擅长从繁琐的资料中找寻完整的证据链，适合那些不愿考证的人看。
55、老杨的书向来都是好的，
56、全景式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简明而不失其要地说明了辛亥革
命的来龙去脉。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
。内容并不是陈旧的史料铺陈，而是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作者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己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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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见解，处处可见他犀利独到的观点。
57、看到最后才觉得这本书对自己的价值，可能真的是因为它是一本简史吧，思想性的东西不多.....
58、买这本书是因为《新京报》书评周刊高度评价，好像还是N多牛人票选最值得一读的书。之前看
了张鸣关于辛亥革命的书，感觉虽然过瘾，但多少有些野史的意思。想看看正史，结果感觉正史很伤
身。
看完本书，感觉和初中时的历史书没啥区别，最多加了些补充资料，算是教参吧。叙述口吻一本正经
，完全是标准的课本体，又没啥猛料典故，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刚开始想，既然那么多牛人推荐，
一定还是有些我还没看出来的好处在吧，耐着性子看下来，才知道牛人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他们
能干嚼废纸，我不成。
要说这本书没啥新东西，确实不客观，作者最得意的贡献估计在于提出辛亥革命是由共和知识分子领
导的，而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更想了解辛亥革命时代生龙活
虎的人间百态，更愿意问问孙中山和宋霭龄、宋庆龄到底啥关系，实在不知道将辛亥革命的功劳划拨
给哪一小撮知识分子重要性何在？可能这就是我们和牛人的区别，数针尖上天使个数的乐趣确实不是
一般人能够体会的。
话说回来，既然作者这么看重自己关于知识分子分类的贡献，那您倒是认真讲讲啊！既然说了所谓共
和知识分子，好歹告诉我们这帮子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感觉这群神仙是孙悟空，从石头缝蹦出
来后，一个跟头就没了影儿。这群灭了大清帝国的共和知识分子屠龙之后金盆洗手了吗？后来怎么就
没有所谓的共和知识分子了呢？是不是他们是专门为了反清复明下凡的天兵天将，大事一成就化为青
烟了呢？没搞懂，当然，这是我水平低。
反正这本书看得我是很没感觉，特别听听给它五颗星那些书友的高见，好让我学习学习，努力提高，
也能体会到扯淡的乐趣。
59、全书大量篇幅论述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维新派、立宪派、新军、会党、清廷等的情况。一些观
点比较独特
60、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来到的日子里，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辛亥的研究力作，各类媒体也大量刊发
关于对革命的反思文章，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反思。长篇累牍地读下来，对于清廷政权丧失，革命取
得意外的成功总算有了一点表层的概念。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认真地深思。

        一是清廷在发展实业之后的“国进民退”政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抱负，大批人士投身实业
与商海，创办了包含铁路在内的引领国家前途的基础实业，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可。可是，自大官商盛
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即宣布实施铁路的国有化政策，要求将已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
营，此“路权收回令”颁布后，遭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引发工人上街游行，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
交税租以示抗议。四川更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拚死破约保路”，由盛世宣怀而引致亿万人民对清
政府的心理对抗，直至革命一声音号角，人民对清之解体漠然视之。

        二是废除科举制度及之后的新学堂扩招政策。自隋朝初始创立科举制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科举制度一直是底层民众与上层政府沟通连接的桥梁，民众有机会和途径进入高级管理阶层，
这是他们的生活希望所在。尽管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变得僵化和教条，但至少承载着无数
读书人的终极理想。在慈禧太后宣布废除科举考试之后，清廷一时之间并没有完善的补救措施，造成
成千数万的读书人一下子失去了理想的精神家园，不知前途命运在何方，继而对朝廷产生怨恨情绪。
随后兴起的新学堂，大量招收人员，在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之后，又不愿回到土地家园，于是变得不
知所向。

        三是大量人员的出国留学。在出国留学人员中，既有官派的，而更多的是自费出洋的，在留学目
的地中，有欧美国家，更多的是留学日本。在这些人员中，一部分人学成归来成为后来建设的精英和
引领人才，但却无意之中造就一批思想上的叛逆者，尤其是留学日本的不少人中，带回了崭新的“革
命”思想，最后发展成为推翻清廷的主力军。

