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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 ：

以同盟会武装起义为主

李平秀

内容提要 本文 通过对 同 盟 会六次 武装起义 的分析 ，
重 新考察清末革命 团体 与 秘 密 会党

之 间 的 关 系 。 本文视角 有 别 于
“

孙 中 山 中 心 史观
”

或
“

革命派 中 心 史 观
”

， 认 为传统所谓
“

同 时起义
”

和
“

粤桂滇三 省起义 的领导机关
”

并 不符 合历 史情 况 。 其次 ，促进起义开展 的

组 织大概可 以分为 四 类 ： 孙 中 山 等 同 盟会人士 构成 的
“

设 计 组 织
”

；
天地会等 秘 密 会 党首

领组 成 的
“

执行组织
”

； 华侨 、 日 本后 援者构成 的
“

援助 组 织
”

；
有 些 清军将领及其所部 组成

的
“

辅助 组织
”

。 其 中 ，设计 组 织 应该对起义 的 失败 负 根本 性 责任 。 又次 ， 这种 武装起义

的结构 与 同 盟会 的前身 兴 中会时期基本一致 ，
均 是 以天地会等秘 密会 党首领为媒介形成

同 盟会与 会党之合作 关 系 ，
在合 作 中

，
秘 密会 党 同样 具有反抗 清 朝 的 主 体 意识 和 自 觉

意识 。

关键词 革命 团体 同 盟会 秘 密会党 天地会 武装起 义

绪论

有关清末规模最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与最典型的秘密会党天地会武装起义研究 ，迄今为止 ，
大

致分为两个方向 ：

一类是从孙中山或者辛亥革命史的立场出发 ，考察武装起义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活动中或在辛亥革命的展开过程中所 占据的地位 ；另
一类是从秘密会党史的角度出发 ，论述天地会

等会党如何参与孙中山革命活动乃至辛亥革命的过程 ， 以及会党在武装起义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 。

这些问题的研究者 ，
不是专门从事孙 中山 、辛亥革命史研究 ，就是专门从事秘密会党史研究 ，他们往

往会沿用其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视角 、立场和眼光来看问题 。 另外 ，这些研究多强调孙中山与同盟会

的作用和功能 ，
而相对忽视直接参与武装起义的天地会等会党的主体性和 自觉性 。 总的来看 ，这种

研究视角可以说是
“

孙中 山中心史观
”

？的延伸 ，是在研究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关系时突出表现出

来的
一种

“

革命派中心史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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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团 体与 秘 密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装起义为 主

在 1 9 8 5 年北京召开的
“

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上
， 黄彦在其提交论文中 写道 ：

“

广

州起义 和惠 州起义过程的研究 ， 基本轮廓是比较清楚的
”

， 但
“

兴中 会与会党 的关系也不很清

楚
”

。
？ 这一判断提示我们 ，

兴中会与会党的关系 ， 尚待深人发掘 。 进而言之 ，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

的关系 ，尚可拓展到对同盟会之前 、之外的团体与秘密会党关系 的解释与分析 ，这些团体主要是 ，
广

东兴中会 、湖南华兴会 、浙江光复会 ，
只有将这三者及其结合体同盟会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分别进行

深人研究 ，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的关系才能全面揭示 。 无独有偶 ，在 2 0 1 0 年广东省 中山 市举

办的
“

孙中山 ？ 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
”

上
，
王杰指出 ，

目前关于兴中会 、 同盟会武装起

义 中华侨 、会党 、新军 、民军等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 ，
但大多只注重分析

“

为什么
”

，
而对

“

是什么
”

着

墨嫌少 ，这样的研究几有
“

本末倒置之虞
”

，需要更为深人的研究和思考 。 他还指出 ，
目前

“

广东会

党与辛亥革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仍然乏力 ，有些问题得不到史料的有力支持
”

。
？ 可见 ，关于清末

民初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这
一主题 ，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

一步探讨 。

分析既往研究 ，值得检讨的
一

个问题是 ，
在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武装起义时 ， 如何看待所谓

“

同时起义
”

的传统说法 。
1 9 0 5 年同盟会成立后 ，开始计划在两广地区发动

一

系列武装起义 ， 而
“

同

时起义
”

是指同时在潮州 、惠州 、钦州 、廉州发动起义 ，其中
“

以钦州 、廉州为重点
，
潮州 、惠州则是响

应
”

。 因此 ， 同盟会一成立 ，
革命党人就把 目 光注视到广西及相邻的广东边界地区 ，决定在两广发

难 ，为此他们在越南河内设立
“

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
”

作为指挥武装起义的大本营 。
③ 但笔

者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史料依据 ，需要再行讨论。

另
一

个有待论证的问题是关于武装起义中两个不同性质的 团体 ， 同盟会与天地会的关系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 ，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是起义
“

主角
”

，
而其他被动员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都是

“

配

角
”

。 此类观点影响殊大 ，成为主流 ，致使某些研究秘密会党的学者也断言 ，如果
“

得不到 （兴中会 、

同盟会等所代表之 ） 先进阶级的领导
”

，那么天地会等
“

洪门会党 自发的反抗斗争 ，是不可能有所作

为 的
”

；
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只不过是革命党人夺取清朝政权的

“

工具
”

而 已 ， 即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只

是革命党人的
“

动员对象
”

，扮演着
“

雇佣军
”

的角色 。 而武装起义之所以无法取得成功也被归结为

秘密会党本身的阶级落后性及组织的散漫性 。
④ 然而 ，

正如笔者所主张的那样 ，分析同盟会与天地

会在武装起义中的关系时 ，
采用近代革命团体与传统秘密会党相互

“

合作
”

的观点⑤或许更为贴切 ，

更为接近历史真相 。

① 黄 彦 ： 《兴 中会研究述评 》 ，

孙 中 山研究学会编 ： 《
回頋与展望 ： 国 内外孙 中 山研究述评 》 ，

中华 书局 1 9 8 6 年版
， 第 3 1 7

—

3 1 8

页 。

② 王杰
：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广 东革命力量的几点思考 》 ，孙 中 山研究会 、孙 中 山故居纪念馆编 ： 《孙 中 山

． 辛亥革命研 究回

顾与 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 ，
社会科 学文献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1 ． 1 3 页 。

③ 金冲及、 胡 绳武 ： 《辛亥革命史稿 》 第 2 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第 1 5 5
—

1 5 6 页
；
陈锡祺主编 ： 《孙 中 山年谱长编 》上

册
， 中 华 书 局 1 9 9 1 年 版

， 第 3 9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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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秦宝琦 ： 《 洪 门真史 》 （
修订本 ）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3 3 1 页

；
丁旭光 ： 《 资产 阶级革命派与 广 东会 党 》 ， 《广 东社

会科 学》
1 9 8 8 年 第 1 期

， 第 9 6 ｊｆ ；秦宝琦 ： 《 中国 地下社会》 第 2 卷 （ 晚清秘密社会卷 ） ，学苑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5 1 9 页 。

⑤ 李 平秀 ： 《天地会和兴中会》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 湘潭大学曾 国 藩研究 中 心编 ： 《 湘淮人物与 晚

清社会》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3 7 3
—

3 9 0 页 。 蔡少 卿将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作为联接资产阶级与农民联盟 的媒介 ，他

在说明 革命党人与会党 关系 时 ，
虽 然使用 了

“

联络
＂

或
＂

联合
”

等词谱 ，
但始 终将二者设定为

“

领导 （革命党人 ） 与被领导 （秘密会

党
）

”

关系
，
依旧没有摆脱

“

革命派 中心史观
”

〔蔡少 《论辛 玄革命与会党的 关 系 》
，
《 中 国近代会党 史研究 》 （增订版 ）

，
中 国人民

大学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第 2 6 5

—

2 7 6 页 ］ 。 这种观点在 周建超的著述 中也反复 出现 （ 周建超 ： 《秘密社会与 中 国 民主革命 》 ，
福 建人

民 出 版社 2 0 0 2 年版 ，第 3 3
—

5 3 页 ） 。 两位 学者不仅缺少对武装起义构成的 具体分析
，

而且 完全没有提到本文重 点说 明 的六 次武

装起义 。
所以其 虽然提出 了 革命党人与会党的

“

联络
”

或
“

联合
”

关 系
，

但却 与笔 者提 出 的
“

合作
”

关 系在推导方 法上存在较 大差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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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克游窀 2 0 1 5 年 第 1 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史学即史料学。 孙 中山等革命党
一翼对 自身的革命活动有许多记录 ，但相形

见绌的是 ’
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一翼 ，却对 自 己 的作为甚少记录 ，他们成为

“

失语
”

的群体 。 这也是造

成研究格局畸轻畸重的重要原因 。 有学者在谈到秘密结社史料匮乏时指出 ：

史料 ， 即所表象化 的 历史 中 ，
秘 密结社几乎 毫无 意外地被表现为

“

他者
”

，
秘 密 结社 的成 员

没有 自 己 的声 音 ，也没有 自 己 的 文字 ，
只 不过是一种沉默 的

“

被摄体
”

而 巳 。 即使少 有 的几位

秘密 结社 的成 员 有 幸 留 下 了 声 音 和 文 字 ，
此 内 容常 常 以

“

他者
”

（ 政府 审 问机构 、 近代知 识分

子 、革命家等 ） 为 媒介 ， 才 得 以传达的 。
①

正是 由于这种记录上 的不平等与差异 ， 以及
“

他者化
”

的记录状况——秘密会党成员大多没有接受

过正规教育 ，所以 自 然在历史记录以及记录者方面处于劣势
——

在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关系时 ，不

论是从孙中山研究或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角度 ，
还是从秘密结社史研究的角度出发 ，

历史叙述的方

向都会自然倾向于
“

孙中山 中心史观
”

或
“

革命派 中心史观
”

中 。

本文将通过从 1 9 0 7 年 5 月 黄冈起义到 1 9 0 8 年 4一5 月 河 口起义总共六次武装起义的分析 ， 即

同盟会接触新军之前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
一起在广东 、广西 、云南发动 的武装起义 ，尝试重新考察

上述问题 。 不过 ， 由于 目前有关秘密会党和辛亥革命史料的发掘尚不完备 ，所以有必要强调几点本

文中史料使用的原则 ：第
一

，
以事件发生当时所 留下的史料为重点 。 例如 ，孙中 山留 下的演说 、 电

报 、信件等史料 ，
只使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的 。 第二 ，在引用 回忆录时 ，只选择那些能够通过其他史

料进行对照互证而确认的内容 ，或者可 以辅助说明 当时情况的部分。 第三 ，冯 自 由所大量记录的

《革命逸史 》等内容 ，
不过向我们展示了事件的发生经过 ，如果有不详之处或者错误之处 ，本文将对

照其他史料进行补充 ，或从批判的视角进行分析 。 第 四 ，充分利用清政府留下的档案
，
如朱批奏折、

电报档 、海关档等 。 在以往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档案 ，但这些档案却从革命党人

之外的角度记录了历史 ，为分析武装起义的结构和性质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 最后 ，革命党人

主编的《 中兴 日报 》和 《 中 国 日报》等报纸 ，
可 以作为二手史料 ，

选择其中有用信息 。 基于以上史料

使用原则 ，本文探索
一种有别于

“

孙 中山中心史观
”

、

“

革命派中心史观
”

所笼罩下 的传统历史叙述 ，

应用新文化史领域所提倡的
“

重读史料
”

方法？ ，
重新认识历史现象。

一

、 武装起义的开端与经过 ？

．从黄冈起义到防城起义

如前所述 ，学术界一般认为 ， 同盟会创立后孙 中 山对武装起义的
“

原计划
”

是 同时在潮州 、惠

州 、钦州 、廉州发动起义 。 这一观点源 自著名 国民党史家部鲁提到的
＇

《孙中 山复许雪秋电 》
，具体内

容如下 ：

起义须 与 潮 、 惠 、钦 、 廉 同 时发动 ， 以便牵制 清军 。 万勿 孟 浪从事 ，致伤元 气 。③

① 孫 江 ： 《近代 中 国乃革命 ｔ 秘密 结社一中 国革命乃社会史的研究 （

一八九五 ？
一九五五 ）

一

》 ，東京 ， 汲 古書 院 2 0 0 7 年版
，

第 1 8 页 。

② 圣赴奇 ：

《罟珥旦 旦钽 ＾ 4 7
｝ 苷斗过呌＞， 确 砷么ｖ ， 2 0 0 0 ＼ 1  1 3

－

1 4考
，

6 1
－

7 8号 ．

③ 邹鲁编著 ： 《 中 国 国 民党 史稿 》 第 3 篇
，
商务印 书馆 1 9 4 4 年增订版 ， 第 7 1 8 页 。

又见 未名 《丁 未潮 州黄 冈二役别记 》 ，

丘权

政 、杜春和选编 ： 《辛亥革命 史料选辑 》上册 ，
湖南人民 出 版社 1 9 8

1 年版 ， 第 2 8 4 页 。 该电报亦 收入郝盛潮 主编 《孙 中 山集外集补

编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 第 3 4 页 ）
， 虽 另拟题名 ，但仍来源于邹鲁 《 中国 国 民党史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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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 团 体 与 秘 密 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装起义为 主

但是 ，
若对当时武装起义的展开情况进行深入探讨的话 ，

这份电文 中提到的
“

同时起义
”

说法与孙

中 山等革命党人对武装起义的
“

原计划
”

并无关系 。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

潮州起义
”

。 如冯 自 由所述 ，潮州起义应该分为
“

潮州府城起义
”

和
“

潮州

黄冈起义
”

两部分 。
① 1 9 0 5 年夏 ，

逗 留 欧洲 的孙 中山 为创立 同盟会 ， 于 6 月 1 1 日 离开巴黎远赴 日

本 ，
7 月 初途经新加坡时 ，与尤列 、陈楚楠 、张永福等人会合 。

？ 据张永福回忆 ：

我们 因 言及潮州 巳 有余 有关 系 的友人余既成 、许雪秋在 内地运 动起义 ， 闽 省 则 此 处派有黄

乃裳前往宣传 。 孙先 生 一 闻 此语 ， 知 我 们 不 特用 文 字 宣传 ， 亦 能做实 际上 的工作 ， 不 胜喜 慰 。

但以 分道扬镳 ，终不 如集 中 力 量 ， 事较 易 济 。 乃 以 组 织 同 盟会 ， 作大规模之运动 为议 。
③

以上回忆大致反映了孙 中山组织南洋华侨革命党人准备潮州起义 的情况。 潮州起义从 1 9 0 4 年初

便开始策划 ，主要策划者是南洋华侨陈楚楠 、张永福 、黄乃裳 、许雪秋 、陈宏生等 ，
而执行者是余丑 、

余通 、陈涌波等潮州三点会首领。 他们原拟于 1 9 0 5 年 4 月 1 9 日 发动起义 ， 占领潮州府城 ，但因起

义计划事前被泄露而失败 。
④ 1 9 0 6 年 4 月 6 日 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后 ，潮州起义有了进一步计划 。

陈楚楠回忆称 ：

在丙午年黄乃 裳 、许 雪秋 、 陈芸生 （ 即 陈 宏 生 ） 、 肖竹 漪诸 同 志 先 后 来新加坡 ，
在 晚 晴 园 见

总理 ，报告 闽 、潮 两地革命运 动 的 成绩 ， 并计划在 闽粤交 界的黄 Ｋ 起义 。 这个计划 总 理接受 了 ，

就交下 秘 密 电 码 暗约 并 军事策略 ， 总 理又 电 嘱在东京 留 学 的 同 志方 南 岗 、方 端麟 、 乔义生 等和

一位 日 本义 士 萱野长 知前往帮 忙 。
⑤

综合相关资料可知 ，

1 9 0 6 年孙中 山任命许雪秋为
“

国 民军东军都督
”

