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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

前言

为首义存真，为传记添彩    冯天瑜    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舞台。    当人们历数湖北
近现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尤其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曾在这个省份风起云涌，省垣
发生了结束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新军暴动——辛亥首义。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革命”，只导致改
朝换代，并未改变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唯有辛亥革命，破天荒地砸碎了专制帝制的国家机器，建立
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国体、政体发生改变，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堪称创举。辛亥首义志士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    纵观百年来辛亥首义人物传，独立卷本、回忆录、群像传、纪
念文集，林林总总，其中贺觉非先生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景式地再现
了400多名日知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文学社社员、共进会会员及其他革命志士的业绩。贺先生作古数
十年来，海峡两岸又发现了一批新史料，辛亥首义人物传记，有必要也有可能补充与完善。值此辛亥
百年之际，由江汉大学杨卫东校长、涂文学教授主编，作家裴高才与邓正兵教授联袂主笔的这套《辛
亥首义百人传》，图文并茂，再现了首义风云人物风采。    人物传记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
、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按照胡适的说
法是：“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这些年来，主编与主笔一直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硕果
累累。在策划此书时，作者曾邮来提纲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第一感觉是，此书有创意。也许是文人相
惜的缘故，主笔特将参加首义又书写首义的人物，以及从首义走出的文化巨匠，列为一个重点。在接
下来由杨卫东与涂文学教授主持的选题论证会上，我提出了可将“花园山聚会”的代表人物列入等建
议，还有学者提出补充刘艺舟、高振霄等颇具特色的人物。高才、正兵二君吸纳这些意见，重新修改
提纲。    就其传主数量而言，此次推出的《百人传》虽然不足贺著的四分之一，但其时间跨度延伸了
，资料考证更精细了，诸传的内容更丰满了。所列传主囊括了辛亥首义酝酿、宣传发动、拱卫三镇、
二次革命与护国护法诸时段的典型人物，而且穿插了尘封百年的多幅辛亥志士手稿与文物图片。正好
与贺著相得益彰。    由于一批辛亥志士迁居台、港及海外，大量史料分散在境外。为了求“真”，作
者跨洋过海，到境外搜寻史料，访问辛亥后裔与学者。同时，还寻访辛亥志士故里，查阅方志、宗谱
与家传，考析地域文化对传主的影响，不仅掌握了不少第一手图文史料，而且对于勾勒传主的成长史
与心灵史有所裨益。    在资料的采证方面，作者力求做到“事信而不诞”。诸如作者从台湾《湖北文
献》中查到：阳夏之战华侨敢死队总队长马超俊先生，曾向黎元洪毛遂自荐，前去游说海军提督萨镇
冰一事。大陆早期出版物鲜有记载，我与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也未提及。而马氏所
说的时间，又与史书记载有出人，作者不免产生疑虑。于是，便致信于我，让我辨其真伪。作者在来
函中说：    在马超俊的口述自传中，有关他送信给萨镇冰一事，时间与尊著《辛亥武昌首义史》以及
其他史料相左，极有可能是马氏把时间记错。也就是说，马送信的时间，应该是他刚刚抵汉之时即11
月10日面见萨镇冰(因萨镇冰于1 1月13日已经离开汉口)，而不是汉阳失守马超俊撤退之后(11月28日)。
大陆有关史料记载给萨氏送信者，只有余日章、朱孝先和瑞典人柯斯。我当时是这样回复的：    《马
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所述送信萨镇冰一事，其人、事可与胡石庵等人提供的记述相对应，故不大
可能是马编造的。至于时间相差较大，可能是马氏晚年口述时记忆有误。但材料有参考价值。    事后
，我已经将马超俊送信萨镇冰一事，收入新版《辛亥首义史》，供大家赏析。    作为传记，要真正做
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情真而不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表现辛亥志士
的鲜明个性，作者不拘泥于正史的记载，而是结合方志、谱牒与辛亥志士手稿等，力求做到图文并茂
，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在《蔡济民》里，作者从蔡官田珍藏百年的九角十八星旗人手，从制旗、插
旗、换旗、护旗、祭旗，到旗帜的颜色变化与珍藏故事，一一铺陈，颇具可读性。在解读“黎黄陂”
时，他首先从其扑朔迷离的身世破题，引人人胜；再谈其坐镇都督府，为号召天下起到了别人不可替
代的作用。同时对于黎与袁世凯勾结，诛杀张振武后，武昌报界演绎的讽刺小说“床下都督”，娓娓
道来。把这个半新半旧的人物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在述说陈时首义后弃政从教，毁家创办私立
中华大学时，以在家绝食，来描绘其办学决心；当学校历经战乱，“粮道街无粮，米市街无米”时，
他宁愿俯首效法武训“行乞兴学”，也要坚持“教育独立”原则。因此被周恩来赞誉为“清苦的教育
家”。读后，让人肃然起敬。    这套人物传告诉我们，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
任，以“亡清必楚”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辛亥首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不论是花园山聚会、科
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骨干，如吴禄贞、蓝天蔚、吕大森、张难先、刘静
庵、蔡济民、潘康时、蒋翊武与孙武等，还是立宪派人士如汤化龙、范熙壬、刘赓藻等，不是在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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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

