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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说辛亥革命不能不说孙中山，说孙中山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民国建立不能不说袁世凯，说袁世凯也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国民党历史不能不说蒋介石，说蒋介石又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辛亥英雄不能不说秋瑾、徐锡麟，说秋瑾、徐锡麟还是不能不说陈其美。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是蒋介石的引路人，秋瑾、徐锡麟的老战友。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
浙江吴兴（今湖州）人。
中国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当铺学徒出身。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日本，入警监学校，并加入同盟会。
1908年回上海，联络党人，并加入青帮成为大头目。
1909年夏，拟策动浙江起义，因被告密未成。
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
1911年7月参加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
武昌起义后．
陈其美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响应，联络上海商团，于11月3日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
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
1912年1月，陈派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1913年7月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起兵，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失败后去日本。
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
1915年回国，任革命党淞沪司令长官，多次组织反袁军事行动。
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

这部小说，写热血飞扬的革命，写生死缠绵的爱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展示了一代仁人志士的青
春、理想、信仰、奉献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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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鸿彬，笔名白希，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清明》等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部（篇）；出版过长篇小
说、纪实文学《开国大镇反》《开国大土改》《掘金战争》等10余部；长篇纪实文学《380万军人之死
》、长篇小说《上海滩教父》曾荣登北京畅销书排行榜。
作品总计500余万字。
荣获过安徽文学奖（政府奖）二等奖、汉林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系安徽文学院第一、第三届签约作家，滁州市作协副主席，安徽省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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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往德国留学后，同盟会又派江苏金山人高旭为江苏分会会长.上海分会和江苏
分会合二为一，并在上海建立两处秘密机关。
　　第一处是“夏寓”，在西门外宁康里，门口挂着写有“夏寓”二字的牌子，后来迁到八仙桥鼎吉
里四号，仍挂“夏寓”牌子。
　　第二处是中国公学.地点在吴淞镇上。
　　但是。
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力搜索革命党人，上海的两处机关被迫取消。
机关中的人也四散各地。
从那时起，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连长江沿岸各省的革命工作也无所进展。
陈其美回上海后，虽然屡屡为革命奔波，但重建上海同盟会机关的事一直未能够着手进行。
　　同盟会的情形在这两年中很不容乐观，东京总部已形同虚设。
　　陶成章、章太炎在1907年秋发难第一次倒孙（中山）风潮后，又于1909年9至10月发动了第二次倒
孙风潮。
　　孙中山去南洋后，陶成章也于1908年9月到达南洋，要求孙中山拨款三千元给他，做办报经费。
孙中山手边无任何经费，只好把手表卖掉，给了他几百元。
陶成章很不高兴，会中的经费为什么只有你一人把持？
　　过了半个月，陶成章又找到孙中山：“我要回浙江举行起义，请总理为我筹款五万元。
”　　孙中山很为难地说：“近期南洋的经济很不景气，华侨生计艰难，难以筹款。
”　　陶成章愤愤地离开。
他来到槟城、坝罗等地，向华侨筹款。
很多华侨都陷在经济危机中，难以捐钱。
再说，陶成章位低名微。
很多人并不了解他，见他夸夸其谈，很不放心。
　　“这一定是孙大炮从中作梗！
”陶成章对南洋的光复会员说。
“我饶不了他！
”　　陶成章开始发表演说，说孙中山排斥外省人，打着革命的幌子。
把筹到的款全部寄回家里。
他家钱财万贯，在九龙建起了一座气势不凡的洋楼。
　　为了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对抗，陶成章在爪哇泗水又成立光复会。
　　1909年9月，陶成章来到香港，以驻英、荷属地浙、闽、江、鄂、广、湘、川七省同志名义，写了
一份《孙文罪状》书，对孙中山进行诽谤诬蔑。
“馨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这样的语句连清政府和海外保皇党人也未用过
。
　　《孙文罪状》共十二条，其中“残贼同志”五条、“蒙蔽同志”三条、“败坏全体名誉”四条。
文中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令各埠将孙文所筹去之款，令其自行报告
总会，加给凭单，以为收拾人心之具”。
文中还说“孙文者，其在前岁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造屋宇，用款不足
，电致乃弟，旋电汇款项”。
最后，陶文说“开除了他，发表罪状，事必大有可为”。
　　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把《孙文罪状》印刷后，向南洋各同盟会机关发放。
很多机关认为是不实之词，纷纷销毁。
　　陶成章又折回东京，进行煽动。
章太炎立即响应，大骂孙中山。
　　陶成章把《孙文罪状》交给黄兴，要求寄发各地支部并召开总部会议讨论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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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拒绝了他，并把《孙文罪状》扣押下来，陶成章来索要，黄兴说：“这种不实之辞，你还要它何
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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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的左右手　　袁世凯的死对头　　蒋介石的引路人。
　　说辛亥革命不能不说孙中山，说孙中山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民国建立不能不说袁世凯，说袁世凯也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国民党历史不能不说蒋介石，说蒋介石又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辛亥英雄不能不说秋瑾、徐锡麟，说秋瑾、徐锡麟还是不能不说陈其美。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是蒋介石的引路人，秋瑾、徐锡麟的老战友。
通过陈其美，我们可以了解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风流人物和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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