        清廷之殇，当然远不止以上三点所及，还有汉满之间的种族斗争、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
际发达国家的侵略等诸多诱因等，不能一一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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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已成为过去，我们只能在书本中追寻一些痕迹，而现实却是可以触摸的警钟。以当前出现的
一些现象予以对照，大量国企垄断而民营经济发展长期被打压，造成油价高企及居民消费水平高涨，
民众怨声日重；不少出国留学归来人员进入政府制度的社会经济改革者政策，诸如失败的医改、教改
及房改等导致基层民众生活压力日增；大学扩招之后，教育水平下降，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变成生活的“蚁族”、“蜗居”者，他们的仰望苍天不知前路在何方那种凄凉与无奈，令人心酸；大
量农民进入城市生活，造成农村耕地失种，“农二代”代不再愿意回到“广阔的天地”里生活，不少
农民在城市化改造、新农村运动中失去家园而“被高楼”的那种挣扎，看看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使人无
限伤感。

        读史实，意在鉴当下。相较之下，不胜叹息！
61、杨天石先生是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大家风范一定要看。
我是先看了网上的杨天石先生的“帝制的终结”的视频又买的这本书，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62、史料非常丰富，作者有自己的解读，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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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慈禧虽然同意了戊戌变法，但是却暗中部署，小心防范。当光绪把改革的步伐延伸到满清贵族
时，慈禧便开始猛烈批评光绪乱了家法。光绪虽然心急如焚，却并没有“围园杀后”的心思，只是连
下密诏望康有为等人想办法既保存变法成果又维护慈禧权威。不过康有为已经看到变法的最大阻碍便
是慈禧等满清贵族，于是开始策划武力夺权、围园杀后。不过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的改革基本属于空
想主义，既无权又无钱，想到哪里干到哪里，而且也不懂得政治联盟，即便是逃到日本也不愿意和革
命党人联合作战，说得好听是有骨气，说得不好听是幼稚，比慈禧、袁世凯差了几个档次去了，而围
园杀后的计划应该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2、日本政府赠孙中山5000日元打发他离开日本，股票商人赠
送10000元，孙只拿出2000元作为《民报》经费。于是刘师培指责孙中山受贿形成同盟会第一次倒孙风
波。章炳麟在日本主持《民报》，后因过于激进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不久汪精卫被派日本复刊《民
报》，引起章太炎的强烈不满，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矛盾。陶成章、章太炎在汪精卫接受民报后指责孙
中山贪污，“怀挟巨资，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形成第二次倒孙风潮。1910年“孙中山秘密抵达日
本...谭人凤要求改良会务...孙中山向宋教仁发牢骚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
宋教仁问故，孙中山答道：‘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
何得执以抨击！’对于孙中山违反民主原则的话，宋教仁未加辩驳，回来告诉谭人凤...第二天，谭、
宋同往见孙...谭人凤驳斥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
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
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谭人凤的这些话驳得孙中山哑口无言，只表示‘容日后约各
分会长再议’”。谭人凤pk孙中山真是精彩，陶成章之前便责难浙皖起义的失败与孙中山放烟雾弹有
关，从而导致秋瑾和徐锡麟的牺牲，认为孙中山光动嘴不动手。在谭人凤pk之后，东京同盟会有再兴
的趋势，同盟会早期结合会党发动起义。会党组织松散，光有匹夫之勇而无信念，难以成事。之后同
盟会转而向新军渗透，新军文化水平较高，组织较为严谨，有武器又有素养，有成事的基础。3、武
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出山，冯国璋攻陷汉阳之后本想乘胜追击，却被袁世凯阻止。袁世凯派出唐绍仪
和革命党人的代表伍廷芳公开谈判，派廖宇春和顾忠深秘密谈判。唐绍仪谈判后要求袁世凯，召集临
时国会，将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议。12月28日，隆裕太后表示接受唐的基本原则。伍廷芳提议在上
海开会，而袁世凯坚持在北京，双方坚持不下。三天后，1921年1月1日，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
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袁批准。在袁看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是推翻
了革命党人谈判时作出的承诺，南北关系顿时紧张起来。“2月11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同