， 同年冬天许雪秋带领余

丑 、余通 、陈涌波赴香港 ，与冯 自 由见面 ，加入同盟会。 1 9 0 7 年 2 月 1 9 日 他们决定发动起义 占领潮

州府城 ，余丑等在饶平县浮山墟召集千余人准备起义 ，但事与愿违 ，起义准备再次中断 。 之后许雪

秋为准备下
一个计划而返回香港 。

？ 冯 自 由将以上两次夭折的潮州起义合称为
“

潮州府城起义
”

。

上述两个计划夭折后不久 ，潮州黄冈起义却突然发生 。 据冯 自 由记述 ，

1 9 0 7 年 5 月 中旬 ， 乡 民

们正在黄冈北门外唱戏时 ， 防兵在舞台前调戏妇女而遭乡 民反击 ，守备蔡河宗下令逮捕乡 民 。 这时

当地会党两名余姓乡 民被逮捕 ’并押送至协署 。 随后 ，余丑等三点会首领在城外的连厝墓召集同志

商讨营救这两人的对策 ，认为若不起事 ，
两人均无生还可能 。 于是 ，

1 9 0 7 年 5 月 2 2 日 晚 ，余丑 、余

通 、陈涌波等人带领千余名三点会成员攻击协署 ，与蔡河宗军交战 ，
翌 日上午成功 占领黄冈城 。 两

① 冯 自 由 ： 《 中华民 国 开国前革命史 》 （ 1 9 2 8 年初刊 ）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3 2 5

—

3 3 8 页 。

② 陈锡祺主编 ： 《孙 中山年谱长编 》
上册 ， 第 3 3 7 页 。

③ 张永福 ： 《南 洋与 创立民 国 》 （ 1 9 3 3 年初 刊 ）
， 章开沅 、 罗福 惠 、严 昌 洪主 编 ： 《辛 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 第 1 卷 ， 湖北人民 出 版

社 2 0 0 6 年版 ， 第 7 6 页 。

④ 冯 自 由 ： 《 中华 民 国开国前革命史 》 ， 第 3 2 5
—

3 2 6 页
；
冯 自 由 ： 《 东军都督许雪秋》 ， 《 革命逸史 》 第 2 集 （ 第 1

￣

6 集
：

1 9 3 9
—

1 9 4 8 年初刊 ） ， 中华书局 1
9 8 1 年版

，
第 1 8 3

—

1 8 4 页
；
叉见未名 ： 《 丁未潮 州黄 冈二役别记 》 ，

丘权政 、杜春和选 编 ：

《辛 亥革命史料选

辑》上册 ， 第 2 7 9
—

2 8 2 页 。

⑤ 陈楚楠 ： 《晚晴园与 中国革命史略 》 （
1 9 4 0 年 原刊 ） ，

丘权政、 杜春和 选编 ： 《 辛 亥革命史料选辑 续编 》 ，
湖 南人 民 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第 3 8 页 。

⑥ 陈锡祺主编 ： 《
孙 中 山年谱 长编 》上册

，
第 3 9 4 页

；
冯 自 由

： 《 中 华民国 开 国前革 命史 》 ， 第 3 2 6
—

3 2 7 页
；
冯 自 由 ： 《丁 未潮 州

黄 冈革命军 实 录》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中 华书局 1 9 8 1 年版

， 第 8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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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总督周馥连忙集结附近清军进行镇压 ，
5 月 2 6 日起义军在汫洲的战斗中败北 ，并于 2 7 日渍散 。

？

当时 ，周馥将此事件定义为三点会突然起事 ，并没有认识到该事件与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有任何

联系② ，但这就是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策划发动的首次起义 ，即
“

潮州黄冈起义
”

。 尽管

从黄冈起义的人员构成看 ，这次起义确实是夭折的府城起义的延续 ，但它具有突发性 ，并不是在孙

中山及同盟会的严密计划下发动的 。 并且 ，作为国 民军东军都督的许雪秋 ，在黄冈起义爆发时仍然

逗 留在香港 ，他在两天后的 5 月 2 4 日 才收到消息 急忙前往黄冈 ，
但当他到达 山 头时起义军已经

溃败 。
③

接下来的便是
“

惠州七女湖起义
”

。 据冯 自 由记述 ， 孙中山在 1 9 0 7 年春先后派遣余绍卿 、黄耀

庭 、邓子瑜从新加坡远赴香港 。 首先到达香港的是在阳江 、 阳春远近 闻名 的大盗余绍卿 。 他于

1 9 0 7 年 4 月 中旬抵达香港 ， 负责阳江 、阳春方面的军事事务 ，随后返回 内地销声匿迹。 黄耀庭曾作

为兴中会时期惠州起义的前锋 ， 于 5 月 上旬抵达香港 ，负责惠州方面的军事事务 ，但在听闻香港警

察署已获知其人境消息后 ，黄耀庭又匆忙返 回新加坡 。 最终 ，孙中山 只能将值得信任的同志邓子瑜

派往惠州 。 5 月下旬 ，潮州方面的军事局面紧迫 ，邓子瑜让天地会首领陈纯 、林旺 、孙稳在归善 、博

罗 、龙门等地准备举事 ，而其中在归善县知名墟市七女湖 （今汝湖镇 ）发生的起义便是
“

惠州七女湖

起义
”

。 该起义于 6 月 2 日 爆发 ，义军在泰尾 、三连 、柏塘 、八子爷等地与清军展开多次战斗 。 6 月

1 2 日 两广总督命令驻惠州及周边的清军 出兵镇压 ，水师提督李准也亲 自 带兵前往惠州支援 。 此

后
，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混战 ， 最终因弹尽粮绝而告败 。

④

当时 ，
两广总督周馥因黄冈起义被问责而卸任 ，据他发送给外务部 的电报可知 ’ 由 于被捕会党

成员供认七女湖起义以及黄冈起义都是在孙 中山指示下进行的 ，
所以他要求越南总督 、香港总督搜

捕孙中山 、邓子瑜等七女湖起义主谋 。
⑤ 虽然冯 自 由断定孙中 山原本就有

“

惠潮同举之计划
”

？
，但

这只是他根据该事件结局而推断的 。 实际上 ，孙中山 在创立同盟会之后 曾援助南洋华侨筹备的潮

州武装起义 ，又曾派遣余绍卿到地理位置与潮州相对之阳江 、 阳春进行呼应 ，而并无同时发动潮州

和惠州起义的计划 。 孙中山不过是在阳江 、阳春的起义计划化为泡影后 ， 才匆忙派遣黄耀庭 、邓子

瑜到惠州 ，而且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也是在潮州起义结束后才发动的 。

最后是
“

钦廉防城起支
”

。 据冯 自 由记述 ，

1 9 0 7 年春 ，钦州三那地区乡 民刘思裕等无法忍受官

吏对糖捐的榨取而组织万人会 ， 由于在对抗官府的过程中乡 民势力逐渐扩大 ，
两广总督周馥遂命令

统领郭人漳 、标统赵声等人出兵镇压 。 继而 ，刘思裕等乡 民牺牲 ， 乡 民代表梁建葵 、梁少廷前往越南

河 内向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请求救援 。 此时 ，孙中山和黄兴认为 ，郭人漳 、赵声为革命党 ，可以通过这

两人的协助伺机起义 。 随后黄兴前往钦州 ，
逗留在郭人漳部队中 ，孙中 山还同时派遣胡毅生到赵声

① 陈锡祺主编 ： 《孙中 山年谱长编》上册 ， 第 4 0 1
￣ 4 0 2 页

；

；马 自 由 ： 《 中 华民国开 国前革命史》
，
第 3 2 9

—

3 3 2 页
；
冯 自 由 ： 《丁未

潮州黄 冈革命军 实录 》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8 8

—

9 2 页 。

② 《 两广总督周馥为黄 冈会党踞寨戕官事致军机处电》 （
光绪三十三 年四 月 十五 曰

） ， 中 国 第 一历 史档案馆 、北京 师 范大学

历 史 系编选 ： 《辛亥革命前十年 间 民 变档案 史料》 下册 ，
中华 书局 1 9 8 5 年版 ， 第 4 5 7

￣4 5 8 页 。

③ 冯 自 由 ： 《 东军都督许雪秋 》
，
《革命逸史 》第 2 集 ， 第 1 8 6 页 。

④ 陈锡祺主编 ： 《孙中 山年谱长编 》上册 ，第 4 （ｄ 3 页 ；冯 自 由
： 《丁未 惠州 七女湖革命 军 实 录》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第

1 0 0
—

1 0 2 页 。

⑤ 《开缺两广 总督周 馥为要求港赘驱逐孙文事致外务部 电 》 （ 光绪三十三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 、 《开缺两广 总督周馥为要求越

南总督驱逐孙文事致外务部 电 》 （光绪三十三年四 月二十九 日
）
、 《开缺 两广总督周馥为要求港督驱逐邓子瑜致 外务部电 》 （光绪三

十三年 四 月二十 九 日 ） ，
广 东 省档案馆编译

： 《孙 中 山与 广 东
一广东 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 》 ，

广东人民 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6 9 7
—

6 9 8 页 。

⑥ 冯 自 由
： 《丁未惠州 七女湖革命军实 录》 ， 《革命逸 史》 第 5 集 ， 第 1 0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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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 团体 与秘 密 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 装起义 为 主

所驻屯的廉州 ，
王和顺则作为

“

中华民 国军南军都督
”

负责钦州和廉州 的军务 。 但孙 中山 的 以上计

划也是在王和顺在三那驻扎几个月 后 ， 随着驻屯防城的原清军内应刘永德和李之焜表现 出起义意

图 ，
才得以实施的 。 1 9 0 7 年 9 月 1 日 王和顺带领会党军 由王光山出发进攻防城 ， 发动起义 ，

三天后

占领该地 。 随后起义军进攻钦州城 ，但作战失败 ， 于是途经南劳墟 、擅墟准备进攻灵山 ，仍旧事与愿

违 ，
在重返三那后起义军不得已于 1 7 日解散。 最后

，梁建葵 、梁少廷等人带领起义军撤退到十万大

山
，
王和顺等人返 回越南 。

？

冯 自 由并没有记述防城起义过程的详细 日期 。 据钦廉道王承恩禀告 ，刘思裕组织万人会对抗

官府发生在 4 月 2 9 日 。
？ 据清陆军部档案 ，

刘思裕被郭人漳炮击致死的 日期为 6 月 1 2 日 。
③ 在刘

思裕牺牲后 ，梁建葵 、梁少廷才向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提出救援请求 ，孙中山等正式派遣王和顺 ’
利用

郭人漳 、赵声 ，
在钦州 、廉州发动武装起义的时间为 6 月 中旬 以后 。 从时间上看 ，

黄冈起义 已经于 5

月 失败 ，七女湖起义也于 6 月 2 2 日告终 ，
所以说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的钦州 、廉州武装起义计划是在

黄 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结束后才推进的 （参见表 1 ） 。

表 1 潮州府城 、黄冈 、七女湖 、防城起义的筹划 、爆发 、起义军解散时间
一

览表



潮州府城起义？


黄冈起义⑥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⑧

起义筹划时间


1 9 0 4 年


1 9 0 7 年 5 月 中旬 1 9 0 7 年 6 月 中旬

1 9 0 5 年 4
■ 月 1 9 日 （ 未爆发 ）

起义爆发时 间 1 9 （） 7 年 2 月 1 9 日 （ 未
，

爆发 ）

1 9 0 7 年 5 月 2 2 日 1 9 0 7 年 6 月 2 日 1 9 0 7 年 9 月 1 日

起义军解散时间


1 9 0 7 年 5 月 2 7 日 1 9 0 7 年 6 月 2 2 日 1 9 0 7 年 9 月 1 7 日

资料来源 ：？陈锡祺主编 ： 《孙 中 山年谱 长编 》上册 ，第 3 3 4 、 3 9 4 页 ；
张永福 ： 《南 洋与 创 立民 国 》 ， 第 7 6 页 。 ？陈 锡祺主 编 ： 《 孙

中 山年谱长编 》
上册

，
第 4 0 1 页

；
冯 自 由 ： 《 丁 未潮州 黄冈 革命军实 录》 ，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第 8 8

—

9 9 页 。 ？陈锡祺主编 ：

《孙 中 山

年谱长编 》
上册 ， 第 4 0 2

—
1 0 3 页 ； 冯 自 由 ： 《 丁 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 实 录》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第 9 9

一

1 0 4 页 。 ⑧陈锡祺主 编 ： 《 孙

中 山年谱长编 》上册 ， 第 4 1 1
—

ｔ Ｉ 2 宽
；
冯 自 由

：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 实 录》 ， 《革命逸 史》 第 5 集 ，第 1 0 4
－

1 0 9 页 。

如果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真有潮州 、惠州 、钦州 、廉州
“

同 时起义
”

计划 ，表 1 中归纳 出来的起义

筹划 、发动 、起义军解散时间就不会如此的不
一

致 。 如上所述 ，潮州起义是 1 9 0 4 年由南洋华侨与潮

州天地会首领合作筹划 的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只不过是在同盟会创立后 ，对 1 9 0 7 年黄冈起义进行

了支援 。 虽然冯 自 由强调
“

惠潮同举之计划
”

，但突然爆发的七女湖起义仅仅是黄冈起义的后续行

动 ，就连防城起义也是在黄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才正式准备发动的 。 而且我们根本找不到起

义指挥者许雪秋 、邓子瑜 、王和顺等人在发动起义前 ，相互联系 、准备、商议的任何可信记录 。 总之
，

支持
“

同时起义
”

说的史料根据 ， 即上引邹鲁 《孙 中 山复许雪秋 电 》 中的 内容 ， 只能解释为孙中 山的
一

种
“

个人愿望
”

。 实际上
，
革命党人或者国民党史家留 下的资料所描述的武装起义 ，与现实中的

武装起义 ，
不论是在领导者 、组织者 ，还是在起义开端 、经过和其他细节上 ，都有

一定差距 ，
故我们不

能将这些内容完全视为事件的真相 ，
亦不宜含混论之 。

① 陈锡祺主编 ： 《孙 中山 年谱长编 》上册 ， 第 4 1 1 页
；
冯 自 由 ： 《 中华民 国开 国前革命史 》

，
第 3 4 5

—

3 4 9 页
；
冯 自 由 ： 《南 军都督

王和顺 》
，
《革命逸 史》第 2 集

， 第 2 0 0
—

2 0 1 页 ； 冯 自 由
： 《丁 未钦 州 防城革命军 实 录》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1 0 4

—

1 0 9 頁 。

② 《 两广 总督周馥为钦州 刘 思裕等聚众抗捐拒敌官军 事致军机处电 》 （ 光绪三十三年 四 月 十 四 日
） ，

《辛亥革命前十 年 间 民

变档案 史料 》下册 ，第 4 5 6
￣＾ 5 7 页 。

③ 《 关于三那抗捐斗争的 窠报》 （ 光绪三十三年八 月 以后 ）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 编 ： 《 中 华民 国 史档案 资料汇编 》 第 1 辑 ，

“

辛亥革命
＂

，
江苏人 民 出版社 1

9 7 9 年版 ， 第 1 6 页 。 陈锡祺主编 ： 《孙 中山 年谱长 编》
上册 ， 第 4 0 0 页 。 按 ：

刘 思裕死亡 Ｈ 期 为 5 月

1 2 日 ，有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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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孙中山对武装起义的
“

