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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介绍1911年10月发生在中国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那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
由于成书非常仓促，读者很难指望从其中找到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在本书的讲述过程中，有着大量有价值的东西，涉及中国革命主义的新信息以及导致目前风起
云涌的革命高潮的一些重大事件。
虽然此次革命的重要性在目前尚难理解，但本书的写作，意在使那些不太了解中国的学者知道一些中
国人生活中的动人之处。
    革命爆发时，我正住在汉口。
整个战争期间，我一直呆在汉口。
当和谈会议在上海举行时，我离开了这个革命中心前往上海。
我是革命领袖黎元洪将军的私人朋友，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全时段地从政治幕后获得了大量独家新
闻，这使我有可能写出发生在这个革命地区并明显影响这一地区的主要活动。
恰在革命爆发前夕，我的一本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
书中包含着一些神奇的预言性话语，它给那些从未对中国政治进行过研究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总的概念
：当革命使数百万青年民众认清真相时，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
    非常感谢《大陆日报》的编辑托斯·米拉德先生(Thos．F．Millard)所在办公室人员的热心帮助。
因为他们容许我自由地采用那一时期该报的所有内容，书中的很多信息就是选自《大陆日报》，尽管
其中的许多文章是我在战争进行期间为该报所撰，我在其后所写的许多东西亦来源于此。
    特别感谢住在汉口的热威·伯纳德(Rev．Betnard)，在本书准备阶段，他曾给我以不小帮助。
以“一些革命因素”为题的一章，以及以“袁世凯”为标题的那一章，出自他笔下，本书中的许多图
释也得益于他的精心搜集。
真诚地感谢斯坦利·冯·波克斯(Stanley V．Boxer)先生，他为本书绘制了两幅地图的草稿，并为战场
略图撰写了文字说明。
    最后，为我自己说几句或许还算公道的话，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关系，本书公开出版上市之前，我
无法得到出版商提供的校样。
    埃德温·J．丁格尔    中国湖北汉口    191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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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英文原版出版的时间距辛亥革命爆发不到半年，旨在介绍1911年10月发生在中国武昌、汉口
和汉阳三镇那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
作者是一个外国人，对时局的实地观察真切而又准确。
本书内容包括了武昌起义、南北双方在武汉的激烈争夺、上海和平会议、民国建立等重要事件，以及
许多重要人物，书中有70余幅当时拍摄的照片，更增加了读者的现场感。
全书既有作者本人对辛亥革命一些重要当事人的采访，又有作者对时局的观察与深层思考，同时，也
对辛亥革命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更像是介于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之间的
“深度报道”。
在本书的讲述过程中，有着大量有价值的东西，涉及关乎中国革命主义的新信息以及导致目前风起云
涌的革命高潮的一些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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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德温·J.丁格尔（Edwin
J.Dingle，1881—1972），中文名丁乐梅，出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1884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多年，
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与了解，特别注意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时，作为上海《大陆日报》的记者，丁格尔就住在汉口。
他还是革命军领导人黎元洪的私人朋友。
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汉口，目睹了革命发生初期的种种情况。
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时，他又去了上海、南京，接触过袁世凯的幕僚。
他利用独特的身份，穿梭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探寻政治幕后的消息，撰写了大量独家新闻。
除此书外，他还著有《徒步穿越中国》、《我在西藏的生活》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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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战场略图
引言
第一章 黎元洪:他的新中国蓝图
第二章 冲突的开始
第三章 革命战争
第四章 十里铺的战斗
第五章 汉口大火
第六章 武昌的政治活动
第七章 黎元洪期望和平
第八章 外国人的危急处境
第九章 汉阳的陷落
第十章 伍廷芳向世界呼吁
第十一章 和谈会议——君主或共和
第十二章 孙逸仙归来
第十三章 袁世凯
第十四章 四川动乱
第十五章 一些革命因素
