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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前言

谢俊美近两年，华强教授专注于章太炎的研究，除了给广东教育出版社撰写了《革命大儒章太炎》一
书外，新近又撰写《章太炎大传》一书。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本书，近三四年来几乎每天眼睛一睁
，忙到熄灯。他废寝忘食的刻苦精神，令我感动。章太炎是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说他著名，因为他
既是一个大学问家，又是一个革命家。研究近代中国史，绝对少不了对他的研究。章太炎积学能文、
博观诸子、历览前史、兼猎佛藏，精通古今经学。青年时代他就自负极高，认为中国“闳硕壮美之学
”，“非他莫续”，其意态之轩昂，抱负之伟大，真有俯视群流之慨。难怪鲁迅先生在看了他的《馗
书》后说：“我读不懂，当然也看不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正因为章太炎的学问如此博
大精深，文字深奥难懂，所以许多学者往往对他的研究止而却步。华强教授却一反其道，大胆地去进
行研究，就其精神勇气而言，已令我辈敬而有加了。章太炎以学问经世，积极投身近代中国民族民主
革命。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使许多原先抱有保皇改良思想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转而投身反清革
命。在《苏报》案中，他的抗辩和对清廷腐败无能的大胆揭露，使他作为一名革命家而声名大噪。出
狱后，章太炎东渡扶桑，主持《民报》编辑工作。然而，正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当时“所有抱着革
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诈而无力谋生的人；
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中国问题之真
解决》）章太炎就属于三种人中的第三类。他始终不忘吕留良、曾静、查嗣延之案，是一个种族革命
论者。他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代议制政府还不如专制的好。他认为革命成功后，在中国是
行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无关紧要。“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因此与孙中山革命
宗旨大相异趣。加之一些具体问题，如《民报》经费问题等，最后竟发展到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
公开反对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从日本回到国内，有见军府林立，都督自雄，于是大倡“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反对同盟会“一党组织政府”，否则就不是“天下为公”。孙中山后来在总
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革命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醒的
。”（《要造成真中华民国》）章太炎脱离同盟会后，与张謇等组织统一共和党。张謇认为他“槎桠
特甚”，“惑于谬说，意气特张”，“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得充”（《柳西草堂日记》民国元年
三月二十日）。章太炎政见不为张謇、赵凤昌等所认同。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从革命大局出发，聘
章太炎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顾问，一起参与新政权的建立。我与华强教授同治中国近现代史，因
此平日接触较多，又因他的导师祁龙威教授是恩师陈旭麓教授的生前至好，因而两人谈文论学，志趣
颇为相投。华强教授治学严谨，著作颇丰，在近现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近代军事史等领域均有
建树。身为军入学者，他为人谦和，处事不失大家风度，因而为同辈学人所尊敬。通读全稿，内容极
为丰富，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第十章末“大家
评说”博采众多政界及学人的观点，“结语”阐述著者自己的观点，尤为精彩夺目，相信读者读后会
和我一样，有一种新的感受。章太炎的文字，我读得不多，因此对他没有研究。承蒙华强教授不弃，
要我写上几句，以上就算我对朋友的一个交代吧。谢俊美2011年春于武宣坊北州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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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内容概要

《章太炎大传》由华强编著，是“上海市社联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丛书”之一。章太炎是辛亥革
命时期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三大领袖之一，被当时人称为“疯子”。“疯子”做了许多其他革命家
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说了许多其他学问家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他天不怕、地不怕，孙中山、袁世凯、
蒋介石都先后被他责骂过。他十分看淡荣誉，国家颁发给他的勋章竟可以成为他的扇坠。他博闻强记
，可以记得青少年时期读过的经书页码，却记不住他的居所。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却每每
与人老拳相见⋯⋯鲁迅称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章太炎大传》以通俗而生动的语言展现了章太炎的一生，对他的革命功绩和国学成就分别作了
介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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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作者简介