中取得功名，就是留日归来，或是在新学中受到熏陶。有一次，党人蓝天蔚利用在湖北新军任职之便
，回黄陂招收了96名新兵，其中就有12个廪生、24名秀才。接下来，这些举人、廪生、秀才和留学生
，都成为运动辛亥首义的骨干。    也许是心灵相通，当年贺老创作了《武昌首义人物传》后，又与我
合作了《武昌首义史》；如今，当我与张笃勤重撰《辛亥首义史》时，卫东、文学、高才、正兵等又
几乎同步推出《辛亥首义百人传》。我想，这既是向辛亥百年的献礼，又是奉献给首义志士的一束玫
瑰，也是对贺觉非先生的追怀。    2010年12月29日于武汉珞珈山    (冯天瑜：著名史学家、武汉大学教
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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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革命”只导致改朝换代，但并没有改变封建专制，惟辛亥革命破天荒地砸碎了中
国专制帝国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首义之士抛家舍己，前赴后继，敢为
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值得大书特书。综览有关辛亥革命题材的论著、文章、文集、传记、回忆录等
，林林总总，但有关辛亥首义人物的传记尚缺乏，随着新史料的发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深入
，理应可以补充和完善。杨卫东和涂文学主编的《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通过对辛亥首义典型人物
的生平、生活、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简明扼要的梳理和描述，生动地再现了当年义士们可歌
可泣的革命精神。《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内容丰富、资料扎实、图文并茂、可读性强，读来令人
对革命志士肃然起敬，同时也能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强我中华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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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7年7月，吴禄贞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今沈阳)，充督军事参议官与教练处总办。    这时，侵
占朝鲜的日军精心策划的“间岛”事件发生，清政府在查阅准备谈判所需的文件时，竟拿不出一份精
确、像样的地图作为佐证，以致清政府的外交大员在谈判时引用的地图，竟是翻印日本人篡改过的版
本。结果首次谈判，正中侵略者下怀。    为扭转被动局面，吴禄贞受徐世昌的派遣，前往延吉负责边
务，以便彻底揭穿所谓“间岛悬案”的真相。    吴禄贞领命后，带领两名助手和6名测绘员“冒暑就道
，跋涉山水，穷极边塞”，备尝艰辛。他们取道敦化县到延吉，赴珲春，沿图们江北岸东进登长白山
，对边界进行实地测量，绘制地图。这是历史上中国对延吉境内的第一次全面勘测，历时73天，行
程2600多里，凡是与中朝界务有关的地段，都逐段进行了精密测量，获得了大量勘测数据和资料。随
后据此制成了有史以来最为翔实准确的《延吉边务专图》(即“延吉厅专图”)。这张地图和1908年4月
写成的长达10万字的《调查延边边务报告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成为清政府对日交涉中的重要依
据。    谈判需要军事实力支撑。可是，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吴禄贞身边的骑兵、步兵不
足200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为了有效地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
衡，吴首先派兵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
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吴禄贞还采取了必要的应急措施，将有
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集民间的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
事件给日本人侵提供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可以轻易得手，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
民的顽强抵制。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吴禄贞知道，倭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他不断上书