第十六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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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们都承认，在北京政权中，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具有综合领导素质的那个人就是袁世
凯。
袁世凯在北京的第一个行动是精明的，但失败了。
他那个打算调停各派势力的内阁实际上还未组成就解散了。
连资政院也觉得自己除了只是举手通过一些决议外，并无任何权力。
不过，几年前迅速罢免袁氏的摄政王被迫告退，成了这位内阁总理大臣对满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2月8日的《大陆日报》很好地叙述了“告退”的经过——皇太后这道允许摄政王“告退”的秘而不宣
的诏令，构成这场政治大动荡中所有事件里最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它反映出改革势力在贬黜满人的计划中已经有了巨大进展。
这件事除了它本身那实实在在、具体而重要的意义之外，还说明了促使摄政王退职的袁世凯和摄政王
之间的关系另有一番意趣。
如果总理大臣袁世凯隐藏着某种报复心理，当下必在幸灾乐祸，因为摄政王在短短三年前使袁氏丢官
返籍，蒙受耻辱，如今袁完全战胜了对方。
谁也不知道，至少谁也说不出这件大事是怎样促成的。
可是，袁世凯似乎一直为此活动，时间长达好几个星期。
他得到庆亲王奕助的鼎力支持。
他们二人对摄政王本人和隆裕皇太后说，为了解决当前帝国的动乱局面，摄政王应当隐退。
摄政王不甘心退让，但终于还是屈从了这一要求。
从此，他完全退出了公众视野。
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和赞助者们希望，这一步骤会大大有利于朝廷，并有望与反叛者达成和解的可能。
他们说，他们认为这会是事实。
可是，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一步骤如同其他很多步骤一样，或许已经来得太迟；而且
南方的骚乱分子会把这看成是朝廷方面软弱的征候，因而会鼓起勇气，继续作战。
这些中国人说，事情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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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译本实际上并非第一个中文译本，却是目前最完整也最忠实于原书的译本。
    本译本的接手是因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的引荐。
当获悉莫世祥先生曾有摘译本(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2002年复有陈红民教授主持翻译
的《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译者曾与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贾宇琰先生谈过个中详情，
贾先生在和出版社主编交流后仍决定重新组织翻译，这样，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就开始了。
    在翻译过程中，我认真品读了原书两遍，即着手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专有名词和历史典故。
为此，我查阅了黄光域先生编著的《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和孙修福先生编著的《近代中国华洋译
名大全》以及其他一些工具书，对当时的武汉及邻近地区的学校、机构等，进行了准确的对译。
尽管作者曾指出，“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关系，本书公开出版上市之前，我无法得到出版商提供的校
样”，实际上，全文并未因作者未来得及再校而出现文意含混之处。
如果说有一丁点儿瑕疵，仅是七八处的文字略显粗糙，全部如下：    第151页(所指为原书，下同)
：hove to and cast anchor应为hove to cast anchor    第233页：hour应为honour    第270页：profered，应
是proffered    第247页：nakimura，应是nakamura    第287页：antideluvianism应为antedeluvianjsm    第300页
：sinking应为sinkiang    第345页：inate应为innate    需要指出的是，原书中脚注均标注为“木”。
译者在翻译书稿时对某些地方标注了一些解释性脚注，为行文方便，将原注和译者注全部按顺序改为
脚注。
译者自认是本着认真的态度来完成本部译稿的，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最为符合作者本意的完
整的译本，但因能力学识有限，内中势必还有一些不足，望有识者不吝指正。
已经尽力的译者只想在此处说，这个译本终于可对得起丁格尔先生的在天英灵了。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本系同仁郭永胜、丁晓杰两位先生和韩澍同学的帮助，以及内蒙古图书馆忒莫
勒先生的点拨。
此外，还参考了莫世祥、陈红民先生的两个译本。
在此一并谨表谢忱！
     张建军    2011年9月19日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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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革命1911-1912》：我是一个英国人，那时我一直在汉口。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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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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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