原计划
”

那么 ， 同盟会的领导者孙中 山到底制订了怎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呢 ？ 如果说他的
“

原计划
”

不是

如潮州 、惠州 、钦州 、廉州
“

同时起义
”

，他又有怎样的构想呢 ？ 我们可以从孙 中山 留下的以下记录

中找到线索 。

同盟会成立前 ，

1 9 0 5 年 7 月 2 8 日 ，孙中山 曾在与宋教仁 、陈天华等会面时 ，
对武装起义的原则

做出过如下论述 ：

现今大势及革命办法 ， 大概不外联络人才 一义 。 中 国现在不必 忧各国 之瓜分 ，但忧 自 己之

内讧 ， 此 一省欲起事 ，彼 一省亦欲起事 ， 不相联络 ，各 自 号 召 ， 终必成秦末二十余 国之 争 ，
元末

朱 、陈 、张 、 明 之乱 ， 此时各国 乘而干涉之 ， 则 中 国 必亡无疑矣 。 故现今之主义 ， 总 以 互相联络 为

要 。 方今两粵之 间 ， 民气 强悍 ，会党 充斥 ， 与 清政府为 难者 已 十余年 ， 而清兵不 能平之 ，
此 其破

坏之能 力 已有余矣…… 一旦发难 ，立 文 明 之政府 ，
天 下事从此定矣 。

①

综上所述 ，
孙中山担心的不是外 国列强的瓜分 ，

而是国 内各种反清力量的分裂 。 他强调人才 、义士联

合的重要性 ，并指出三条革命策略 ：第一 ，
开展武装起义时 ，

一

定要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联系
；
第二 ，起义

的主要地区是两广
；
第三 ，革命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以两广为主广泛活动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 。

孙中山在同盟会即将成立之际 ，更是进一步强调一定要以省与省之间的联系为基础 ，通过秘密

会党展开武装起义 。 1 9 0 5 年 8 月 1 3 日 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 ：

“

鄙人往年提倡民

族主义 ，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 ，
至于 中流社会以上之人 ，实为寥寥 。

”

② 1 9 0 5 年 8 月 2 0 日 同盟会成立

大会上 ， 由黄兴 、陈天华等八人起草的 《 中国同盟会总章》在孙 中山 的主持下修正通过 ，其中总章第

五条规定 ：

“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 ，
其宗旨与本会相 同 ’ 愿联为

一体者 ， 概认为 同盟会会员 。

”

③如上所

述 ， 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党人已经认识到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武力的重要性 。

同盟会成立后约
一

年半 ，在 1 9 0 7 年 1 月 5 日 与 日本人池亨吉的谈话中 ，孙中 山才首次谈到武

装起义的具体计划 。 据池亨吉记述 ，孙 中山说 ：

自 去年秋江西省 萍 乡 之乱发 生 ，风云忽 急 ， 全国 震 荡… … 如不 乘此 时机起事 ， 我 党又何 时

能 如 陈 、 吴之救国 ？ 不惜牺牲 ， 我志 已 决 。 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 ，联络声 气 ， 立 刻举事 。 可使广

东省 罗定府 的 志 士为前锋 ， 他们 与 当地镇 台 的将弁 等 密 结 盟 约 ， 不 战 即 可 据有广东 省城 ， 现在

只待领 导者 的 号令下达 。 因 此 ，黄 兴君将先期代表我 中 国革命 同 盟 会 ， 乘搭十 一 日 自 横 滨 启 程

的便船 ， 匆 匆赴会 ， 并 可得汪 兆铭君 同行 。
④

① 《 与 陈天华等的谈话 》 （
1 9 0 5 年 7 月 2 8 曰 ） ， 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 室等编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中华书 局 1 9 8 5 年

版 ，第 2 7 6 页 。

② 过庭 （ 陈天华 ） ： 《 纪东京 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 》 ， 东京 《 民报 》 第 1 号 ， 1 9 0 5 年 1 1 月 2 6中华书局 2 0 0 6 年影 印版
，
第

7 0 页 。

③ 《 中 国 同盟会总章》 （
丨 9 。 5 年 8 月 2 0 曰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2 8 4 页 。

④ 《 与 池亨吉的谈话 》 （ 1 9 0 7 年 1 月 5 曰 ） ，《孙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3 3 2

—

3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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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 团 体 与秘 密会 党 ：
以 同 盟会武装起义为 主

据宋教仁 日记 ，黄兴于 1 月 5 日离开 日 本前往香港 ， 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
① 此外据冯 自 由记述 ，上

面提到的
“

镇台的将弁
”

就是依照两广总督命令驻扎在肇庆的郭人漳部 。 孙中 山 因为知道郭人漳

与革命党有联系 ， 所以急忙派遣黄兴 、汪精卫 、萱野长知到肇庆 ，
催促郭人漳起事 ，

突袭广州 。
②

对孙中山的广州 占领计划 ，清政府似乎也有所耳闻 。 据 《中 国 日报》报道
，
清政府发电报通知两广

总督 ，某党党羽正迫近广州准备趁岁暮举事 ，令其加紧防备 ， 由此两广总督也召集水师提督李准等谋

划应对策略 。
③ 但是孙中山的计划随着郭人漳重返钦州而破产 。 据冯 自 由记述 ，黄兴和汪精卫

一

直逗

留在香港的松原旅馆 ，期间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张树楠造访 ，告知他们郭人漳前往钦州剿匪 ，
而且两广总督

已经获知他们的行踪并要求香港总督引渡 。 于是 ，黄兴派遣胡毅生前往钦州监视郭人漳动向 。
④ 不久

，

黄兴于 2 月 1 5 日重返东京后向 民报社同盟会会员说 ：

“

广东近 日非常戒严 ，香港亦难居 。

”

⑤

这样 ，在孙中 山 占领广州计划无疾而终之后 ，
1 9 0 7 年 5 月 2 2 日 潮州黄冈起义和 6 月 2 日 惠州

七女湖起义分别发生。 针对这
一局面

，

6 月 5 日孙中山在给张永福的信中写道 ：

“

日 来潮起于东 ，钦

廉应于西 ，
全省风动 。 尚有数路 ，次第俱发 。 当合广 、韶 、 惠 、潮 、钦 、廉诸军 ， 以联为

一

气 ，则粤事机

局宏远 ，大有可为也 。

”

？两天之后 ，孙中山又致平山周 电称 ，

“

两广义师已分道并起 ，
云南 、 四川 皆可

响应
”

⑦
， 以请求武器援助 。 而实际上 ，这里孙中山提到的内容并不符合事实

，只是其愿望而已 。 因

为当时除了七女湖起义正在进行中 以外 ，
不论是占领广州的计划 ，

还是黄 冈起义都已经失败 ，就更

不要说云南 、四川的响应 ，
以及欽州和廉州发动武装起义的进展 了 。 此外 ，在相继发 出 以上信件和

电报前后 ，孙中山又致函萱野长知称 ：

“

今东军将起 ， 欲得于军事上有学问经验之人以为顾问 。 弟

念我兄雄武过人 ，谨以东军顾问之任相托 ，望襄助都督 ， 以建伟业 ，并恳延揽 同志 ，
以资臂助 。

”

⑧这

里的
“

东军
”

指潮州和惠州的起义军 ，而从当时的形势来判断 ，

“

伟业
”

应指设立军政府 。 也就是说

孙中 山打算在东军武装起义成功后 ， 占领广州 ，
设立军政府 。 但是随着惠州七女湖起义的失败 ，孙

中山利用东军占领广州 的计划也无法再行推进。

1 9 0 7 年 9 月 1 日钦州防城起义爆发 。 起义进行期间 ， 为解决军饷 、军械 、外交等问题 ，孙中 山

于 9 月 3 日 致函宫崎寅藏称 ：

近 曰 西军 已 发 ，

一举破防城县 ，众数千人 ，极得 民 心 。 现 巳全军北 趋 ， 以取 南宁
…… 如 一发

则 两 军合并 ，广 西不 难定也…… 此军初起 ， 而 势 力 甚 固
， 地位甚稳 ， 专 俟 一取 南 宁 ， 则 革命军之

基础 已 成 ， 广 东 、长 江等 响应 之师相继 而起 ，事可 大有为 也… … 萱 野君想 巳 到 东 ， 祈转告 西军 已

发 ，东 军 之事望速经营 ， 至 以为 望 。
⑨

这里的
“

西军
”

是指与东军相对应的钦州 、廉州起义军 。 孙中山计划令西军占领南宁 ，
以奠定革命

基础 。 1 9 0 7 年 Ｋ） 月 8 日孙中山在致邓泽如 函中 ，
明确指 出 ：

“

现在全军进取南宁府城 ，
以南宁主广

① 毛注青编著 ：
《黄兴年谱长编 》 ， 中华书局 1 9 9 1 年版

， 第 1 1 0 页
；
陈旭麓主编 ： 《 宋教仁集》 下册 ，

中华书 局 2 0 1 1 年版 ， 第 7 0 4

页 。

② 冯 自 由 ： 《香港 同盟会史要》 ， 《革命逸史》 第 3 集
，
中华书 局 1 9 8 1 年版 ，

第 2 2 8 页 。

③ 《党人起事之风谣 》 ，香港《 中 国 3 报》 ， 1 9 0 7 年 2 月 1 8 曰 ， 第 3 页 。

④ 冯 自 由 ： 《香港 同盟会史要》
，
《革命逸史》第 3 集

，第 2 2 8 页 。

⑤ 毛注青编著 ： 《黄兴年谱长编 》 ，第 1 1 1 页
；
陈旭麓主编 ： 《宋教仁集 》下册

，
第 7 1 4 页 。

⑥ 《 复张永福 函》 （
1 9 0 7 年 6 月 5 曰

） ， 《孙 中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3 3 6 页 。

⑦ 《致 平山 周电 》 （
1 9 0 7 年 6 月 7 曰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3 3 7 页 。

⑧ 《 致萱野长知 函 》 （ 1 9 0 7 年夏秋间 ）
，《 孙中 山全 集》 第 1 卷 ，第 3 3 7

—

3 3 8 页 。

⑨ 《致 宫崎 寅藏 函 》 （
1 9 0 7 年 9 月 1 3 曰

） ， 《孙 中山 全集》第 1 卷
，
第 3 4 2

—

3 4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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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中心点 ，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 出湖南 ，东取梧州 以出广东 ，革命之基础可 固……南宁破后 ，弟即

于该处建立军政府 。

”

？

据以上论述 ，孙中 山的武装起义
“

原计划
”

可以概括如下 ：第
一

是
“

大计划
”

， 即孙中山希望 ， 在

以某省为主发动武装起义后 ，在控制该省的基础上 ，进一步统
一全国 。 如前所述 ，孙中山对此很早

就有了 明确想法 ，就是将两广地区作为
“

大计划
”

的核心地区 。 第二是
“

小计划
”

， 即为了实现
“

大计

划
”

，
要先以某个省城为根据地设立军政府 。 从

“

小计划
”

的层面看 ，孙中 山希望在两广地区多个城

市展开武装起义 。 不论是在哪个城市 ， 只要该城市的武装起义成功 ，就以该城市作为踏板 ，进
一

步

占领省城 ，设立军政府 ，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扩张革命势力 。 最初 ，孙 中山计划在罗定 、肇庆 、潮州 、惠

州等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 其中有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的爆发 ） ，
通过

“

东军
”

占领与这些地区临近

的广东省城广州 ，在此设立军政府 。 随着该计划 的失败 ，孙中 山又计划在钦州 、廉州发动武装起义

（有防城起义的爆发 ） ，依靠
“

西军
”

占领广西省城南宁 。 总之 ， 同盟会成立以后 ，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

正是通过这些
“

大计划
”

、

“

小计划
”

来推进武装起义展开的 ，尤其是其中 的
“

小计划
”

变数很大 ， 具

有随机应变性质 。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
学术界所说的潮州 、惠州 、钦州 、廉州

“

同时起义
”

计划根本

不存在 ，
只不过是对孙中 山几个

“

小计划
”

之结果进行的总结罢了 。

三 、 武装起义的接连爆发 ：从镇南关起义到河 口起义

孙中山于 1 9 0 7 年 1 0 月 8 日为介绍两广军事进展并促筹款而致函邓泽如等 ：

弟 前 函 云数 月 以来 ， 两广 革命军 已 竖旗起义 ，破城略地……弟 自 南来 ， 即欲经 营大军 ，在钦

廉发起 ， 以东 西兼顾 ， 沛 然进取……有两广 以 为根本 ， 治 军北 上 ，
长江南北及黄河南 北诸 同志 必

齐起响 应 ， 成恢复之大功 ，
立 文 明 之政体 ，在此一举 。 我 同志诸兄 筹饷之功 ， 必与 身 临前敌者共

垂千古 而 不朽 矣 。
②

因为防城起义在一个月之前即 已失败 ，
所以信中所言似乎有夸张成分 ，但也说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想要通过东军 、西军推进武装起义设立军政府的愿望
一

直没有改变 。 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东军方面

毫无进展 ，
西军方面发动了如下

一

系列武装起义 （见表 2
） 。

表 2 镇南关 、上思 、河口起义的筹划 、 爆发 、起义军解散时间
一

览表

镇南关起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

起义的筹划时间 1 9 0 7 年 1 1 月 2 1 日


1 9 0 8 年 1 月 1 9 0 8 年 4 月

起义 的爆发时间


1 9 0 7 年 1 2 月 1 日


1 9 0 8 年 3 月 2 7 日


1 9 0 8 年 4 月 2 9 日

起义军解散时间


1 9 0 7 年 1 2 月 8 日


1 9 0 8 年 4 月 中旬


1 9 0 8 年 5 月 下旬

资料来源 ：？广东省哲 学社 会科 学研究 所历史研 究室 等合编 ： 《孙 中 山 年谱 》 ， 中华 书局 1 9 8 0 年版
，
第 9 0 页

； 陈锡祺 主编 ： 《孙

中 山 年谱长编 》上册 ， 第 4 1 6
—

4 1
8 页

；
冯 自 由 ：《 丁 未广 西镇 南关革 命军 实录 》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第 8 8
—

9 9 页
。 ？陈 锡祺主编 ：

《孙 中 山年谱长 编 》上册 ， 第 4 2 8— 2 9 页
；
冯 自 由 ： 《戊 申 钦州 上思 革命 军实录 》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第 1 2 8

—

1 3
1 页 。 ？ 陈锡褀主

编 ： 《 孙 中 山 年谱长编 》上册 ，第 4 2 9＾ 3 1 页 ；
冯 自 由 ， 《 戊 申云南 河 口革命军 实录 》 ，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第 1 4 0

—

1 5 4 页 。

① 《致邓泽如函 》 （ 1Ｗ 7 年 Ｕ） 月 8 日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3 4 6
—

3耵 页 。

② 《致邓泽如 函 》 （ 1 9 0 7 年 1 0 月 8 日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3 4 5
—

3 4 7 页 。

6 6





李平秀 ／ 清末 革命 团 体 与 秘 密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 装起义 为 主

