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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

内容概要

本书由《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等人在1913年1月发表的文章整理而成，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
》，从辛亥革命当事人的角度，回顾辛亥前十年的经历，分析革命的前因后果。
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
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杜亚泉
当下记载有其特定的长处，即在其可能“捉住当前一境”的现场感，那是后人永不能有的。⋯⋯本书
的整理出版，不仅让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见解，还能让我们体会时人的“当前一境”，庶几可以捕捉
已逝的“空中鸟迹”。——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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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亚泉（1873-1933），浙江会稽人，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早年肄业于浙江
崇文书院。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员，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教
科书。1911年开始任《东方杂志》主编，改革杂志，增加政治、经济、哲学、科学等文章，使销行激
增。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一种不那么激进的中西调和取向，1920年迫于情势辞去主编职务。1933年病
逝。论著多散见于当时各杂志，单行本有《人生哲学》、《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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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是戊戌之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设保皇党，谋恢复光绪帝之政权，拥帝以施行立宪政
治。孙文则专主共和主义，欲倾覆满廷，实行革命。两派政见，颇不相容。康有为使唐才常与哥老会
联络，设自立会，谋大举。孙文之党毕永年，亦运动哥老会。遂合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诸领袖，
设兴汉会于香港。庚子春，孙文遣郑弼臣赴惠州与杨飞鸿、毕永年等招集三合会党，聚于大鹏湾附近
之三州田山寨以待命。其后八国联军人京，粤人运动李鸿章以两广独立，任孙文行新政。李有允意。
清廷促李北上议和，事遂寝。当联军入京时，唐才常举事于汉口。此事虽由康有为运动，以勤王保国
为名。然唐才常、容闳等在上海设立国会总会，又于汉口设分会，阴谋中国之独立，其规条内不认满
洲为国家，则亦革命运动也。唐才常、林述唐等在汉口，黄兴在湖南，吴禄贞在大通，联合湖北、湖
南、安徽及长江上下游之哥老会，广发富有票，招集党羽，分立五军，号自立军。以湖北为中军，以
安徽为前军，以湖南为后军，江苏、江西，各立一军，定于七月间在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时起事
；而集新堤、蒲圻之会党应援，湖南之岳州、长沙，安徽之大通，遥为响应。然事机不密，湖北应城
、巴东、长乐之会党首发，安徽大通继之，湖北沔阳之新堤、蒲圻之萧楼冈、湖南临湘之滩头，接踵
而起。荆州沙市以及嘉鱼、麻城等县，亦相率响应。均先后破获，擒杀颇多。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
洞、皖抚王之春、湘抚俞廉三等，复派兵严密搜捕。机谋尽泄，遂围搜汉口分会，杀唐才常、林述棠
等二十余人。长江一带，异常戒严。于是汉口之革命运动，全归失败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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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令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
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炱。　　——杜亚泉　　　　当下记载有
其特定的长处，即在其可能“捉住当前⋯境”的现场感，那是后人永不能有的。⋯⋯本书的整理出版
，不仅让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见解，还能让我们体会时人的“当前一境”，庶儿可以捕捉已逝的“空
中鸟迹”。　　——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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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编辑部 “集体创作”，涉及面非常广。
2、惩物竞之流弊，刷博爱之精神，用奠邦基，隐弭世变，我国民其有意乎？||若生在今日，当作何感
想？
3、推荐一下！
4、一开头就是北大教授罗志田的导读，实在写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原书基本是东方杂志上文章
的汇编
5、有见识的作者和有野心的整理者！
6、最后给了五星
7、早听说，现购得，还不错。
8、觉得序比正本都有启发。。。
9、当然不是很完备的历史书，记载也不见得有多少个人特色，但不失为通史之外短小精悍、迅速查
阅之选，尤其是一些为当事人所认为是重要情事而后世却忽略掉的内容。
10、历史的见证者写历史，读着相当不错~罗志田的序言很好的诠释了本书的价值，值得一读
11、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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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的笔记-第163页

        地方官筹办农民【林】，或拨官款，或拨公款，或兼招商股，各就地方体察情形办理。
官款和公款的区别是什么？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呵，呵。

2、《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的笔记-第154页

                私立学校，萌芽于戊戌之顷，如京师之通艺学堂、上海之东文学社等皆是。厥后上海一隅，因
南洋公学之退学，乃有爱国学社；因震旦学校之竞争，乃有复旦公学；因留日学界之风潮，乃有中国
公学。其他各地富豪及公益团体所设之专门学校，不能备举，然著名者尚少。至教会私立之专门学校
，颇有规模宏远者，于我国教育前途，实大有关系焉。

3、《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的笔记-第92页

        民国元年，达赖由印返藏，藏中秩序颇乱。川滇都督率兵征之。旋达赖致书大总统，赞成共和。
遂令还复封号，取消独立。

4、《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的笔记-第149页

        上海興辦私學之盛
厥后上海一隅，因南洋公學之退學，乃有愛國學社；因震旦學校之競爭，乃有復旦公學；因留日學界
之風潮，乃有中國公學。其他各地富豪及公益團體所設之專門學校，不能備具，然著名者尚少。至教
會私立之專門學校，頗有規模宏遠者，于我國教育前途，實大有關係。
海外留學：
壬寅，設留學日本學生總監督，東渡者益踵相接。甲辰乙巳之交，殆達萬人以上，其中頗有夙諳政治
、教育之士，故影響尤大。且各省提學使，未任事以前，亦赴日本，在文部省特設講筵，請業于日本
諸教育家。當時傾倒于日本可謂至矣。
歐美留學生，初不甚盛，丙午以將，警示及各省派遣者日眾，其程度多在中等以上，今年留學之士漸
多。美國返庚子償款，以助中國興學，故派赴美國者，特多於英德法比諸國。近年且有北京清華學堂
及青島大學之設，則留學德美者，準備尤便，將來二國留學之盛，更可豫卜。

5、《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的笔记-第91页

        中英印藏交涉,起于十年以前。自开放亚东商埠后，俄人即遣员诱惑达赖，令亲俄抗英。日俄事亟
，英乘隙籍事称兵，达赖溃败。驻藏清臣有泰，斥其携贰，请革去封号。时英将荣赫鹏，已与藏官直
接议约于春丕，篾弃中国主权。清政府愤争之，遂命唐绍仪往，得改藏英私约为中英协约之结果。达
赖来京，复锡封号。庚戌，达赖又叛入印度，革封号。此前清藏事之大略情形也。

6、《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的笔记-財政篇

        癸卯（1903年）以後八年間，每年償舊款之額，兩千三百六十萬兩；償新借之額，一千八百八十
三萬兩，（均就當時之磅價計算），共四千二百四十餘萬兩。（八年以後，舊債償額遞減，新債償額
遞增，其數仍為四千二百萬左右。）
癸卯以後，則因彌補賠款之磅虧，于甲辰乙巳間，借匯豐款一百萬磅。因改革幣制劃一圜法，及振興
東三省實業，于辛亥借英美德法款一千萬磅。（此款當時並未交足，僅實收金四十萬磅，銀三百一十
萬兩）
興辦生利事業而貸之外債。共債額二百五十萬八千磅，法金四千萬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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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兵處設立於癸卯年，其指令各省分籌之經費，約一千萬兩（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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