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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研究光复会的专著不多。
胡国枢先生在《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的专著中，主要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夕的浙江社会；革命思想
的萌芽与成熟，浙江的辛亥革命，光复会的简史以及光复会的群英谱，该著作以浙江为中心，阐述了
光复会的历史。
汪林茂先生在《浙江辛亥革命史》中，着重分析了浙江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历史背景，浙江资产阶
级革命派的形成以及光复会的产生，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浙江的光复，南京的攻克，资产阶级革
命的终结。
对于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活动，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郑云山先生在4万字的浙江历史小丛书《光复会》中，简略地介绍了光复会的成立，联络会党，创办
大通，组织皖浙起义，重组光复会，光复东南以及光复会解体的历史，为研究光复会的历史，疏理出
清晰的线索。
朱顺佐先生和李永鑫先生在《光复会》中，概述了光复会成立，皖浙起义以及光复东南的简史，阐述
了光复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客观地分析了光复会
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所有这些著作，对我们研究光复会历史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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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一彪，江西南康人，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持《中国共产
党与苏区宪政建设》、《毛泽东的人权思想研究》和《光复会史稿》等3项省社科规划办课题，已在
《中共党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和传记50余篇，参编《赣南人民革命史》、《长征起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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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　第一节　留日学生爱国团体的创建　第二节　拒俄运
动的爆发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建立　第三节　东京浙学会的秘密反清集会　第四节  中国教育会的创建
与《苏报案》的发生  第五节　光复会的成立  第六节　光复会的性质  第七节　光复会的组织  第八节
　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第二章　浙江近代会党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浙江会党渊源  第二节　终南会
的创建与刘家福领导的反清斗争  第三节　伏虎会会主王锡彤及其领导的反洋教斗争第四节  白布会的
创建及其会主濮振声领导的反清斗争  第五节　浙江最大的会党——龙华会  第六节　双龙会的创建与
会主王金宝的遇难  第七节　大开和尚及其九龙党领导的农民抗暴斗争　第八节　平阳党的创建及其
别支乌带党的形成　第九节　枭党的创建及其党魁余孟庭领导的抗清斗争　第十节　祖宗教首领敖嘉
熊及其温台处会馆的兴亡第三章　大通学堂的创办　第一节　热诚学校的开设与先志学堂的创办　第
二节　筹备大通学堂　第三节　大通学堂的创办　第四节　大通学堂的特殊教育　第五节　留日学习
军事的夭折　第六节　大通学堂学生的风潮　第七节　秋瑾主持大通学堂的工作第四章　光复会发动
皖浙起义  第一节　徐锡麟分发安徽官场  第二节　周旋于群魔之中  第三节　筹备安庆起义  第四节　
安庆起义的枪声  第五节　碧血灌溉自由花  第六节　秋瑾组建光复军　⋯⋯第五章　熊成基发动安庆
起义第六章　光复会掀起第一次“倒孙风潮”第七章　光复会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第八章　重组
光复会第九章　光复会光复东南第十章　萁豆相煎何太急第十一章　光复会的诞生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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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　　光复会由东京和上海的爱国团体发展演变而来，是
由浙籍知识分子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但光复会仍保持独立的组织，并以自己的名
义在长江中下游的苏浙皖赣闽等省以及海外的日本和南洋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光复会制定了《光复会章程》，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作为宗旨，将推翻
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
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三大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是同盟会的主要加盟团
体之一，这三大团体的出现，标志着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的形成。
　　第一节　留日学生爱国团体的创建　　清末中国开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最初主要派往欧美国家
，1896年开始派遣留日学生，尽管比第一批赴美幼童晚了近20年，却后来者居上，人数最多时竞
达8000人以上，盛况空前。
留学日本浪潮的掀起，决不是偶然的。
甲午中日战争，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竟然被小小的邻国日本所打败，震动了朝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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