首先是镇南关起义。 1 9 0 7 年 1 1 月 2 1 日
，孙中 山在河内 召集黄兴、胡汉民及三合会首领等商

量计划发动镇南关起义 。
？ 据冯 自 由记述 ，孙中山先曾命令王和顺负责镇南关的军事活动 ，

但当时

与革命党有所联系的广西凭祥地区土司李祐卿却与王和顺不和 ，孙中 山只好派黄明堂 、关仁甫接替

王和顺。 最终 ，起义于 1 2 月 1 日 爆发 ，黄明堂率先带领起义军进攻那模村 ， 随后接连 占领镇北 、镇

中和镇南三台 。 第二天 ，孙中 山 、黄兴 、胡汉民也抵达镇南关 。 不过 ，
由于 4 日 陆荣廷率领的清军开

始反攻 ，孙中 山 、黄兴 、胡汉民等不得已在当晚与黄明堂作别 ，于 5 日 重返越南河 内 。 之后数天 ，丁

槐 、龙济光率领四千清军与陆荣廷部会合 ，并 围攻义军 ，起义军虽然死守三炮台 ，但不久即弹尽粮

绝 ，
8 日遂放弃炮台 ，

黄明堂将起义部队撤退到中越边境线上 。
②

接下来是上思起义。 据冯 自 由记述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
，
孙中山 于 1 9 0 8 年 1 月 2 4 日被逐 出越

南
，
前往新加坡躲避 。 此时孙中 山命令黄兴率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剩余兵力 ，重返钦州发动起义 。

之后黄兴致信驻屯在钦州的郭人漳 ， 希望他提供弹药 ，并伺机与起义军进行呼应 。 1 9 0 8 年 3 月 2 7

日黄兴与黎仲实等人从越南芒街出发 ，与起义军合力 ，

一

起进攻钦州 。 到达广东东兴 （ 今广西东兴

市 ） 后 ，黄兴以
“

中华民 国军南军总司令
”

的名义发布告示。 革命军与清军分别于 3 月 2 9 日 、
4 月 2

日在小峰 、马督山展开激战 。 最终 ，
革命军未能攻克钦州城 ，

且虽曾浴血抵抗 ，
还是因弹尽粮绝而败

北 。 随后黄兴 、黎仲实相继返回越南 ，起义军也重返十万大山 。
③

最后一次起义是河 口起义 。 同样据冯 自 由记述 ’
1 9 0 8 年 4 月 ，孙 中山命黄明堂发动起义 ，

王和

顺 、关仁甫在旁辅佐 ，并派河内的黎仲实等八名革命党人赴老街补给军需用品 。 4 月 2 9 日 ， 黄明

堂 、王和顺 、关仁甫率领起义军在河 口 发动起义 ，
最终 占领河 口城 ，随即以

“

南军都督黄明堂
”

名义

发布安民告示 。 随后 ， 黄明堂准备经蒙 自进军昆明 。 为此 ， 关仁甫率部分义军由曼耗 （ 蛮耗 ） 、个旧

北上进攻蒙 自 。 但 5 月 3 日 ，起义军失利 ，退兵河 口 。 与此同时 ，
王和顺率另一部分义军于 4 日 占

领南溪
，

6 日 占领古林箐 。 至此 ，义军虽欲进一步进攻蒙 自
，
但由于弹药军饱不足 ，

只能暂时驻屯下

来等待补给 。 正当此时 ，黄兴于 5 月 3 日 从钦州 回到越南
，

5 日 孙中 山便任命其为
“

云南国 民军总

司令
”

统率全军 ，
7 日黄兴抵达河 口 。 然而起义者并不随他进攻蒙 自 ，

无奈 ， 黄兴重返越南 ， 准备调

动钦州起义军赴填作战 。 不幸的是 ，黄兴于 1 1 日返 回河内途 中 ，被法国警察逮捕并驱逐出境 。 随

后清军开始集合兵力攻击王和顺大营 。 2 2 日王和顺赴河 口 与黄明堂商议占领思茅 ，并以此为根据

地进攻昆明 。 但这
一计划未能实现 ，

王和顺只能带领义军退回河 口
，
士气大挫。 最后 ，黄明堂 、 王和

顺 、关仁甫等带领起义军撤退到中越边境 。
④

以上便是冯 自 由记述的从镇南关起义到河 口起义的简要过程 。 但在记述中 ，冯 自 由并未阐明

以下疑点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什么要 占领镇南关？ 镇南关起义与上思起义有怎样的联系 ？ 孙 中

山等革命党人又为什么突然将 目标从广西南宁转移到云南昆明 ？

从镇南关的地理位置看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很有可能将其视为钦州 、廉州起义军进攻南宁的突破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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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猝平
”

。
① 五天后《 中兴 日报》又刊登文章对此进行强调 ：

“

革命军 自破镇南关后……今镇南关之军 ，

由西而东 ，钦、廉之军由东而西 ， 以相会合 ， 目前正如江汉合流 ，

一泻千里 ，想不久定有大战 ， 以定全局

也 。

”

？当然 ，
实际情况并没有像报纸预测的那样升级为一场

“

大战
”

。 镇南关起义和上思起义的最终

目标是攻陷广西南宁 ，设立军政府 ，这与之前钦州防城起义一脉相承 。 1 9 0 7 年 1 0 月 8 日 防城起义失

败后与镇南关起义策划前 ，孙 中山写给邓泽如的信 ，
即反映这

一

点 ：

“

因现时两广之兵皆聚于南宁一

带 ，若南宁即破 ，则前无强敌 ，大军所至 ，迎刃而解矣 。 此为胜负之关头 ，革命军第
一

级着手处也 。

”

③

正是因为当时东军方面毫无进展 ，使孙中 山对西军方面寄予如许希望 ，并孤注一掷想要攻克南宁 ，进

而在此地设立军政府 。 镇南关起义和上思起义就是孙 中山这种意图 的最直接表现 。

对河 口起义的筹备 ，冯 自 由解释说 ：

“

滇事于镇南关发难以前 ，早已著手运动 ，至 1 9 0 8 年 4 月 ，

事机渐熟 。

”

④但迄今为止 ， 尚未找到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在镇南关起义前筹划云南军事活动的记录 ，

而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 中山在 1 9 0 8 年 2 月 8 日写给池亨吉的信中仅有只言片语提及
“

云南军
”

：于

是飘然离开河内 ，重过沦落天涯的亡命生活 。 但留黄兴及胡汉民兄弟 ，委以 当地及广西
一带的筹划

事宜。 黄兴君更为奋发 ， 已进人某地点 。 尤以云南军精心准备 ，照其预定计划展开工作 ，但何时起

事 ，现尚难以奉告 。
⑤ 在信中 ，黄兴 、胡汉 民 、胡毅生 已在广西的工作内容便是钦州上思起义 ，

而云

南军所准备者 ， 即河 口起义 。 由此可知 ，
河 口起义的筹备 ，别说在镇南关发难以前早 已动手 ，就是在

上思起义的过程中也没有完成具体策划和活动方略 。

在上思起义即将失败之时 ，
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才计划发动河 口 起义 。 反 观孙 中山等革命党人

将 目标从南宁转向昆 明的背景来看 ，从黄冈起义到上思起义 ，所有为了 占领广州或南宁而发动的起

义都以失败告终 ；而以两广总督为首的地方官员已经注意到孙 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 ；
而且

，起义

军士气已经受挫 ， 当地百姓对起义军的信任也大不如前 。
？ 这些情况使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必

要将攻击 目标从南宁转向昆明 。 特别是 ’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转移 目标之际 ，
三点会正活跃于滇桂

间军事要冲河口 等地区。 从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的奏折中可知 ， 自 1 9 0 3 年起三点会就在河 口 至蛮

耗沿河地区勒索抢夺商船 。
⑦ 1 9 0 7 年 1 2 月 云贵总督锡良也奏称 ，数年前三点会扩散到河 口 、蛮耗

等地 ，
1 0 月 ，

三点会分派忠义堂举办六次拜会活动 ，

一

个月之 内聚集千名 以上党羽 ， 图谋定期叛乱 ，

由于各地知县置之不问 ，
三点会势力 日益扩大 。

⑧ 对于欲以黄明堂 、王和顺 、关仁甫等天地会首领

为主干展开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 ，

三点会在河口 等地的发展显然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 良好的前

提条件 。 关仁甫在回忆录中提到 ：

“

余以义之所在 ，穷亦当干 ，毅然于 1 9 0 8 年 4 月 1 4 日赴滇 ，招集

（
三点会 ） 旧部 ，并运动防军 。

”

？这句话很好地印证了以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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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 团体 与 秘 密会 党 ：
以 同 盟会武装起 义为 主

四 、 武装起义各参与组织之相互关系

同盟会成立 以后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利用天地会等会党从 1 9 0 7 年 5 月 至 1 9 0 8 年 5 月大约一

年时间里 ，从潮州起义到河 口起义共发动六次武装起义 ，但最终均失败 。 失败原因 ，

一般被归结为

天地会等会党的 自 身弱点 ，但实际上这只是其中
一部分原因 。 如果想要找到其中更重要的原因 ，就

必须厘清武装起义各参与组织间的关系 。

武装起义
“

原计划
”

中 ，孙 中山为实现其
“

大计划
”

而制订了数个
“

小计划
”

，而实施这些小计划

又有三个先决条件 ：第一 ，资金 、武器的确保 ；第二 ， 秘密会党的动员
；
第三 ，对清军的策反。 但同盟

会凭借 自 身力量难以满足上述任何
一

个条件 ，唯有通过其他组织的协助才能实现 。 从潮州起义到

河 口起义 ，
主要的参与组织或人员可分为 四类 ：第一类是孙中 山等 同盟会核心人士 ；第二类是南洋

华侨组织以及 日本后援者 ；
第三类是天地会等会党 ；

第四类是郭人漳等清军将领。 从武装起义的展

开过程看 ，孙中山等 同盟会核心人士是
“

设计组织
”

，南洋华侨组织和 日本后援者是
“

援助组织
”

，
天

地会等会党是
“

执行组织
”

，郭人漳等清军将领则是
“

辅助组织
”

。 在这 四部分力量中
，
以会党最为

重要 ，

一

切筹谋均需要通过它来付诸实行 ，其他三个
“

组织
”

均围绕着
“

会党组织
”

来工作 。

首先了解一下资金 、武器的筹集情况 。 1 9 0 9 年 1 0 月下旬孙中 山在致吴稚晖信中写道 ，从潮州

起义到河口 起义大约花费了二十万元左右 ， 大半都是 由南洋各地集资而来 。
？ 另外 ，据张玉法研

究 ，在同盟会中 ，
孙 中山 、汪精卫 、邓泽如 、胡汉 民等人主要负责筹集资金。 除匿名者外 ， 孙中 山 、铃

木 、
李卓峰 、 曾锡周 、马培生 、黄景南 、张人杰等是主要资金捐赠人 。 而这些资金主要来 自 日本东京 、

南洋 、越南河内 、泰国以及法国巴黎 ，共计二十七万五千港元 。
②

无论如何 ，起义成功需要大笔资金支援 ，
且尽管孙 中山 等竭尽所能 ，但资金和武器仍 旧远远不

够 。 据冯 自 由记述 ，潮州和惠州起义军约需军饷十万元 ，孙中山 向香港富商陈庚如 、陈席儒 、杨西岩

请求支援 ，但遭到拒绝 。
③ 七女湖起义过程中 ，

1 9 0 7 年 6 月 7 日
，孙 中山致电平山 周 ， 请求武器支

援④ ，

一周后再次致电平山 ，恳求
“

订购一万 （ 支枪 ） ，先送铳二千 ， 弹二百万
”

。
⑤ 其实 ，

不仅上述两

次起义 ，在每次武装起义筹划过程中 ，革命党都曾遇到资金与武器严重匮乏 的 问题 。 1 9 0 7 年 8 月

2 3 日 ，孙 中山致信张永福 、陈楚楠 ， 称 ：

“

如潮事发起 ， 当拨新式快枪数千… …前在星坡得各同 志捐

助三千元 ，其数实不敷用……若能得数千元之数专为潮用 ，更得数千元交子瑜兄再举于惠州 ， 以谋

牵制 ，则东路之师必大盛 。 此万余元之运动费 ，不能不望之星坡同志也 。

”

？孙中山按照该计划一方

面呼吁南洋华侨捐献革命资金 ，另
一方面用部分资金购买武器。 这就是冯 自 由记述中提到的

“

汕

尾运械
”

。 具体而言 ，
七女湖起义失败后 ，孙中 山努力通过 日 本人萱野长知购买武器 。 当时孙中 山

募集到
一

万 日元 ，冯 自 由先将这笔钱汇给萱野长知 ，
后在 日本后援者的担保下 ’购得新式连发枪两

千支 、子弹
一百二十万发以及部分其他装备 。 按照 1 9 0 7 年 1 0 月初计划 ，这批武器在许雪秋运作下

第一步运往汕尾 ，第二步转移到平海 ，但此计划由 于清军守备严密而流产 。 最后 ，这批武器在运 回

① 《致吴稚晖函》 （
1 9 0 9 年 1 0 月 下旬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4 2 1 页 。

② 张玉法 ： 《 清季的革命团体 》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1 9 7 5 年版 ， 第 4 3 9 页

。

③ 冯 自 由 ： 《
丁未潮 州黄 冈 革命军实 录 》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第 9 8

— 9 9 页 。

④ 《致平 山周 电 》 （ 1 9 0 7 年 6 月 7 曰
） ， 《孙 中山 全集》 第 1 卷 ， 第 3 3 7 页

。

⑤ 《致平 山周 电 》 （
1 9 0 7 年 6 月 1 4 曰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3 3 7 页 。

⑥ 《复张永福陈 楚楠 函》 （ 1 9 0 7 年 8 月 2 3 日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3 3 8

—

3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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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的过程 中又被 日本警察没收 。
？ 这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陷入严重财政困难 ，

同时使潮州 、惠州

方面军事作战受到影响 。

西军方面的情况也不乐观 。 防城起义期间 ，孙 中 山于 1 9 0 7 年 9 月 1 3 日 致函宫崎寅藏称 ：

“

现

Ｂ寸最急者军饷 、军械两大宗 ，
望悉力筹划 ，

以相接济
”

。
② 而防城起义失败后 ，孙中 山 于 1 9 0 7 年 1 0

月 1 日致函何佩琼称 ：

“

义军屡破虏兵 ，清朝尽调广东 、广西之兵来战 ， 我军虽勇 ，惟军火粮饷 尚须

源源添足 。

”

与此同时 ，他
“

特派汪精卫 、黄龙生、刘岐 山三人来西 、堤两岸 （ 即西贡和堤岸 ） ，与各同

志面商 ’设法速筹巨款 ，接济军需
”

。
③

在镇南关起义到河 口起义阶段 ，孙中 山也受到武器、资金不足的 困扰 。 1 9 0 8 年 1 月 3 日 孙 中

山致函萱野长知 ，陈述
“

汕尾运械
”

计划 由于宫崎寅藏等担保的贷款到期而发生了财政问题 ， 因此 ，

“

自 南关役后 ，
机局未始无进步 ，然 以经济问题不能解决 ，故做事不能快意

”

。
④ 1 9 0 8 年 4 月 2 2 日

孙中 山又致电马来西亚挂罗庇劳 （
Ｋｕａ ｌａＰｉ ｌａｈ

） 同盟会会员称 ：

“

刻下有最急之需而不容缓者 ，有广

西营勇约降之花红及饷需万余元 ，有云南待举之接济需万余元 ，有钦军之加补子弹需二万余元 ’此

三宗统计不过五六万元耳
”

，进而强调
“

革命军定章称 ：凡出 资助饷者 ，军政府成立之后 ，

一年期 内

四倍偿还 ， 即万元还四万元也 ，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
”

。
⑤ 1 9 0 8 年 5 月 2 0 日 ，孙中山

在给邓泽如 、黄心持的信中 ，
不仅承认

“

吾党财政之困难 ，真为十余年来所未有 …… 自 云南义师起

后
，更急如星火

”