意清朝皇帝退位。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推举袁世凯自代”。孙中山的日本友人说孙既无打到
袁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同意南北协议让位于袁世凯。不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都在谈判中提
出要优待清室，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足见谈判中透露出一些文明气息，清朝能够和平退位在历史
上也属罕见。但是孙中山当时面对强敌，既无钱又无枪，却也敢上位过瘾，现在看来实属一场闹剧。
在袁世凯看来，孙不顾谈判成果而就任总统是一次冒犯，而对于国之政体由总统制变味内阁制是另一
次冒犯，孙中山的新政府财政紧张、难以为继时便甩手给袁世凯接手是三次冒犯。但是历史上对于孙
的阴暗面却写的较少。而袁世凯知道国弱民穷、受人鱼肉，有机会提振国情却只想抓权称帝，属于知
耻而无耻。4、当时较为有名的组织、地点及主要人士：兴中会---（夏威夷檀香山、香港）孙中山、
杨奎云、陈少白、陆皓东兴汉会---毕永年华兴会---（湖南）黄兴、章士钊、胡瑛光复会---（浙江）陶
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章太炎中国教育会---（上海）蔡元培北京强学会---康有为、梁启超、
袁世凯、徐世昌上海强学会---汪康年、张赛、黄遵宪天津维新---严复湖南维新---陈宝箴、皮锡瑞、唐
才常、熊希龄正气会---唐才常爱国学社----章士钊同盟会---（东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
汪精卫共进会---（东京）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居正、孙武5、杨天石该书的资料很详尽、用功
很深，但是常常文白夹杂。分析不够深刻，比如关于革命党人失败的简单归因于基层动员不够，却不
像张鸣看到不动员基层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教训。
2、今年是辛亥百年，相关出版异常繁荣，然而仔细盘点下来，真正佳作寥寥无几，令人遗憾。首先
，绝大多数作品执着于说书风格，向中低端市场投降，作者靠拼凑一些旧材料，以夸张细枝末节为能
事。第二，对辛亥的评价上，很难突破已有的框架，多靠影射史学来吸引眼球，因此落入牵强与硬解
的窠臼。第三，就辛亥谈辛亥，不能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向上最多延伸到洋务运动，向下
止于北洋时期，在如此局促的空间中，去梳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规律”等，很容易变成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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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碰撞与妥协，最终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相比之下，两本书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杨天石先生的
《帝制的终结》，二是美国史家石约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后者另辟蹊径，从中国数千年历
史传统出发去审视革命，当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时，它所依赖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基础，实在是一个值得
深思的话题；而前者则是全景式的展开，展现了更深的功力。历史的运行究竟有没有规律，什么是真
规律，什么是假规律，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一方面，历史材料无限丰富，任何观点都能找到相
应的史料证据，如何取舍，与其说是历史本然的呈现，不如说是作者价值观的体现；另一方面，任何
规律的破解，前提是测量的真实、准确，可历史该如何测量呢？它的测量工具的偏差是多大？历史的
前行，往往是人们心理推动的结果，但心理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很难推测前人做出决断的真实原因
，因为解释的可能无穷多。这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突然穿了一件新衣服，既有可能是他主观决定追
逐时尚，也有可能是身边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无意为之，那么，哪个才是真相？最简单
也最哗众取宠的方式，莫过于把握其中一个观点，无限深入，从历史、逻辑、心理、文化等角度来证
明：他今天必然会穿上这件新衣服，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循环论证只有激情，没有营
养，只能热闹一时。相反，像本书这样严守中立，耐心地去分析历史事件的各方面因素，努力展现出
革命爆发的复杂背景与条件，而不是用人工逻辑、个人偏好来替代理性，这注定是一条艰苦而寂寞的
道路。面对历史抒情，则难免在同样的地方摔倒，面对历史思考，才能超越悲剧的循环。本书展现了
史家应有的平淡与客观，其中犀利与睿智处，对于图热闹的看客们来说，需细细品味才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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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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