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他得到的
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正当双方对峙的关键时刻，吴禄贞忽然眼前一亮。那是
在他前往长白山下的夹皮沟一带调查边务时，曾经遇到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三千
之众。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在这里
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势力渐大。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
，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复升为都司。韩登举虽然接受
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这支武装也成了日寇侵占金矿资源的一块心病，日方多
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均吃了闭门羹。    1907年8月底，吴禄贞揣着一
位绿林朋友的引荐信，和他的助手周维桢、李恩荣一道，以侠士的名义来到了韩登举的府邸。韩对吴
的到来给予盛情款待，席间，吴禄贞借机向韩揭露了斋藤季治郎率兵强占延吉地区的真相，一席话说
得这些绿林好汉义愤填膺。吴见时机成熟，便说明了来意：“大敌当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
抗。如果退缩忍让，国家亡了，我们还有活路吗？”但对方唯恐官府追究，吴就言与总督过从甚密，
并打开包袱让其观看自己的官服，顿时，解除了对方的后顾之忧。一时间，韩氏手下群情激奋，齐声
说：“愿意听从吴大哥的指挥！”于是，吴禄贞当即“斥金数千，购牛羊数十头”犒赏众人。    随后
，经吴禄贞组织训练，这支武装修成正果，并在韩的带领下，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捍卫边防。 
  有了这支队伍做后盾，1908年11月7日，吴禄贞断然下令查封了日本人侵占的天宝山银矿。次日，吉
林巡抚照会吉林日本领事，宣布立即取消汉奸与日方签订的“草约”。继而，东三省总督照会日本驻
吉林领事，下了逐“客”令。中国终于收回了天宝山银矿的主权。    到了11月17日，吴禄贞正式向斋
藤季治郎下达“最后通牒”，在一所寺庙内同日军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据传，吴禄贞留日
期间，与斋藤季治郎曾有一段师生之交，斋藤挟着骄横之气而来，满以为可居高临下，轻易迫使吴禄
贞就范。    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时，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四周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
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难道这些
中国官兵是从天而降？    吴禄贞见心理战初步见效，便用日语有礼有节地发问：“这里是中国领土，
你们为何擅自侵占？！”    “这里本属朝鲜管领，现在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我们奉命对韩民加以保
护，你不要在此滋生事端。”斋藤狡辩道。    “我是朝廷命官，奉命驻于此地，你们几日前才强占这
块地方，反倒说我们在这里生事？如果不马上退出这里，我们只有用武力解决了！”吴禄贞怒不可遏
地反驳道。    斋藤的态度虽有所收敛，但仍强词夺理：“你要求我们退出此地，可以送达文书到朝鲜
统监府，如果有了统监的命令，我们就退去，不然是不可能的。”    吴禄贞斩钉截铁地回敬道：“我
的责任是保护国土不受侵犯，不是同贵国外交谈判。外交谈判与本官毫不相干，那是本国外交部与贵
国外务省的事，因此请不必多言。”    “此事关系重大，你不要过分自信！”斋藤恼羞成怒地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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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固守国土，系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何谓过分呢？”吴禄贞义正词严地反驳道。    斋藤理屈
词穷，军事上也呈弱势，自己阴谋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好吧，我回驻所后，电告政
府，再来同你交涉。”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吴禄贞连夜赶回奉天，向总督徐世昌报告与日本交涉情
形，得到总督嘉许。    P17-19