，甚至提出
“

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 ，
当酬 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

”

。
？

如上所述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
却没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和武器 。 面对

这种情况 ，孙中山强调 ，
武装起义

“

今 日之得失成败 ，在于能速得此款否耳
”

。
⑦ 可以说 ，这是多次武

装起义无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
，需要探讨

一

下黄冈起义至河 口起义中同盟会与天地会等会党的关系 。 表 3 列举了各次

武装起义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重要人物 。

表 3 黄冈起义至河 口起义中 同盟会与天地会关 系



同盟会核心人物秘密会党核心人物武装起义实际指挥者起义军主要成分

黄冈起义孙中 山 、许雪秋余丑 、余通 、陈涌波余丑 、余通 、陈涌波

七女湖起义孙中山 、邓子瑜陈纯 、林旺 、孙稳


陈纯 、林旺 、孙稳

防城起义 孙中山 、黄兴、胡毅生王和顺


王和顺
天地会等

镇南关起义 ￥中 山 、黄兴、胡汉＾ 王和顺 、黄明堂 、关仁甫黄明堂 、关仁甫秘密会党

上思起义 孙 中 山 、黄兴 、黎仲实


河 口起义 孙中山 、黄兴、黎仲实 王和顺、黄明堂 、关仁甫 王和顺、黄明堂 、关仁甫 、黄兴


说 明 ：
1 ． 表 3 根据表 1 和表 2 所用 资料制 成 ， 并且只列 入起义 中 的核心人 物 。

2 ． 虽 然
“

同 盟会核 心 人物
”

中孙 中 山 、 许雪秋 、

邓子瑜 均 曾 加入天地会 ， 所有
“

秘 密会党核 心人物
”

亦均 曾 加入 同盟会 ，
但根据他们 在起义 中发挥 的 主要作用

，
笔者仍将 其分别 归

入
“

同 盟会核心人物
”

与
“

秘 密会党核心人 物
”

栏 中 。

① 冯 自 由
： 《 丁未惠 州 汕尾运械失败实录 》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1 1 0
—

1 1 4 页 。

② 《致 宫崎 寅藏函 》 （ 1 9 0 7 年 9 月 1 3 曰 ） ， 《孙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3 4 3 页 。

③ 《致何佩琼函 》 （ 1 9 0 7 年 1 0 月 1Ｈ ）
， 《孙 中山全 集》 第 1 卷 ，第 3 4 4

—

3 4 5 页 。

④ 《
致萱野长知函 》 （ 1

9 0 8 年 1 月 3 日 ）
， 《
孙 中山 全集》 第 1 卷

， 第 於 7
—

3別 页 。

⑤ 《致桂 罗庇劳 同盟会 员 函 》 （ 1
9 0 8 年 4 月 2 2 日 ）

， 《孙中 山 全集》 第 1 卷
， 第 3 6 5 页 。

⑥ 《致邓泽如黄心持函
》 （ 1 9 0 8 年 5 月 2 0 0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3 6 7
—

3 6 9 页 。

⑦ 《致挂 罗庇劳 同盟会员 函 》 （
1 9 0 8 年 4 月 2 2 曰

）
， 《
孙中 山 全集》 第 1 卷 ， 第 3 6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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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同盟会核心人物中 ，除
“

革命实行者
”

黄兴外 ，
以孙中 山 为首 的同盟会核心人物均没有在

起义战场上督阵过 ，其余起义的实际指挥者均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 。 由此可以说 ，
因 为只有

“

秘密会党核心人物
”

才能够指挥会党 ，所以 同盟会为发动武装起义 ，
必须千方百计将

“

秘密会党核

心人物
”

吸收到同盟会中 。

例如 ，潮州起义就是许雪秋与潮州饶平县黄冈地区三点会首领余丑 、余通 、陈涌波等人联合 ，在

同盟会成立前秘密筹备的 。 而同盟会成立后 ，许雪秋便经张永福介绍 ，
于 1 9 0 6 年在新加坡面见孙

中 山时加入了 同盟会 。 随后他被任命为
“

中华民国军东江都督
”

，奉命在广州东江流域伺机图谋起

义 。
① 同年冬 ，许雪秋带领余丑 、余通 、陈涌波赴香港与冯 自 由会面 ，

三人随之加人同盟会 。
② 其

实 ，许雪秋之所以能够与潮州三点会取得联系 ，

一因其籍隶潮州潮安县 ，
二因其脾气秉性与江湖侠

客合得来 。
③ 据黄冈起义时两广总督的电报和奏折可知 ， 当时该地区的三点会势力极大 ，大约有三

四千名成员④ ，
同时余丑等三点会首领还调动诏安县三点会首领沈牛屎 、沈家塔一同参与起义。

⑤

惠州七女湖起义也是如此 。
1 9 0 7 年孙 中山在新加坡将出 生于惠州归善县且参与过兴中会 惠州起

义的邓子瑜吸收进同盟会 ，并将其派遣到惠州准备发动起义 。 邓子瑜 当时在香港进行会党动员工

作
，先后接触了归善县 、博罗县三点会首领陈纯 、林旺和孙稳 。 之后在陈纯等天地会首领的动员 、 召

集下 ，会党军攻打了惠州府城 。

在防城 、镇南关 、上思 、河 口起义中 ，王和顺 、黄 明堂 、关仁甫等天地会首领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位置。 广西邕宁人王和顺最初是广西天地会武装集团黑旗军刘永福的哨官 ，并 曾作为天地会首

领与陈亚发
一

起参与 了 1 9 0 2
—

1 9 0 3 年广西天地会暴动 。 暴动失败后 ，
王和顺经香港逃到越南西贡

避难 。
？ 广东钦州大寺镇人黄明堂则是 1 9 0 1 年前后活跃在 中越边境的三合会首领 。 他与会党首

领黄志灵联合后势力逐渐扩大 ，并以镇南关为中心展开
一

系列反清 、抗法斗争 。
？ 关仁甫出 生于广

东钦州上思 ，

1 8 9 3 年加入活跃在中越边境十万大山的天地会 ，
第二年被推举为该会首领 。 随后关

仁甫转移到广西 、云南交界地区作为天地会分派忠义会首领 ， 曾与哥老会首领周云祥一起发动滇南

起义 ， 但最终失败 ，后不得已于 1 9 0 6 年逃亡越南 。
⑧ 如上所述 ，

王和顺 、黄明堂 、关仁甫在加人同盟

会之前均是著名天地会首领 ，且在广东 、广西 、云南与越南边境地区组织天地会开展反清 、抗法斗

争 。 同盟会成立以后 ，
孙中山派黄兴等人与他们接触 ，并成功将其纳入同盟会 。 正是在他们 的召集

下
，会党军作为主力参与了防城 、镇南关 、上思 、河 口起义 。

综上所述
，
从潮州起义到河 口起义 ，均与兴中会时期的武装起义类似 ， 由孙中 山等同盟会核心

人物一手策划 ，且参加起义的秘密会党重要首领多已加人同盟会 。 但是作为起义军主要构成的一

般会党成员并没有加入同盟会 ，他们只有在会党首领号召下方能集结起来参加起义 。 换句话说 ，孙

中山等同盟会核心人物只是接触了天地会等会党的部分首领 ，
而不是直接动员普通成员 ，所以不得

① 冯 自 由 ： 《 东军都督许雪秋 》 ，《 革命逸 史》 第 2 集
， 第 1 8 4 页 。

② 冯 自 由 ： 《 丁未潮州 黄 冈革命军 实录 》 ， 《革命逸 史》 第 5 集 ，第 8 8 页 。

③ 冯 自 由 ： 《 东军都督许雪秋》 ， 《革命逸 史》 第 2 集
， 第 1 8 3 页 。

④ 《两 广总督周馥为黄 冈会党踞寨戕 官事致军机 处电 》 （ 光绪三 十三年四 月 十五 日 ） ， 《辛亥革命前十年 间 民变档 案 史料 》 下

册 ， 第 4 5 7 页 。

⑤ 《开缺两广 总督周馥奏剿平黄 冈乱事办理先后情 形折》 （ 光绪三十 三年 四 月 二十 六 曰 ） ， 《辛亥 革命前 十年 间 民 变 档案 史

料》 下册 ， 第 4 6 0 頁 。

⑥ 冯 自 由 ： 《 南军都督王和顺 》 ， 《革命逸 史》 第 2 集
， 第 1 9 9

一

2 0 0 页
；
刘 平 、王志芳 ： 《王和顺 》

，

孙昉 、 刘 旭 华 ： 《海外 洪 门 与 辛

亥革命 ？ 外一种 ： 辛亥革命时期洪 门人物传稿 》 ， 中 国致公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第 2 8 3 

—

2 8 5 页 。

⑦ 刘平 、 王志芳 ： 《黄明 堂 》 ，
孙昉 、 刘 旭华 ： 《海外洪 门 与 辛亥革命 ？ 外一种 ：辛玄革命时期洪 门人物传稿 》 ， 第 2 8 7

—

2 8 8 页
。

⑧ 玉 军 、 壮强 、善愚 ： 《 关仁甫革命事略》 ， 《八桂侨史》 1 9 9 2 年第 2 期 ， 第 1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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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依靠这些首领 ，发动武装起义 。 这势必导致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与普通会党成员脱节 ，不能

直接指挥并控制起义军 ， 只能听由会党首领代为领导 。 同盟会只有建议筹划权 ，
而没有直接指挥

权。 其对会党只停留在利用层面 ，
而没有进入改造层面 ，这是上述起义失利 的关键因素 。

最后 ，是对清军将领的策反问题 。 从潮州起义到河 口起义 ，对清军将领的策反虽然只起到辅助

作用 ，但如果对清军将领的策反
一旦成功 ，就将使武装起义的影响急剧扩大 ，所以 ，这种策反也是武

装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

。 防城起义和上思起义的发展和失败均与对清军将领策反有很大关

系 ，
而主要策反对象是郭人漳和赵声 。

郭人漳是镇压太平天国 的湘军主要将领郭松林之子 。 留学 日本期间 ，他于 1 9 0 3 年加人拒俄运

动者所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 ，在与黄兴 、张继等革命党人的交流 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排满革命与民

族主义思想。 但他归国后 ，按照家族的安排 ，就任山西候补道台 ，
开始踏人官场 。 另一方面

，
黄兴于

1 9 0 4 年 2 月 组织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失败后 ，又于同年 1 1 月 赴上海组织爱 国协会 ， 当时郭人漳亦

曾入会 。 不久 ， 由于卷入王之春暗杀事件 ， 郭人漳与黄兴、张继等十余人
一

起被捕 。 尔后经上海道

袁树勋担保 ，他被释放 ，同时黄兴也使用假名 ，并以其文案师爷身份获释 。 在黄兴重返 日本后 ，郭人

漳赴南京 ，任新军教练 。
？

赵声是江苏大港镇人 ， 因义和团运动而萌发反清思想 。 1 9 0 1 年他以第
一

名成绩考人江南水师

学堂
，
但受到强国会牵累而退学 ，

后又被江南陆师学堂特别录取 。 在陆师学堂 ，赵声认识了章士钊 、

卢润洲等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 。 1 9 0 3 年毕业后 ，赵声在赴 日进行军事视察途 中 ，受黄兴 、杨笃生 、

何香凝等人影响 ，革命思想逐渐高涨 。 归国后 ，他曾参与拒俄运动 。
1 9 0 4 年之后 ，赵声为反清而加

人北洋新军 ，
虽拟伺机而动 ，却并未达成其革命 目标。

1 9 0 6 年 ，他结识郭人漳。
？

1 9 0 7 年初 ，郭人潭任广西防营统领 ，而赵声任广东新军管带 ， 由此两人再次见面 。 如前所述 ，

孙中 山曾对二人寄予很大希望 ，但由于两广总督的严密控制 ，郭人漳并未完全踏上革命道路 ，而赵

声也没能找到发动起义的良好机会 。

从具体历史过程看 ，

1 9 0 7 年 3 月刘思裕领导钦州三那地区人民开始展开抗捐斗争 。 孙中 山一

面特派邝敬川到三那调査事情真相 ，

一面为利用抗捐斗争促成革命 ，派黄兴 、胡毅生分别到钦州郭

人漳处和廉州赵声处 ，敦促二人与革命党共谋起义 。 当时已奉命镇压抗捐斗争的郭人漳 ，
虽然表面

同意反清 ，实际上却阳奉阴违 。 在王和顺正式发动钦州防城起义后 ，新任两广总督张人骇又命令郭

人漳和赵声前往当地镇压起义 。 当 时王和顺已经率领起义军占领防城 ，准备进攻钦州府城 ，但郭人

潭非但不进行呼应 ，反大举反攻 ，并收复起义军已经 占领地区 。 此外 ，赵声身在合浦 ，
也没能找到举

兵反清机会 。 事后 ，
两广总督张人骏在为镇压三那抗捐斗争和防城起义将领奏报论功行赏的折子

中称 ：

“

郭人漳 自 四月 间调赴廉 、钦 ，攻三那 ，复防城 ，
搜剿钦西 ，无战不克

”

， 因此
“

将 已革陕西补用

道郭人漳开复原官衔翎 ， 留粤补用 ，
并免缴捐复银两

”

。
③ 显而易见 ，郭人漳的两面做法是防城起义

失败的重要原因 。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能及时察觉郭人漳此种态度 ，反而在重新策划钦 、廉武装起义时再次对郭

① 高 拜石 ： 《 郭人漳参加革命始末 》 ， 《 古春风楼琐记》 第 9 集
，
台 湾新生报社 1 9 7 9 年版

，
第 1 0 1

—

1 0 4 页
；
沈寂 ： 《 军 国 民敎育

会与 同盟会的成 立》
，
《安徽 史学 》

2 0 0 8 年第 1 期
，
第 5 5

—

6 0 页 。

② 郭孝义 ： 《赵声评传 》 ， 《镇江师专学报 》 1 9 9 8 年第 2 期
， 第 3 9一 5 页 ；

黄德 昭
： 《赵声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 华 民

国史研究室 编 ： 《 中华 民 国 史人物传 》 第 8 卷
，
中华书局 2 0 1 1 年版

， 第 5 2 8 3
—

5 2 8 4 页 。

③ 《两广 总督张人验为钦廉剿捕获胜事致 军机处电 》 （
光绪三十三年 十 月 二十三 日 ）

， 《 辛亥革命前十年 间民变档案史料》下

册 ， 第 4 6 8 页
；
冯 自 由 ： 《丁 未钦州 防城革命军 实录 》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1 0 6
—

1 0 8 页 ； 《两 广 总督张人驳奏剿 办廉钦革党获胜 出

力人员择优请奖折 》 （
光绪三十三年十

一

月 十九 日
） ， 《辛玄革命前十年 间民变档案史料 》 下册 ， 第 4乃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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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 团 体 与 秘 密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 装起义为 主

人漳进行策反。
1 9 0 8 年 1 月 2 8 日 黄兴派谭人凤前往郭人漳军营 ，请求武器支援 ，煽动其反清 。 但

据谭人凤回忆 ，当时郭人潭敌视革命的态度 已然鲜明 。
？ 之后郭人漳部与黄兴所率起义军发生正

面冲突 ，据张人骇奏称 ，郭人漳曾率部在小峰山歼敌数十股？ ，但在随后的马笃山 战斗中又被黄兴

起义军击溃 。 由此 ，郭人漳视革命党人为仇敌 ，并悬赏三万银两捉拿黄兴 。
③

总之
， 在同盟会正式起义计划 中 ，

并未包括策反清军将领 ，个别的策反工作只是基于部分革命

党人与少数清军将领之私人关系 。 而且 ，郭人漳不但没有加人同盟会
’ 与起义会党也没有干系 ， 是

个首鼠两端的
“

彻头彻尾机会主义者
”