华强，1947年6月出生，扬州市人。毕业于扬州大学历史系，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研究。担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约研究
员。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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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章太炎被推选为军政府秘书长，代孙中山起草了《大元帅
就职宣言》。《宣言》表示要“恢复约法”、“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章太炎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
长期间，多次阐述了护法的意义，认为“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
则为顺，逆法则为逆。”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那时，章太炎与南京临时政府持不同政见，对民国政府和孙中山多有不敬之词，对《临时约法》甚
至不屑一顾。民国成立以来，先后爆发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这一切的核心问题是民主与
专制的较量、帝制与共和的较量。通过现实的斗争，章太炎感到民主与共和的可贵。尽管南京临时政
府与《临时约法》都不完善，但毕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开历史的倒车，要将中
国拉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章太炎想到自己曾经一度被他们蒙蔽甚至同流合污，觉得非常惭愧。章
太炎觉得要将功补过，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张勋复辟后，他积极追随孙中山，为护法运动摇旗呐喊
。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后，章太炎奔走于香港、广州之间，争取军阀龙济光对护法运动的支持。章太
炎好言相劝，龙济光却模棱两可。不仅龙济光对军政府态度冷漠，连陆荣廷和唐继尧也对军政府冷眼
相看。陆荣廷是桂系军阀，唐继尧是滇系军阀，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地盘与实力，并不愿意与孙中山
实行真正的合作。他们附和护法，目的是抵制段祺瑞的武力吞并政策。军政府成立后，陆荣廷与唐继
尧都不愿意接受军政府“元帅”一职。章太炎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说服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据章太炎
的动议，孙中山任命章为军政府总代表，携带元帅印信游说陆、唐二人。9月26日，章太炎到达昆明。
章太炎数次来到西南王唐继尧的官邸，与唐讨论护法运动问题。经章太炎说服，唐继尧勉强接受元帅
之职，同意参加北伐。事实上，唐继尧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章太炎退而求其次，觉得攻占四川可以
算是“中策”，于是随唐继尧的滇军向四川进发。12月初，滇、黔、川三省护法联军攻占重庆。1918
年1月10日，章太炎抵达重庆。他想起他的亡友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到达重庆的当天，专程前往巴县邹
容祠堂凭吊亡友，也算是了却一桩埋藏心中多年的心愿。在重庆期间，章太炎让人订制了一面大旗，
上书斗大的“大元帅府秘书长”7个字，比唐继尧的大元帅旗还要大。章太炎外出，随从人员高举大
旗，一路上人欢马叫，十分热闹，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瘾。有人报告唐继尧，唐一笑了之。孙中山命
滇、黔、川三省护法联军出四川、过三峡、攻武汉，唐继尧留恋四川的富裕，托故不出。中华民国军
政府的政令难行，盖因军政府内部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严重危机。唐继尧、陆荣廷多方掣肘孙中山，
孙中山提出北伐，各路军阀阳奉阴违、各行其是。岑春煊一直想取代孙中山，他与冯国璋暗通款曲，
于1918年1月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显然与孙中山唱对台戏。章太炎闻讯后，立即致电
唐绍仪、伍廷芳等，痛斥岑春煊的所作所为。4月，在各路军阀的煽动下，中华民国军政府改组，宣
布由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唐继尧主张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正、副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
理，在广州建立临时政府，陆荣廷也跟着处处刁难孙中山。孙中山忍无可忍，于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
去大元帅一职。孙中山悲愤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20日
，非常国会宣布正式废除大元帅制，推选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
恽七人为总裁，孙中山完全被架空。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返回上海，护法运动失败。作为护法军
政府的秘书长，章太炎感到悲哀。他亲眼看到各路军阀谋求一己私利，没有人顾全护法大局。在北京
政府中，冯国璋主张和平，段祺瑞主张武力，因此各路军阀皆为冯国璋的和平假象所迷惑，提出“联
冯倒段”的口号。章太炎对“联冯倒段”的口号很反感，提出冯、段乃一丘之貉，如何“联冯”？又
如何“倒段”？护法运动的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护法运动的依靠对象主要是西南地方军阀，而
这些军阀的目的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借孙中山的名望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最终目的是维护并扩
大自己的地盘。一旦目的实现，他们就会踢开孙中山。面对护法运动的失败，章太炎进行了反思。他
觉得孙中山当初提出“护法”口号有一定缺陷，口号应当鼓舞人心、顺从民意，“国会本非民心所向
，以法律为出师之名，响应自寡”。②护法的目标是恢复国会、恢复《约法》，军阀混战下的中国百
姓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果腹？如何避寒？护法运动依靠的是南方军阀，广大人民只
作壁上观。没有人民的支持，护法运动如何不失败？章太炎追随孙中山护法，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西
南，大西南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疲惫的足迹，最后的结果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章太炎心灰意冷，
感觉分外疲惫。6月13日，向来我行我素的章太炎竟然步人峨眉山一寺院受戒，表示今后不再参与世事
。章太炎第一次萌发出家的念头是在《民报》受挫以后，计划出家的地方是遥远的印度。因为缺乏路
费，未能成行。这是章太炎第二次出家。章太炎受戒后，心情似乎好了一些，随即离开四川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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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于10月11日到达上海。章太炎回到上海后，心情非常郁闷。护法运动历经一年零三个月，却以失败而
告终。护法运动期间，章太炎风尘仆仆，跋涉14，000余里，游说于西南各军阀之间，结果是章太炎险
些葬身西南。章太炎回忆护法运动说：“自六年七月以还，跋涉所至，14，000余里；中间山水狞恶者
几3，000里。”为了民族、民主和共和，他不惜坐牢、流亡、流血，然而他为之奋斗的中华民国除了
一个空皮囊，民国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章太炎杜门谢客，神情木然，在50多天的时间里
，几乎一言未发。护法运动的失败对章太炎的打击太深了。休息了一段时间后，章太炎于12月2日在上
海《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历述西南之行与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周旋的前前后后。他指出，“广
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最后断言：“西南与
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总结护法运动失败的教训，章太炎得出与孙中山一样的结论。在总结辛亥
革命的教训时，他说：“当危难之际，彼此尚能同德同心，以至事稍有成，于是萌攘夺权利之念，而