Page 7



《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

后记

2011年10月，是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江汉大学合并组建10周年的纪念日。
辛亥百年纪念，对于江汉大学而言别有一番意义。    其实，江汉大学和辛亥革命及武昌首义元勋渊源
颇深。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黄兴、宋教仁等即积极酝酿在武汉成立大学。后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下，江汉大学在汉口成立，当年秋季正式开学，招收来自全国十四五个省区的学生600多人。江汉大学
由宋教仁亲自担任总理，湖北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前的军事总指挥蒋翊武任协理，同盟会湖北省支
部负责人石瑛为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江汉大学受到牵连，被迫解散。20世纪20年代，武昌起
义后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又积极筹备恢复江汉大学，可惜时局艰难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武
汉高校纷纷成立。1980年，武汉市决定成立江汉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江汉大学即以收费走读、不
包分配、择优推荐等改革举措瞩目于世界。2001年10月，教育部批准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
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市职工医学院等武汉市四所高校合并，组建新的江汉大学。这是武汉地区合
并高校中第一所整体搬迁、异地重建、全方位实质合并的新兴大学，也是几所实力和影响相对较弱的
高校通过合并后很快产生较大影响的大学，其合并方式当时被称为“江大模式”，舆论称江汉大学合
并升起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颗新星”。    虽然，因首义而兴的江汉大学和改革开放后成立
的江汉大学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两所江汉大学都有着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在办学理念上，两
所大学一样突出应用性。因此，在辛亥百年纪念中，江汉大学人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正因为武昌
首义先贤创办过江汉大学，我们对武昌首义的人物研究情有独钟。于是我们策划和撰写了这部《辛亥
首义百人传》。全书记叙了参加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之100人的业绩和事功，力图全面展现武昌首义波
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完整记录辛亥先烈纷繁复杂的历史足迹，用100人的传记和100万字的篇幅，纪念
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100周年。    辛亥首义人物群星璀璨，本书选取标准包括四类：武昌首义以前动员
和筹备起义之革命先烈；武昌首义中较有影响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支持和响应武昌首义作出突出贡献
者；虽未参加武昌首义，或者在武昌首义中影响一般，但在武昌首义后有突出影响者。全书突出辛亥
首义人物之最，即突出各传主在辛亥首义中的“第一”，各传主写作重点均放在辛亥首义前后。第四
类人物主要事功在辛亥以后，因此主要突出辛亥首义对其以后人生的影响。每位传主配个人图片一幅
，无图片存世者付诸阙如。全书坚持史学第一，同时注意增加文学性和可读性，力争雅俗共赏，因此
书中虽标明引文和史实来源，但没标明引文页码。    本书由杨卫东、涂文学策划、指导、定稿，裴高
才、邓正兵撰写提纲、联络撰写人员、主笔并通稿，来自江汉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市地方志办
公室、武汉图书馆、武汉市政协、武汉黎黄陂研究会等单位的李卫东、方秋梅、王耀、郭青松、张军
、董玉梅、张均、王刚、陈勇、徐志刚、王凤霞、柯文翔、谌赖、李永芬等，也参与了部分人物的撰
写。全书完成，得益于各方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选题之初，冯天瑜、皮明庥、严昌洪、萧致治、
罗福惠等先生对传主的人选、文章的写法、全书的篇幅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指导和论证。提纲拟出后
，严昌洪、罗福惠等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后来，章开沅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冯天瑜先生在百忙
中抽出时间，亲自拔冗作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纹主任、特约编辑段启增、责任校对郭娟等在
编辑校对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参考了一些现有成果，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
，书中错误之处必定不少，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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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卫东和涂文学主编的《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是一部全景式地反映辛亥首义人物风采的传记文学
作品。所列传主囊括了辛亥首义酝酿、宣传发动、拱卫三镇、二次革命与护国护法诸时段的典型人物
，而且穿插了尘封百年的数百幅辛亥志士手稿与文物图片。尤其是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传主通过花
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持续运动，在辛亥首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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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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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