④
， 由其来支持会党起义 ，

无异于缘木求鱼
； 对郭人漳的过度

依赖 ，直接显示出同盟会武装起义战略的失败 。

五 、 从革命宣传品看武装起义性质

对于同盟会和天地会共同开展的武装起义革命活动 ， 应该如何定义其性质呢？ 从同盟会所制

定的 《革命方略》
之《军政府宣言》可知 ，如果此前之革命被称为

“

英雄革命
”

，那么这次革命就应被

称为
＂

国 民革命
”

，
而同盟会宗旨则规定为

“

驱除鞑虏 、恢复 中华 、建立民 国 、平均地权
＂

。
⑤ 因此 ，本

文所述六次武装起义均以推翻清朝统治 ， 建立共和国 为最终 目标
，
而其过渡政权形式则是

“

军政

府
”

，其主力军是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组成之 国 民军 ，统率者为军都督 。 关于军政府与 国民军 、军都

督之关系 ， 《革命方略》做出如下规定 ：

一

、各处 国 民 军 ，每军 立一都 督 ， 以起义之首领任之 。

二 、军 都督有全权掌理 军务 ，便宜行事 。

三 、关 于重 大之外交 ， 军都 督 当 受命于 军政府 。

四
、关 于 国体之 制定 ， 军都督 当 受命于 军政府 。

五 、 国 旗 、 军政府 宣 言 、 安 民 布告 、对外 宣 言 ，
军都 督 当依军政府所定 ， 不得 变 更 。

六 、略地 、 因 粮等规则 ， 军都 督 当依军政府所定 ；
惟参 酌机宜 ，得变通办理 。

七 、 以 上各 条
，
为 军 政府 与 军 都 督 未 交通 之前 关 系 条件 ； 其 既 交 通后 ， 另 设 规则 以 处

理之 。
？

从原则上看 ，军政府为起义最高指挥者 ，但事实上从黄冈起义到河 口起义均是在没有军政府的情况

下进行的 ，孙中山等指挥武装起义 的革命党人间接起到了军政府的作用 。 因此
，革命党人实为准

“

军政府
”

主体 ，
而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及其首领或可视为准

“

军都督
”

和准
“

国 民军
”

。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对革命中具体事项定有诸多政策 、策略 ，如 《革命方略 》 中之 《军队之编

制》 、 《战士赏恤》 、 《略地规则 》 、 《 因粮规则 》 、 《安民告示 》 、 《对外宣言》 、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 、 《扫

① 石芳勤编 ： 《谭人凤集 》 ，湖 南人民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3 2 6

—

3 2 7 页 。

② 《两广 总督张人骏为 缉捕转入越南之起义者事致外务部 电 》 （光绪三十四年三 月 五 日 ） ， 《孙 中 山 与广 东
一

广 东 省档案

馆库藏海关挡案选译 》 ， 第 7 0 8 页 。

③ 饶怀民编 ： 《 刘 揆
一集》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1 5 4 页 。

④ＥｄｗａｒｄＪ
．

Ｍ ． Ｒｈｏａｄｓ ， Ｃｈｉ ｎａ
＊

ｓＲ ｅ
ｐ
ｖｂｉｉｃａｎ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ｒｉ

＇

．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 ， 

1 8 9 5
—

1 9 1 3
 ，ｐ

． 1 2 0 ．

⑤ 《 中 国 同盟会革命方略》 （ 1 9 0 6 年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2 9 6

—

2 9 7 页 。

⑥ 《 中 国 同盟会革命方略》 （ 1 9 0 6 年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2 9 8

—

2 9 9 页 。

7 3



2 0 1 5年第
1期


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等 。
？ 特别是 ，起义军每占领

一处
，就要首先发布安民告示 ，获取民心 。 而

安民告示的主要 内容就是打倒清政府专制统治 ，恢复 中华 ，
建立中华 民 国军政府

，
这与 《军政府宣

言》大同小异 。 据以上同盟会《革命方略》 ，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任命黄 冈起义中 的许雪秋为

“

国 民军

东军都督
”

、 七女湖起义中的邓子瑜为
“

负责人
”

、防城起义中 的王和顺为
“

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
”

、

镇南关起义中的王和顺和黄明堂依次担任
“

镇南关都督
”

、任命上思起义 中的黄兴为
“

中华民 国军

南军总司令
”

，
以及河 口起义中的黄明堂为

“

云南国民军总司令
”

，正式开展武装起义活动 。
②

与同盟会建立具有近代性质之共和国主张相 比 ，
天地会往往承袭更具传统性质之反清复明 目

标 。 由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作为起义执行者作用不容小觑 ，遂造成其 目标亦嵌人武装起义过

程 。 例如 ，两广总督周馥在奏报黄冈起义时称 ，陈艺生 （ 即陈宏生 ）等
“

妄称
‘

大明军政都督府孙
’

等

字样 ，竖旗起事
”

。
③ 不管这里的孙指的是孙 中 山④还是会党首领孙光武⑤ ，值得注意的是

“

大明
”

这一说法 。 而据闽浙总督 电报 ，在抓捕
“

匪首
”

吴春时曾搜出两张写有
“

洪顺堂
”

的匪票 。
？ 洪顺堂

就是洪门 ，特指天地会的五房之二房 ；并且 ，
天地会在举事时习惯制作印有

“

洪顺堂
”

字样之红旗 。
⑦

此外 ， 《华字 日报》亦报道 ，黄冈起义时
“

乱党
”

发布安民告示 ，
上书

“

广东提督军民除满复汉
”

。
⑧ 这

里的
“

除满复汉
”

就意味着同盟会的
“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

，同时与天地会的
“

反清复明
”

异曲同工。

七女湖起义中也表现出很强的天地会特性 。 据说 ， 当时陈纯 、林旺 、孙稳为扩充兵力 ，在归善 、

博罗 、龙门等地发布告示称 ：

“

洋洋 中国 ，荡荡 中华 ，千邦进贡 ，
万国来朝 ，夷人占夺 ，此恨难消 ， 招兵

买马 ，脚踏花桥 ，木杨起义 ，剿绝番苗 ，军民等人 ，英雄尽招 ，
正面天子 ’

立转明朝 。

”

？虽然此布告有
“

兵马大元帅黄
”

字样 ，
但事实上与天地会传统的招军榜传单无甚差异 。

⑩ 七女湖起义中使用的传

① 《 中 国 同盟会革命方略》 （ 1 9 0 6 年 ）
，
《孙 中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2 9 9
—

3 1 8 页 。 《招军章程 》 和 《 招降清朝 兵勇 条件 》是河 口

起义后孙 中山 、 胡汉民 、 汪精卫在新加坡所增订 ，
其余文件 为孙 中 山 、黄兴 、章太 炎等在 日 本制定

（ 《 中 国 同盟会革命方略》 （ 1 9 0 6

年 ）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2 9 6 页 ） 。

② 冯 自 由 ： 《丁未湖州黄冈 革命军实 录》 ，《革命逸史》第 5 集
，
第 8 8 页

；
冯 自 由 ： 《 丁未 惠 州七女湖革命军 录 》 ， 《革命逸 史》 第 5

集
，第 1 0 0 页

；
冯 自 由 ： 《 南军都督王和顺 》

，
《 革命逸史》 第 2 集

， 第 2 0 0 页 ；邹鲁编著 ： 《 中 国 国 民党史稿 》 第 3 编
， 第 7 3 8 页

； 冯 自 由 ： 《戊

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1 2 8 页

；
冯 自 由 ： 《 戊申 云南河 口革命军 实 录》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1 4 3 页 。

③ 《开缺 两广总督周 馥奏剿 平黄 冈乱 事办理先后情形折 》 （光绪三十三年四 月 二十 六 日
） ，

《辛 亥革命前十年 间 民变档案 史

料》下册 ， 第 4 6 0 页 。

④ 《收开缺两 广 总督周馥致军机处请代奏 电》 （ 光绪三十三年四 月 二十三 日 ） ， 中 国 第一历 史档案馆 编 ： 《清代军机处 电报档

汇编 》第 3 0 册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第 4 3 5一 3 6 页 。

⑤ 《十九 日 戌刻广 州 专 电 》 ， 上海《 时报》 ，
1 9 0 7 年 5 月 3 1Ｈ， 第 2 版

；

又见江中孝 、 邓开颂主编 《 丁未潮 州黄 冈起义史料辑注

与研究 》 ，
天津古藉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5 1 頁 。

⑥ 《收闽 督致军机处请代奏 电 》 （光绪三十三年四 月 二十五 日
） ， 《 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 》 第 3 0 册

，
第 4 3 9Ｋ） 页 。

⑦ 萧一 山编 ：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 5 卷
，
上海文艺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第 1ｉｆ
；
光 绪《香山县志》 第 2 2 卷

，

“

纪事
”

，
上海 书店

2 0 0 3 年影 印版
， 第 5 3 页 。

⑧ 《本馆特 电 ： 黄 冈 匪乱之详情 》 ，
香港 《华 字 曰报》 ，

1 9 0 7 年 5 月 3 0 曰
；
又见江中孝 、 邓开颂主编 《丁未湖 州 黄冈 起义史料辑

注与研究》 ，
第 4 1 页 。

⑨ 黄珍吾 ： 《华侨与 中 国革命》 ，
台北 国 防研究院

”

 1 9 6 3 年版 ，第 1 1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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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
一 山编 ：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第 1卷

，
上 海文艺 出版

社 1 9 9 1 年版
， 第 7 宽

，

“

招 军牌 ： 洋洋 中 国 ，
场场天朝

，
千邦进贡

，

万国 来朝
，
夷人 占夺

，

此恨难 消 ，
招兵 买马

， 高 架洪桥 ，
木杨起义

，
消

灭识朝
”

； 萧一山编 ：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第 6 卷
，
上海 文艺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2 1 页

，

“

杨扬 中 国
，
汤汤天朝

，
千邦来贡 ，

万 国 来

朝
，
夷人 占夺 ，

此恨难 消
，
招兵买马 ，高塔花桥 ，木杨起义 ，夺回 识朝 ， 招军榜 ，

天运 甲 寅年七 月 念五 日
”

。 对此传 单的较详 细分析 ，参

见 李平秀 《预 言与叛乱——咸丰四年
“

陈松天地会集团
”

叛乱 的政治 背景》 ，

“

第 二雇 中 国秘 密社会史国 际学术研讨会
”

论文
，
山 东

济南 ，
2 0 0 9 年

，
第 2 7 2

—

2 7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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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 秀 ／ 清末革命团 体与 秘 密 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装起义为 主

单只是在此基础之上添加 了

“

剿绝番苗 ，军民等人 ，英雄尽招 ，正面天子
”

字句 ，直接反映出
“

立转明

朝
”

等天地会反清复 明性质 。 纵使冯 自 由 曾记述
“

黄 冈 既克 ， 党军遂依革命方略所规定布告安

民
”

①
，但上述史实表明 ， 由于起义中 同盟会派遣的许雪秋 、邓子瑜并未能直接统率义军 ， 而是由 当

地天地会首领负责召集会党 ，指挥作战 ，
因此黄冈起义与七女湖起义均显现 出很强的天地会性质 。

那么 ， 由王和顺 、黄明堂 、关仁甫等天地会首领直接领导的防城起义 、镇南关起义以及河 口起义

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清政府亦认为 ，他们都是在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直接引导下加人同盟会的天地

会首领 。
② 但 目前 ，关于这些起义的革命宣传品有据可查的 ，

只有防城起义 。 防城起义 中 ，起义军

曾 以
＂

中华国 民军南军都督
”

王和顺的名义 ，于 1 9 0 7 年 9 月 3 日发布《报告粤东之同胞 》布告 ，其性

质与安民告示类似 ，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以下四部分 ：第
一

，中 国被满族控制 已有两百六十年之久 ，

生灵涂炭 。 酿造 了扬州十 日 、嘉靖屠城 、广州十 日 等屠杀惨剧 。 虽然在粤省爆发 了太平天 国运动 ，

但最终没能驱逐满人 。 第二 ，
王和顺很早便为伸张正义投身洪 门

，
以反清复明为宗 旨在南宁等地奋

战数载 。 这里的
“

明
”

指中 国 ，
而

“

清
”

指满人 ，所 以他并不是在为朱家尽忠 ，
而是为 中 国浴血奋战 。

第三 ，
王和顺在与孙 中山 的接触过程中 ， 了解到治 国根本和 民族主义

，领悟到
一

定要以 自 由 、平等 、

博爱精神打倒专制 ，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 所以 目前王和顺以都督身份发动武装起义 。 第 四 ，因此王

和顺呼吁粤省同胞
一同参与伟业 ，鼓舞国民士气 ，驱逐满人政权 ，

在敌人的首府上一定插上新的旗

帜 。
③ 从上述内容看 ，此告示反映出会党传统理念与孙中 山近代革命理念的结合 。

须注意的是 ， 同一时斯所发布 的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完全符合同盟会《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内

容 ，但 《报告粤东之同胞》这
一

布告与 《革命方略 》所规定的 内容不同 ， 因王和顺强调 自 己是天地会

首领和同盟会革命军都督的行为违反 了同盟会 《革命方略》 中
“

国旗 、军政府宣言 、安民布告 、对外
‘

宣言 ，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 ，
不得变更

”

之规定 。 这一现象反映出 天地会首领加入同盟会后其行

动和观念还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的状态 。 兴中会时期 ，率领广东会党势力 的天地会首领郑士 良

作为惠州起义司令官时曾发布告示强调 ，

“

本会乃三合会会党 ，
又名义兴会 ， 又名天地会……本会

首并副会首等誓灭满洲 ，重立新君 ， 以兴中 国
”

④
，与上述王和顺行为如出

一

辙。

此外 ，虽然冯 自 由还曾提到防城起义中 的
“

中华民 国军都督王
”

安民告示 、上思起义 中的
“

中华

民国军南军总司令黄
”

告示 以及河 口起义中 的
“

南军部督黄明堂
＂

告示⑤ ， 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转述

具体 内容 。 其中 ，据唐颂南回忆 ，防城起义时 占领防城衙门后 ，
王和顺并不是以 自 己的名义而是以

“

张都督
”

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 。
？ 这一点从当时《 中兴 日报》报道中可以得到确认 ：

“

防城会党聚

众二千余人 ，于七月 二十六 日破防城… …其首领名张复辉 ， 自号 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 ，
出有 吊 民告

示
，
语多光复排满字句 。

”

⑦池亨吉也记道 ，
河 口起义中 的安民告示强调 ，

“

本军政府以义讨暴 ，为 民

① 冯 自 由
： 《丁 未潮 州黄冈 革命军 实 录》 ， 《革命逸史 》 第 5 集 ， 第 8 9 页 。

② 《云责 总督锡 良致 外务部电 》 （光绪三十四年四 月 五 日
） ，
中 国 史学会主编 ： 《 辛亥革命》第 3 册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1 9 5 7 年

版 ， 第 2 7 3 页 。

③ 《报告粵 东之同胞》
，
香港《 中 国 0 报》

，

1 9 0 7 年 9 月 2 8 曰
， 第 2 页 。

④ 《 中 国近事 ． 会党致 函西报》
，
横滨 《清议报》 第 6 2 册

，
光绪二十六年九 月 十一 日

， 第 9 页 。

⑤ 冯 自 由 ： 《 丁未欽 州 防城革命军 实 录》 、 《戊申 钦州 上思革命军实 录》 、《戊 申云 南河 口革命军实录》 ， 《革命逸史》 第 5 集 ， 第

