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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介绍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与宣传家邹容与陈天华。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即“邹容评传”和“陈天华评传”。

邹容与陈天华有着类似的悲剧人生，他们的英年早逝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
本书通过对他们短暂人生历程的考察，描述了历史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生活经历对他们思想认识和性情
特征的影响：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激愤和他们的无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集中在二人的政治主张上。
本书以邹容与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为核心，论述了二人在排满革命、建立民主政体、造就近代国民
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进步主张。
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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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力，1979年生，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学海》、《东方论坛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邹容陈天华评传>>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邹容评传
第一章 少年时代的邹容
第一节 反叛科举的少年
第二节 醉心新学
第三节 反叛与追求
第四节 赴日留学
第二章 留学日本
第一节 东京留学生
第二节 新知识的影响
第三节 剪辫风波
第三章 上海风云
第一节 趋新力量的壮大
第二节 拒俄运动中的邹容
第三节 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
第四节 新知识界的分裂
第五节 《苏报》案
第六节 狱中生活
第四章 《革命军》的主要思想
第一节 现实沉沦
第二节 革命排满
第三节 前景展望：中华共和国
结语
陈天华评传
第一章 陈天华的少年时代
第一节 穷居乡里
第二节 维新运动中的陈天华
第三节 学堂生活
第二章 1903年留学日本的陈天华
第一节 世纪之初的留日学界
第二节 拒俄运动中的陈天华
第三节 留日后陈天华思想的初步变化
第三章 《猛回头》与《警世钟》
第一节 世界秩序观
第二节 民族主义
第三节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第四章 革命实践
第一节 组建华兴会
第二节 长沙起义
第五章 改良与革命
第一节 《要求救亡意见书》
第二节 组建中国同盟会
第三节 陈天华思想的新发展
第四节 革命与立宪的论证
第六章 “难酬蹈海亦英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邹容陈天华评传>>

第一节 蹈海自殉
第二节 死亡探因
第三节 悼念与安葬
结语
附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邹容陈天华评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思想的影响加上狂傲的性格使邹容将新与旧的界限分得那么清楚。
邹容俨然是“新”的代表，并勇敢地向旧的文化制度以及体现这些旧秩序的人物与现实提出质疑。
思想上的反叛还化成了实际上的行动，邹容“不仅自己不愿留辫子，还把一个同学的辫子也剪掉了”
。
在清朝，留辫子与否是政治上是否忠顺清王朝的象征，私自剪辫会遭到九族之诛。
因而当那个同学的父亲找到邹家论理时，全家人都认为邹容闯了大祸，“不只责骂他，打他，还声言
要杀他的头向皇上谢罪”。
邹容的这些言行终于不能见容于山长吕翼文，“翼文恐为所累”，将邹容赶出了书院。
但是被逐出书院后，邹容并未有所收敛。
当时他的“狂名”已是远近可知，巴县有徐氏、雷氏，曾经先后准备将女儿嫁给邹容，也因他的“狂
名”而打消了主意。
 改造社会的理想 此时邹容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他对改造社会政治的追求。
前文已经提到，邹容少年时期受夏完淳事迹的深刻影响，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
而现实政治中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这种情怀更强烈地突现出来。
 邹容生活、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时代。
自1895年甲午战后，历经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在此时已被提升为最激荡人心的问题
。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实现救亡图存。
这场运动虽然以失败而迅速告终，但是它所体现的变革精神却保存下来，并因民族危机的紧迫而为众
多爱国志士所接受。
邹容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邹容像他崇敬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一样放弃了对个人功名与利益的追逐，而将安
身立命的目标定格在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奋斗上。
 上文已经提到邹容憎恶科举考试，是因为他认为科举考试所考均为无用之学，丝毫不能助益于民族的
救亡和国家的进步。
在后来写给兄长的信中，邹容更是明确指出：“近国家多难，而必欲靡费千百万之国币，以于百千万
帖括、卷摺、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有何裨益？
”他认为在国家多事之秋，应该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
正是在这种认识下，邹容对于自己在日本领事馆学习外文之事，并不像父亲和舅父那样，认为是为了
能在将来便利于商途，而是将之看做接近新知识、新观念的一个途径。
对于家人语重心长的屡屡教诲，邹容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在后来写给父母的信中，他便将舅父的殷殷关切斥为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
⋯⋯长篇大言，思之未尝无理，然惜乎其去圣人之道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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