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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渭滨先生师承魏建猷、陈旭麓，以审慎思辨、敢于创新的作史风格见长。
这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修订本)》基于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开设辛亥革命史课程所撰的讲
义整理。
比照一般历史著述，本书以人物传记与事件史相结合的特殊体裁，集中叙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发
展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互动，展示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同道在辛亥风云中的风姿，极富画面感。
此次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作者对原书增订了不少内容，及时反映了新近研究成果，是一部跨
世纪的、意蕴常新的著作，也是作者一生续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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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渭滨，1937年生，上海市七宝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晚清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
著作有《晚清女主——细说慈禧》、《困厄中的近代化》、《曾经沧海》等1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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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曾延丹麦人柏氏（VictorBache）为教习，对成员进行每
周两次的军事训练，参加者有侯艾泉、李杞、郑金、郑照、许直臣、杜守传、陆灿等20余人。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檀香山积极筹饷以作反清起义之用，至1895年1月，募得经费约合港币13000元。
其中，孙眉和邓荫南皆大力支持；孙眉以低价卖出一部分牛牲所得捐赠；邓荫南则变卖其农场，“表
示一去不返之决心”。
综上可知，无论从檀香山兴中会的人会誓词、组织章程、活动内容看，它绝不只是一个爱国团体，而
是一个民主革命的组织。
我们通常说檀香山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小团体，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纵观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过程，也可发现有若干明显的缺陷。
首先，孙中山组织这一团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筹饷，即“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
举”，不是为了在海外建立健全、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其次，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成立得比较
仓促。
孙中山10月抵檀，到11月下旬即成立组织，前后仅一个月左右。
参加者基本上半是靠孙眉的友情，半是靠孙中山自己的游说，对反清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
；最后，组织成立后，既没有对人会者经常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又没有充分利用组织的力量向广大
华侨进行必要的宣传和发动，结果，参加者自身缺乏统一的认识，未参加者对清王朝怨而不怒，怒而
不反的复杂感情没有得到消除，这就为后来被梁启超“保皇即革命”的论调所迷惑而纷纷转向保皇组
织埋下了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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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收录了“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科学观初探”、“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
革”、“评孙中山的自由观”、“孙中山宗教思想初探”、“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
等文章，全面论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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