1 0 7
、

1 2 8
、

1 4 2 页 。

⑥ 唐颂 南 ： 《辛 亥革命前后我参加钦防两次起义的 ？忆 》 ， 《广 州 文史资料 》 第 1 1 辑
，
政协广 东 市文史资料委 员会 丨 9 6 4 年编

印 ， 第 7 7 页 。

⑦ 《防城党军起事情 形 （
广 东 ） 》 ，

新加坡《 中 兴 曰报》 ，
1 9 0 7 年 9 月 3 0 日

， 第 2 版
；
又见 《 十次起义史料》 ， 《革命文献 》第 6 7

辑
，
第 8 7

—

8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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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命
”

，除
“

叛乱者
”

等十二条例处死刑外 ，还有如
“

私斗杀伤
”

等八项惩罚条例 。
？ 实际上这些内容

均与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中的安民告示性质不同 。

结论

本文对同盟会成立后发生的六次武装起义加以分析 ，从中得出几点结论 ：

首先要声明 ，
现存史料大多系孙 中山 等革命党人所作 ，

而天地会方面相对处于
“

失语
”

状态 。

故在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武装起义时必然会存在一定局 限性。 我们 固然不能否认正是冯 自 由 、邹

鲁等革命党人在民国时代呕心沥血的历史记述 ，
使得如今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与辛亥革命研究有据

可依 ，但这种由历史参与者叙述历史的方式本身就存有问题 ， 因叙述者之立场 、关注点及了解情况

存在局限 ’其记述每每会多 出
一

份主观 ，
少 了几许客观 ，多出

一

份感情 ’
少了几许理智 。 现存史料的

畸轻畸重也是造成
“

孙中 山 中心史观
”

乃至
“

革命派 中心史观
”

主导学术研究的原 因之一 。 借用一

位学者的话 ， 随着
“

（ 人工 ） 神话和 （ 历史 ） 真相之间差异的增加
”

，

“

秘密结社的角色就被固定化

了
”

。
② 当然 ，本文写作 目的不是要专门评判这些史观的对与错 ，

而是希望在分析和理解历史事件

时能够摆正视角 ， 以公平的尺子丈量历史 。

其次 ，本文对潮州 、惠州 、钦州 、廉州
“

同时起义
”

说法进行了讨论 。 通过对黄冈起义至河 口起

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展开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 ，所谓的
“

同时起义
”

不过是孙中 山的一种希冀而

已 ，而孙 中山 留下的文字也印证了并无
“

同 时起义
”

的计划 。 至于武装起义的屐开过程 ，大致可做

如下概括 ：

1 9 0 6 年 1 2 月 ，孙中 山受到萍浏體起义的激励 ，
基于同盟会 《革命方略》 的战略部署 ，在两广地

区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进行合作 ， 制订了 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 的
“

大计划
”

，并且还为此制订了

数个
“

小计划
”

。 第一个小计划是 占领广州 ，设立军政府 。 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先计划从罗 定 、肇庆

突袭广州 ，不幸失败
；
孙中山继而又从 日 本赴越南策划发动黄 冈起义 ，

及紧随其后的七女湖起义。

须注意 ，
以黄冈起义为代表的东军方面的武装起义 ，实际上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由南洋华侨积极计

划并促进开展的 。 无论怎样 ，随着东军方向的武装起义毫无进展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将视线集

中到西军方向 。 这就是第二个小计划 ， 即 占领广西南宁成立军政府 。 该计划直接促成的是防城起

义 、镇南关起义和上思起义的相继爆发 ，遗憾的是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遂又

开始着手第三个小计划 ， 即发动河 口起义 ，在云南昆明建立军政府 。 所有这些起义的依靠力量多是

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势力 。 关于这
一

系列 的起义 ，孙中 山在 1 9 0 9 年 1 0 月 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做出

如下说明 ：

自 庚子 以 后 ， 中 国 内 外人心 思 想 日 开 ， 革命风潮 日 涨 。 忽 而萍 乡 之事起 ， 人 心 大为 欢迎。

时 我在 日 本 ，财力甚窘 ， 运掉 ［ 调 ］ 不灵 ， 乃 忽有他方 一 同 志许 助 五万 金 ， 始从事派人通达湖 湘

消 息 ，
而 萍 乡 军 巳 以 无械而散矣 。 惟有此刺 激 ，

人心 巳 不可止 ， 故定计南行 ， 得 日 人资万 四 千元

及前述所许五万元 ， 以谋起义 。 初从事潮 惠 ， 潮 黄 冈 以未期而 动 ， 事遂不 成
；
惠 七 女湖怆 悴 〔 仓

①
〔
日 〕
池亨吉 著 ， 乐嗣炳译 ： 《 中 国革命实地见闻 录》

，
罗 家伦主编 ： 《 中华民 国史料丛编 》 第 Ａ1 8 册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 会

党史史料编纂委 员会 1 9 8 3 年影印版 ， 第 1 6
—

1 9 页 （ 总 第 4 6一 9 页 ） 。

② Ｊｏ ｈｎ Ｌｕｓｔ
，

＂

Ｓｅｃ ｒｅｔＳｏｃｉ ｅｔｉ ｅｓ
，
Ｐｏｐｕｌ ａｒＭｏｖｅｍｅ ｎｔｓ

，
ａｎｄｔｈｅ 1 9 1 1Ｒｅ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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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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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ｒ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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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秀 ／ 清末革命团 体 与 秘 密 会党 ： 以 同 盟会武装起义 为 主

卒 〕 应之 ，
亦 属 无功 。 吾人遂转 向 钦廉 ， 与 该处 军 队相 约 ，遂破 防城 ， 围 灵 山 。 惟此 时所有 之 资

以 买械而尽 ，
而 安 南 同 志 虽 陆续集款 以助 军需 ，精卫又亲往 南 洋筹 资 ， 惟所得不 多 ；

钦军 统领终

以 资少 不肯如 约反正 ，钦事遂不成 。 吾人转破镇 南关 炮 台 ，
以 促钦 军 之 动 ， 事又不 成 。 我遂 出

关而入安南 ，过文 渊 ，
为 清侦探所悉 。 广 西官 吏托 龙 州 法领事 到 安 南查我 踪迹 ， 知我 寓 某街洋

楼 ， 密 告清政府 ， 与 法政府交 涉 ，
逼我退 出 安南 。 我遂往星加坡 。 我到 星加坡后 则 河 口 之事起 ，

占据 四 炮 台 ，诛彼边 防督 办 ， 收 降清兵 陆 营 。 本可进取
，
据有全滇 ，惜 当 时指挥无 人 ， 粮食 不继

遂退 。
①

从上述孙中山 的总结中可以看出 ，除 自 罗定 、肇庆突袭广州之计划外 ，从黄 冈起义到河 口 起义

的六次武装起义并不存在潮州 、惠州 、钦州 、廉州
“

同时起义
”

。 在这里 ，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
“

同时起

义
”

的提出背景 ，就可 以知道冯 自 由 、部鲁等国 民党史家在叙述历史时 ，单纯从历史结果出发 ，过分

强调孙 中山和同盟会的作用 ， 以至于掩盖了
“

历史过程 的真相
”

，把各个不同 的武装起义展开过程

视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事件 ，遂倾向 于
“

结果论的解释
”

。 进
一

步说来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传统说

法 ，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越南河内设立
“

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
”

作为指挥大本营 ，实际上也

是从结果论的角度对
“

同时起义
”

说的发展 。 总之 ，笔者认为对以上传统观点须作修正。

其三 ，武装起义的角 色以及起义失败的原 因 。 综观六次起义参与组织 、人员 的关系 ，
可将其约

略分为四类 ：孙 中山等同盟会人士构成的
“

设计组织
”

，
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组成的

“

执行组织
”

，

由捐献巨额资金 、提供武器供给的华侨 、 日 本后援者构成的
“

援助组织
”

，此外 ，起义组织者还对清

军将领进行策反 ，而这些清军将领及所部便为
“

辅助组织
”

。

其中 ，孙中 山等 同盟会核心人士作为起义的设计组织 ，在起义过程 中并没有发挥其应尽的责

任 。 由于他们
一直面临着资金筹集不利 、武器供给不足问题 ，所以每逢起义爆发 ， 都不能为起义军

及时提供后续支援 。 另外 ，其对于徘徊在参与革命和反对革命之间 的郭人漳等人的过分执着的期

待也是招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即使不谈孙 中山 等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的行为是不是
“

空想的机会主义
”

抑或
“

军事的 冒险主义
”

，之前将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天地会等秘密

会党的阶级落后性 、组织散漫性的说法就值得我们反思 ， 因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开始起义前必然

对秘密会党的上述性质已经有所了解 。 由此可见
，
作为起义的设计组织 ，同盟会应对起义的失败负

根本性责任 。

最后 ，在探讨武装起义中 同盟会与天地会关系 的同时 ，
还应重新评估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主体

性和 自觉性问题 。

一

般观点认为 ， 同盟会动员 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发动 了武装起义 ，但是严格来讲 ，

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只是与几名天地会首领进行了接触 ，
而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实际上是由这些会党

首领召集而来的 ； 由此 ，
只是会党首领加人了同盟会 ，

而参加起义的大部分起义军成员却没能加人 。

这种武装起义的结构与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时期基本一致 ，革命党与会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均以会

党首领为媒介 。 亦因这种结构 ，使得在双方合作中 ，
秘密会党同样表现 出反抗清朝的主体意识和 自

觉意识 。

进而言之 ，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性较浓的旧式团体天地会与近代性质较强 的新式团体同盟会的

合作关系 。 以天地会首领身份加入同盟会的余丑 、余通 、陈涌波 、陈纯 、林旺 、孙稳 、王和顺 、黄明堂 、

关仁甫等起义指挥者 ，他们既沿袭了传统思想 ，
也受到某些近代理念的影响 ， 即处于一种新旧 杂陈

的状态 。 由这些人召集的会党军更是严重保留着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 他们对同盟会 《革命方

① 《致吴稚晖函 》 （
1 9 0 9 年 1 0 月 下 旬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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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中涉及的共和革命有关的概念 ，例如革命 、 自 由 、平等 、博爱 、 国 家 、 民族 、 民 国 、国 民 、民生 、地

权 、宪法 、总统 、议员等的理解要远远少于孙 中山等革命党人 ， 甚至一无所知 。 同时 ，起义者利用天

地会招军榜传单传统语言 ，在反清复明的 口号下号召义军 ，也证明 比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张的共

和革命来说
，
天地会反清复明这

一

旧 口号在一般民众中仍具极大号召力 。 虽然史料记载存在偏颇 ，

但这些记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武装起义中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主体性和 自觉性 ，并曲折反

映出近代革命团体同盟会与传统秘密会党天地会历史的具体合作形式 。

虽然 2 0 纪初以两广地区为中心展开的六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了  ，
却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

了思考共和革命、反思起义战略的机会。 用 1 9 0 8 年 6 月孙中 山的话来讲 ，这就是
“

经一次失败 ，
即

多一次进步
，
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

”

， 只有通过这样的屡仆屡起才能达成终极 目标 。
？ 1 9 0 9 年

3 月 2 日孙 中山致信宫崎寅藏强调 ：

“

河 口 以后 ，
已决不再为轻举 ，欲暂养回元气 ，方图再发。

”

②

1 9 1 0 年至 1 9 1 1 年两次续起的起义便反映出 了孙中山 的这种想法 。 与此同步 ，清末天地会等秘密

会党的斗争虽仍带有传统色彩 ，
却也有相 当进步 ，其 中关键点就是

“

反清
”

不单纯与
“

复明
”

相牵连 ，

而与孙中山的
“

共和革命
”

相挂钩 。 在这一点上 ，
孙 中山等革命党人是引 领的旗帜 ， 是新蓝图的构

建者和新时代的召唤人 ，而共襄义举的会党会众则是与时俱进的追随者和新理想的践行者 。

〔作者李平秀 ， 韩 国 成 均馆大学 东亚 学术 院研 究教授 ，首 尔 ，
1 1 0 7 4 5

，
ｈｍｈｕ ｉｄａｎｇ＠ 1 6 3 ．

ｃｏｍ
］

（ 责任编辑 ：
谢维 ）

① 《 〈 支那革命实见记 〉序》 （
1 9 0 8 年 6 月 ）

，
《孙 中 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3 2 5 页 。

② 《致 宫崎寅藏 》 （
1 9 0 9 年 3 月 2 曰

）
，
《孙 中山全集》 第 1 卷 ， 第 4 0 4 页 。

7 8



Ｍ ｏｄｅ ｒｎＣ ｈ ｉ ｎ ｅｓｅＨ ｉ ｓｔｏ ｒｙＳ ｔｕｄ ｉｅｓ

Ｎｏ ．1
，

2 0 1 5

ＥｓｓａｙｓＣｏｍｍ ｅｍｏ 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1 0 0


ｔ
ｈ

Ａ ｎｎ 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Ｂ ｉｒｔｈｏｆＭ ａｒｘ ｉ ｓ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Ｌ ｉｕＤａｎ ｉａｎ

Ｏｐｉｎ ｉｏ ｎｓｏ ｎＬ ｉｕＤａｎ ｉａｎ
＇

ｓＩｄｅａ ｓａｂｏｕ ｔＨ ｉｓｔｏｒｉｏｇ ｒａｐ
ｈ
ｙ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ｐｅｎｇ （ Ａ ）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ｉｕＤａｎ ｉａｎ
＇

ｓＩｄ ｅａｓａｂ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 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ＨｕａｎｇＲｅｎｇｕｏ （ 9
）

Ｋｅｅｐ ｉｎｇ
Ｗａ ｔ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ｆｉ ｅｌｄｏｆＭａｒｘｉ ｓｔＨｉｓｔｏ ｒｉｏｇｒａｐ ｈｙＳ

ｔｕｄ ｉｅｓ一ＴｈｅＣ ａｓｅ ｏｆ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
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ｙ
ＬｉｕＤａｎ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ｚｈ ｉ
 （ 1 3 ）

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ｈｅ ｒｅｎｔＱｕａｌ ｉ ｔｙｏｆａＳｃｈｏｌａ ｒ

一Ｒｅｃａｌ ｌ ｉｎｇＣｏｍｒａｄｅＤａｎ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 ｓ ｏｆＣ ｈｉｎａ
＇

ｓ
Ｗａｒｏｆ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

ｉｎ ｓ ｔＪａｐａ ｎ
ＷａｎｇＪ

ｉａｎ ｌａｎｇ （ 1 6
）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 ａｌｕｅｏ ｆ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ｙＬ ｉｕＤ ａｎｉａｎ

 Ｌ ｉＪｉａｎ
，

ＦｕＹｏｎｇｊｕ（ 2 0
）

Ｔｈ 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ｎＫａｎｇｘ ｉｂｙＬｉｕＤａｎ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ｓｐ ｉｒａ ｔｉｏｎＩｔＰｒｏｖ ｉｄｅｄｔｏ

Ｑ ｉｎｇＨ 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ｕｄ ｉｅ ｓＣｈｅｎｇＱｉｃｈｕｎ
（ 2 5

）

ＬｉｕＤ ａｎ ｉａｎａｎｄＡ 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Ｗ ｏｒｋＺｈａｏＱ ｉｎｇｙｕｎ （
2 9

