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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八册），选取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中华民国结束，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一千余人，撰写人物小传。
该部分以人为目，广泛搜集传主生平资料，传主事迹以客观叙述为主，力求史实准确，评断公允，足
以传诸后世。
每篇传记的篇幅为3000至6000字。
人物排列则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序，另编姓氏笔画条目索引，附于书后。
约5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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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白毓昆认为京师是“清室的根本”，如果“京师不动摇，则南军恐难持久”。
因此，积极主张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以加速清王朝的灭亡。
他先组织了“红十字会”，借以集众演说，进行革命宣传。
接着，于10月—11月间同胡宪、凌钺等组成“天津共和会”，自任会长，作为密谋起义的“总机关”
。
在此期间，白毓昆在女会员的掩护下，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参与策划，输送炸弹，并广派会员
分赴各地联络民团。
“共和会”很快成为活跃在北方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
 这时，驻防滦州的清军二十镇七十九标，由于统制张绍曾截留南运军火和通电要求“立宪”，被清政
府逼迫离职，广大官兵极为愤懑，开始倾向革命。
白毓昆立即把争取滦军起义作为“共和会”的主要活动目标，派会员凌钺等前去鼓动。
凌等到滦后，“日夜宣传，不稍休息”，还专门组织了“敢死队”。
 11月24日，湖北军政府全权代表胡鄂公，为组织北方响应起义，来到天津。
白毓昆当晚与胡取得联系，次日即偕孙谏声等到胡处讨论滦军“响应革命事”。
同时，白还向胡表示了他对汪精卫的愤慨，说汪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就是与袁世凯“相济为
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
随后，积极参加了胡鄂公发动起义的组织活动。
12月2日，京津地区各革命团体代表在天津组成总指挥处，他被举为交通部长兼滦州指挥之一。
14日，又与胡鄂公作为同盟会代表，同其他革命团体正式组成“北方革命协会”，宣布“以协助革命
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
 由于清政府和袁世凯的疯狂镇压，加之汪精卫又“使人四出阻止”，甚至诬蔑起义群众为“匪类”，
革命党人这时在北方的起义、暴动计划迭告失败。
白毓昆悲愤交加。
为挽救革命，他决意策动滦军迅速起义，遂令其妻、子南归，于31日只身到了滦州。
 白毓昆在妻、子离津时，把发动滦州起义的“密函”亲手缝入其子内衣，让他面交沪军都督府钮永键
。
其计划是：革命军即由海道北上袭据山海关，断绝京奉铁路，然后会同滦州义军直捣北京。
白到滦后，首先说服军警赞同起义，然后与二十镇七十九标一、二两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会商，并
向下级官佐和士兵反复陈说利害。
时王、施已倾向共和。
1912年1月2日，滦军遂宣布独立，随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
令，白毓昆为参谋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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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