互相嫉视。”章太炎是一个情绪化的革命者，这时，他对中国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10年以后中国才
会出现“戡除祸乱者”。孙中山这时也非常苦闷，他历经艰辛为之奋斗的共和国，成长竞如此艰难。
封建势力要扼杀它，军阀势力要摧残它，官僚政客要戏弄它。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
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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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章太炎是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是一个连堂堂总统也不入眼的人，有人称他为“疯子”。然
而，章太炎为革命而“疯”，为国粹而“疯”，他的如“疯子”一般的革命精神，他的如“疯子”一
般的国学功底，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古往今来，奇人无数，然如章太炎之“疯”
者，惟此一人。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不无调侃地回答
：“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在医学上确实有一定造诣，他继承家学传统，钻研医学，有
医学专著问世。但就病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医生。他对邹容、孙中山的病束手无策，对自己的
鼻衄病亦毫无办法。但是，他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应当说是一个不错的医生。章太炎在为中华民族
民主革命摇旗呐喊的时候，世人评价他是国学第一，革命第二。章太炎对此非常不满意，他自己认为
是革命第一，他就是为革命而生的。章太炎对自己的评价在他逝世后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国民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撰写挽联，以“革命先进，国学大师”8个字高度概括了章太炎的一生。中国
革命的旗手鲁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称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
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还要大。”此文撰写不过数月，鲁迅赫然谢世。章太炎以学
术为武器，为革命摇旗呐喊，成为一个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章太炎民族革命的思想是异常坚定的，
为此他七次遭捕、三入牢狱，为民族解放无怨无悔地奔走呼号了一生。但是，章太炎对民主主义思想
的认识是模糊的。他认为中国当时尚未具备设立议院、开放民主的条件，因此他不赞成民主、平等的
口号。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按照孙中山对“军起党消”口号的认识
，章太炎取消同盟会、消弭党建的思想是对革命的反动。章太炎认为新的国家、新的政权需要由政党
领导而不是结社领导。他认为同盟会属于结社而不是政党，与孙中山在政见上发生分歧。章太炎“革
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反映了有识之士在中国政治近代转型期的呼吁。章太炎卓尔成为革命大家
和国学大师，盖因他站在时代的前面。章太炎生活的那个时代面临的时代课题是民族革命，他正是这
面民族革命大旗下的一名勇敢的斗士。章学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她的战斗性和时代性。著者以章太炎革
命的一生作为主线，兼及他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和生活态度，力求全方位地、客观地还原章太炎的
一生。在《章太炎大传》付梓之时，笔者内心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祁龙威先生在耄耋
之年为拙著赐序。祁师常熟人氏，1938年师事邑中饱学宿儒、国学巨擘金松岑先生，得窥四库。金松
岑是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好友，正是由于金松岑力邀，章太炎方由上海迁居苏州，最后定居苏
州、终老苏州。祁师青年时代与章太炎弟子王仲荦、朱季海、贝仲琪等前辈论交，受诸君熏陶，养成
研究经史志趣。著者随祁师学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祁师的指导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版
过《戴震》一书，稍稍涉猎经学。然而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著者在一代大师章太炎面前觉得自己何
其浅薄和渺小。章太炎精通经学，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一个时代固然有一个时代的巨人，然而今天
的时代已经难以产生章太炎这样的巨人了。著者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是学兄和挚友谢俊美教授，拙著是
在谢先生的关心与鼓励下完成的。可以说，没有谢先生的关心与鼓励，拙著就可能流产了。人是有惰
性的，著者就是惰者之一。承蒙谢先生厚爱，鼓励有加，对拙著提纲字斟句酌并赐序一通，感激之情
，尽在不言中。著者还要感谢夫人陈茵及学生唐国东、赵晓光等，他们为拙著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付
出了辛勤劳动。2008年9月，学生赵晓光入学读研，他在上海图书馆为我搜集了若干章太炎的资料。转
眼两年半过去，学生已经毕业。不久前，学生打电话问候，询问最近在忙什么？我告诉他，章太炎一
书尚未脱稿。学生十分感慨，慨叹做学问不易。学无止境，读了几年章太炎的著作，说来惭愧，对章
太炎的《煊书》等著作，至今还是如鲁迅所说的“读不断，读不懂”，对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
想仍然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祁师宝刀不老，八十多岁接受《清史·典志·朴学志》工程
，为弘扬中国文化而弦歌不息。在此谨以拙著作为向吾师九十华诞的贺礼。华强于解放军上海政治学
院内省斋癸丑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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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
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
，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
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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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编辑推荐

《章太炎大传》：章太炎身处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的转折时期，是民族、民主的辛亥革命的理论家
和领袖之一，又是卓有建树的朴学大师，有学者兼革命家的双重品格。章太炎不仅仅是一个学问家、
思想家与革命先驱，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书生风骨。他明是非、斥乡愿、破迷信、拒牵求。他不畏豪
强，不怕坐牢，不和稀泥，无寸铁在手，更无组织与徒众，而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华强编著的
《章太炎大传》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学者、革命家章太炎的传记。一方面尽力把握和开掘太炎先生丰
富的心灵世界与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努力探寻太炎先生学者品格和革命家品格的契合点，力图准
确而生动地展示太炎先生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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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精彩短评

1、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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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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