）

ＴｈｅＬｅｇａ
ｌＮ 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 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Ｇｒｅａ ｔＱｉ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ｆｔｅｒＨｉｓ

Ａｂｄ 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 ｌ 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Ｂｒｅａｃｈ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Ｑｉｎｇ

Ｃｏｕｒ ｔ
＇

ｓ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ｈｅＡｇｒｅｅｍ
ｅｎ ｔＦ ｏｒｃ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Ｒ ｅｇｅｎｃｙＣａｂ ｉｎｅ ｔａ ｆｔｅ ｒ ｔｈｅ 1 9 2 4 Ｂｅｉ
ｊ

ｉｎｇＣｏ ｕｐ
 Ｙａｎｇ

Ｔｉａｎｈｏｎｇ ） 1
）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Ｂ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ｃ ｏｕ
ｐ

ｏｆ1 9 2 4 ｓ
ｐ
ａｒｋ 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ｖｅｒｓ 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Ｓｈ ｉ ａｎｄ ｔｈ ｅＲ ｅ

ｇ
ｅｎｃ

ｙ Ｃａｂｉ ｎｅｔ ａｎｄｉｔｓｓｕ
ｐｐ

ｏｒｔｅｒｓｏｖｅ ｒ

ｔｈ ｅｑ
ｕａ

ｌ
ｉ ｔ
ｙ

ｏｆＴｈｅ Ａｒｔｉ ｃｌ ｅｓ ｏｆ
Ｆａｖｏｒａ ｂ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Ｇｒｅａ ｔＱｉ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ｆｔｅ ｒＨｉｓＡｂｄ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

ｔｈｅＲｅ
ｇ
ｅｎｃ

ｙ
Ｃａｂｉ ｎｅｔ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Ｑ ｉｎ
ｇ

ｃｏｕ ｒｔｔｏｃｈａｎｇ
ｅ ｔｈ ｅ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ｗｈｉ ｃｈｃｒｅａｔ ｅｄｍａｎ
ｙ
ｕ ｎｒｅ ｓｏｌｖｅｄｍ

ｙ
ｓｔｅｒｉｅｓ ｉｎｌ ｅ

ｇ
ａｌ ｈ ｉｓｔ ｏｒ

ｙ
．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ｏｆ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ａｃ ｔ ｓ

ａｎｄｌ ｅｇ
Ｓ
ｐ
ｒｉｎ ｃ

ｉ ｐｌ
ｅｓｔ ｅ

ｌｌ
ｓｕｓｔｈａ ｔＴｈｅＡｒｔｉｃ ｌｅ ｓｗａｓ ａ ｂｉｌ ａｔ ｅｒａ ｌｌｅ

ｇ
ａ ｌａｎｄｐ

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Ｒ ｅ

ｐ
ｕｂｌｉｃａｎ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 ｅＱ ｉｎ
ｇ

ｃ ｏｕｒｔ ．Ｉ ｔｗ ａｓｎｏ ｔ
—

ｃｏｎｔ ｒａｒｙ
ｔｏｔｈ ｅ ａｒ

ｇ
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ｏｎｅ ｆａｃｔ ｉｏｎａｔｔｈ 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ｍａｎ

ｙ
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ｓｉ ｎｃｅ
￣

ｊ
ｕｓｔａｏｎｅ

－

ｓｉｄｅｄ

ｇ
ｉｆ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Ｒ ｅ

ｐ
ｕｂｌｉ ｃａｎ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ｔｈｅ ａｂｄｉｃａ ｔｅｄＱｉ ｎ
ｇ

ｅｍ
ｐ
ｅ ｒｏｒ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 ｄｂｅｒｅｖｉｓ ｅｄｕｎ 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ｌ

ｙ
．Ａｓｔ ｏｔ ｈｅ 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 ｔａ ｔ ｉｏ 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Ｑｉｎ
ｇｃｏｕｒ ｔｄｉｄｆｒｅ

ｑ
ｕ ｅｎｔｌ

ｙｖ ｉｏ ｌａ ｔｅｉｔ
，
ｂｕｔ

ｔｈｅ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ｗ ｅｒｅａｌ ｓｏｖａ

ｇ
ｕ ｅａｎｄ

ｌ
ｅｎｔ

ｔｈｅｍｓｅ
ｌ
ｖｅ ｓｔ ｏ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ｕｎ 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 ｉｏｎ

，

ｔｈｅ Ｒｅ
ｐ
ｕｂｌ ｉ ｃａｎ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 ｈａｔ ｃｒｉｔ ｉｃ ｉｚ ｅｄ ｔｈｅＱ ｉｎ

ｇ
ｃｏｕｒｔｆｏｒｂｒｅａｋ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

ｔ ａ ｌｓ ｏ ｏｗｅｄｍｏｎｅ
ｙ

ｉ ｎｖ ｉｏ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ａ ｌ
ｏｎ

ｇ
ｔｉｍｅ ． Ａｓ ｆｏｒｔｈｅｒｅ ｖｉ 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ｒｔ ｉｃ

ｌ
ｅｓ

，

ｉｎａｄｄｉｔ
ｉ
ｏｎｔｏｔｈ ｅ

ｐ
ｒｏｂ ｌｅｍｓｒａ ｉ ｓｅｄｂ

ｙ
ｔｈｅＲｅ

ｇ
ｅｎｃ

ｙ
Ｃ ａｂ ｉｎｅ ｔ

—

ｓｕｃｈａｓｔ 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ｔ ｏ ｔｈ ｅｔ ｈｒｏｎｅｍｕｓｔｂ ｅａｒｃ ｒｉｍｉ ｎａｌｒｅ ｓ
ｐ
ｏｎ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
ｙ

ａｎｄ 
ｔ
ｈａｔｔｈｅＱｉ ｎ

ｇ
ｃｏｕｒ ｔ

ｄｉ ｄｎｏｔｋ ｅｅ
ｐ 

ｉ
ｔ ｓｐｒ

ｏｍｉ ｓｅ ｔｏｍｏｖｅｏｕｔ ｏｆ ｔｈ ｅｃｏｕｒｔ
——

ｔｈ ｅ 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ａｌ ｉｔｉｅｓｔ ｈｅｍｓ ｅ ｌｖｅｓａｌｓｏｂｅｃａｍｅａ

ｃｈａｌ ｌｅｎ
ｇ
ｅ ．Ｂ ａｓ ｉｃ ａｌ ｌ

ｙ
ｓ
ｐ
ｅａｋｉ ｎ

ｇ ，
ｕ ｎｄｅｒｔｈｅ

ｐ
ｒ ｅｍｉ ｓｅｔｈａｔ

一

ｂ 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ｇ
ｅｎｃ

ｙ
Ｃａｂ ｉｎｅ ｔ ｄ ｉｄｎｏｔｄａｒｅ ｔｏ ａｃｋｎ ｏｗｌ ｅｄ

ｇ
ｅｔｈ ａｔｉ ｔｓａｃ ｔｓ

ｗｅｒｅ
＂

 ｒｅｖｏ
ｌ
ｕｔ ｉｏｎａｒ

ｙ

＂

 ｏｒ ｃｏｎｔａｉ ｎｅｄａｎ
ｙ

＂

ｒｅｖｏｌ ｕｔｉ ｏｎａｒ
ｙ

＂

ｍ ｅａｎｉｎ
ｇ
ｓ
一

ｔｈｅ
ｐ

ｅ ｒｓ 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ｏｕｌｄ ｒｅｃ ｏ
ｇ
ｎ ｉｚｅ ｔｈｅ

ｐ
ｒｏｂ ｌｅｍ ｓｉｎａｌ ｅ

ｇ
ａ

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ｔｈ ｅ ｅｓｔ ａｂ ｌ
ｉ 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ｂ ｉｎｅ ｔｗａｓｎｏｔｔｏｂｅｒｅ

ｇ
ａｒｄｅｄａｓｌ ｅ

ｇ
ｉｔ ｉｍａｔｅ ． 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ｉｓ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ａ

ｌ
ｅ
ｇ
ｉ ｔ ｉｍａｔｅｌｅｇ

ａ
ｌｂａｓ ｉｓ

， ｔｈｅ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ｉｃｌｅ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
ｙ 

ｃａｎｎｏ ｔｂ ｅｃｏｎｓｉ ｄｅ ｒｅｄ ｔｏｂ ｅｌ ｅ
ｇ
ａｌ ．

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ａ ｒｙ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 ｃｒ ｅｔＳ ｏｃｉｅｔ 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 ｉｎｇＰｅｒ ｉｏｄ
：Ｃｅｎｔ ｅｒｅｄｏｎｔｈｅ

Ａ ｒｍｅｄＵｐ ｒｉ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 ｏｎｇｍ ｅｎｇｈｕ ｉ
Ｌｅ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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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ｈ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ｏｆｓｉｘａｒｍｅｄｕｐ

ｒ ｉｓ ｉｎ
ｇ
ｓ ｏｆ ｔｈｅＴｏ ｎｇｍ ｅｎ

ｇｈ
ｕｉ

（ 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Ｕｎｉ ｔｅｄＬｅａｇｕ ｅ

），
ｔｈｉ ｓａｒｔ ｉｃ

ｌ
ｅｒｅ

－

ｅｘａｍｉｎ ｅｓｔｈｅ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ａｒ
ｙ

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ｓａｎ ｄｓｅ ｃｒｅ ｔｓｏｃ ｉ ｅｔ
ｉｅｓ． Ｔｈ ｅ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ｔ ｉｖｅｏ ｆｔｈｉ ｓａｒ ｔ

ｉｃ ｌ ｅｄｉ
ｆｆｅ 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

ＳｕｎＹａｔ
－

ｓｅ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ｖ ｉｅｗ

ｐ
ｏ ｉｎｔ

＂

ｏｒｔｈ ｅ
＂

ｒｅｖｏ ｌ ｕｔ ｉｏｎ
－

ｃｅｎｔｅ ｒｅｄ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 ｉｅｗ
ｐ
ｏ ｉ ｎｔ． 

＂

Ｂａ ｓｅｄｏ ｎｔ ｈｉ ｓ
ｐ

ｏｓ ｉ ｔｉ ｏｎ
，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ｉｒｓ ｔ

ａ ｒ
ｇ
ｕｅｓ ｔｈａ ｔ ｔｈ 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ｔ ｒａｄ ｉｔ ｉｏｎａ
ｌ ｌｙ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 ｏａｓ

＂

ｓ ｉｍｕｌ ｔａｎｅｏｕｓｕ
ｐ
ｒｉ ｓｉ ｎ

ｇ
ｓ

＂

ａｎｄｔｈ ｅ

＂

ｌ ｅａｄ ｅｒｓ ｈｉ
ｐｂ

ｏｄｙ
ｏｆｔ ｈ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Ｇｕ ｉ ｚｈ ｏｕ
－Ｙｕ ｎｎ ａｎＵ ｐｒ

ｉｓ ｉｎ
ｇ

＂


ａｃ ｔｕａ

ｌｌ ｙｄ
ｉ ｄｎｏ ｔｅｘ ｉｓｔ ．Ｓ ｅｃｏｎｄ

，ｔｈ ｅａｕｔｈｏ ｒａｒ
ｇ
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 ｅｏ 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ｓｔｈａｔ

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ｄｕｐｒ

ｉｓｉ ｎ
ｇ
ｓ

ｃａｎ
ｇ

ｅｎ ｅｒａｌｌ
ｙ
ｂｅ ｄ ｉｖ 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

ｇ
ｏｒｉ ｅｓ

： 

“

ｄｅｓｉ

ｇ
ｎｏ ｒｇ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ｓ
，

，
，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

ｇ
ｔ ｈｏ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ｂ

ｙ
ＳｕｎＹａｔ

－

ｓ ｅ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 ｔｈ ｅＴｏｎｇｍｅｎ
ｇ
ｈｕ ｉ


；

“

 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 ｔｉ

ｏｎ ｓ
，


“

ｃ ｏｍ
ｐ
ｏｓｅｄｏｆｔｈｅｌ

ｅａｄ ｅｒｓｏｆｔｈ 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ｏｃ ｉｅ ｔ
ｙ

ａｎｄ

ｏ ｔｈｅｒｓ ｅｃｒｅ ｔｓｏｃ ｉｅ ｔ ｉｅｓ
 ；


“

ｓｕ
ｐｐ

ｏｒｔｏｒ
ｇ
ａｎｉｚ ａｔｉ ｏｎｓ

，

“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ｂ
ｙ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Ｊａｐ

ａｎｅ ｓｅｓ
ｐ
ｏｎ ｓｏｒｓ

 ；ａｎ ｄ

“


ａｕｘ ｉ

ｌ
ｉ ａｒ

ｙ

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ｓ

，

”

ｃｏｍ
ｐ
ｏｓｅｄｏｆｔｈｅＱ ｉｎ

ｇｇｅｎｅ ｒａ ｌｓａｎ ｄｔｈｅ ｉｒ ｔｒｏｏ
ｐ
ｓ． Ａｍｏｎ

ｇｔｈｅｓ ｅ
，

ｄｅｓ ｉ

ｇ
ｎ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ｓｓ ｈｏｕ ｌｄｔ ａｋｅｂａｓ 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
ｙ

ｆｏｒｔ ｈｅｆａｉ
ｌｕｒｅｏｆｔｈ ｏｓｅｕ

ｐ
ｒｉｓｉ ｎ

ｇ
ｓ． Ｆ ｉｎａ

ｌ ｌｙ ，
ｔｈ ｅｓ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 ｅａｒｍ ｅｄｕｐ

ｒｉ ｓｉｎ
ｇ
ｓｗｅｒｅｂ ａｓ ｉｃａｌｌ

ｙ
ｓｉｍｉ

ｌａｒ ｔｏｔ ｈａｔ

ｏ ｆｔｈ ｅＸ ｉｎ
ｇ
ｚｈ ｏｎ

ｇ
ｈｕ

ｉ （
ｔｈｅＴｏｎｇｍｅｎ

ｇ
ｈｕ ｉ

＇

ｓ
ｐ

ｒｅｄｅｃｅｓｓ ｏｒ ） ；ｔｈｅｙ
ｗｅ ｒｅａ

ｌｌ ｃｏ
－ｏ
ｐ
ｅ ｒａｔｉ ｖ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ｏｎ

ｇ
ｍｅｎ

ｇ
ｈｕ ｉ ａｎ ｄ

ｓｅｃｒｅ ｔｓｏｃ ｉｅ ｔ ｉｅｓ
，ｆ

ｏｒｍｅｄｗ ｉｔｈ ｌｅａｄ ｅｒｓ ｏｆ ｔｈ ｅＨｅａｖ ｅｎａｎ ｄＥａｒｔｈＳ ｏｃ ｉｅｔ
ｙ

ａｎｄｏ ｔ ｈｅ ｒｓｅｃ ｒｅｔｓｏｃ ｉｅ ｔ 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ｓ ．Ｗｈ ｉ
ｌ
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ｎ
ｇ

ｌ
ｉｋ ｅｔｈｉ ｓ

，
ｔ ｈｅｓ ｅｃ ｒｅ ｔｓ ｏｃ

ｉ
ｅ ｔｉ ｅｓａｌ ｓｏｈａｄ ｔｈｅ

ｐ
ｒｉ ｍａｒ

ｙ ，

ｃｏｎ ｓｃ ｉｏｕｓ
ｇ

ｏａｌｏｆ ｒｅｓ ｉ ｓｔｉ ｎ
ｇ

ｔｈｅ
Ｑｉ ｎ

ｇ
ｄ
ｙ
ｎａｓｔ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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