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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辛亥革命，似乎一夜成功，可你是否知道，在此之前，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起义，以血雨腥风落幕；在
此之后，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捍卫民主共和，或血洒疆场，或身陷囹圄？
顾艳所著的《辛亥风云》以小说的形式，叙述了辛亥革命前后共二十年间发生的历史故事。
《辛亥风云》的主人公沈鸿庆，参加了光复会，与秋瑾、徐锡麟等同赴国难；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
山、张静江等共举义旗。
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然而并没有看到中国的未来。
中国向何处去？
他十分迷惘⋯⋯
邬爱香，沈鸿庆的妻子，一位美丽的江南传统女性。
新婚燕尔，丈夫远离，面对婆婆的专制，她将如何自保？
面对新女性对家庭的“入侵”，她将如何应对？
面对婚变，她将如何维持在沈家的地位？
面对日本教师的爱情，她将何去何从？
作者颇有深意地设置了邬爱香、莲子、豆腐西施等女性角色，让她们以复杂的目光，打量着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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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艳
女，作家。
1981年3月开始发表作品。
1993年5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浙江1949年至1999年当代作家“五十杰”之一。
出版有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夜上海》、《疼痛的飞翔》、《灵魂的舞蹈》、《我的夏威夷之恋
》、《真情颤动》、《冷酷杀手》、《荻港村》等，小说集《无家可归》、《艺术生涯》、《九堡》
等，散文集《一个人的岁月》、《蜘蛛人》、《岁月繁花》、《到莫干山看老别墅》、《欲望的火焰
》、《轻罗小扇》、《孩子，你如此优美》等，诗集《火的雕像》、《西子荷》、《顾艳中英文短诗
选》等，评论集《迟子建散文赏析》、《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等。
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和出版，并获多种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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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沈鸿庆刚娶了媳妇，蜜月还没有度完，就去蒙馆给孩子们上课了。
在私塾里担任教师才一年的他，给这所蒙馆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勤耕读书屋”。
他家离勤耕读书屋只两里路，每次他都像老先生那样捧着紫砂壶去。
他光光的额头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走在沿河的青石板路上，冬日里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来，他的
鼻子冻得通红。
尽管新娘子邬爱香给他编织了黑色的长长的粗毛围巾，可他却压在箱底里舍不得围。
勤耕读书屋是一座临河而筑的瓦屋，瓦屋后边有一个天井，种着冬青树、枇杷树和葡萄藤。
沈鸿庆总共只有七个学生。
蒙学读物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但在他眼里，这些传统读物已跟不上时代的节
奏和需求。
不过，他一时也没有对蒙学教材的改革方案，只好一边在私塾里担任教师，一边博览群书准备应考科
举。
一辆木架子板车从他身边经过，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
这女人是他家附近的豆腐店老板娘。
街坊邻居都叫她“豆腐西施”。
豆腐西施见他穿着长袍、夹着课本，便道：“新郎官，你怎么不在家陪陪新娘子，干吗一大早就往蒙
馆赶，真是好先生哩！
等我儿子长到六岁，一定送他来你这读书。
”他本来不想理睬她，但看她们拉着三四板热腾腾的豆腐出来卖，就说：“留两块豆腐给我们家吧！
”青石板路上，每走几步路都有驴粪，那是赶早集的毛驴车留下的。
沈鸿庆用手捂着鼻子，朝边上走。
这时豆腐西施丢过来一句：“哪里还用你交代？
你姆妈天不亮就从我的磨坊里拿走了四块豆腐呢！
”她那神气，好像他的姆妈白拿了她的豆腐似的。
板车渐渐远去了。
沈鸿庆知道拉车的男人是豆腐西施的姘头。
他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突然，一个小男孩奔跑过来与他撞了个满怀后，又摔倒在一摊驴
粪上。
小男孩看着自己的布鞋和裤子都沾满了驴粪，没有一点儿英勇气概地哭了。
沈鸿庆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
“别哭别哭。
来，我帮你擦干净。
”沈鸿庆从长袍口袋里取出一块大手帕，帮小男孩擦鞋面上的驴粪。
这时小男孩母亲手上拿着一副大饼油条，急急匆匆地赶上来骂道：“一眨眼，就不见你人了，你跑那
么快干什么？
你个小畜生，就会给我添乱。
”母亲说着举起右手，给了儿子一个耳刮子。
小男孩哇哇地哭起来，母亲没有与沈鸿庆打招呼，拉起儿子的衣角就往回拖。
沈鸿庆心里满怀愧疚，若不是他盯着豆腐西施的背影，小男孩就不会摔倒，也不会挨母亲的打了。
沈鸿庆到河边洗手，并将擦过驴粪的手帕丢进了河里，手帕像乘风破浪的船一样漂远了。
沈鸿庆望着远去的“船帆”，突然想起去年夏天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仓皇出逃北京的事，心里不免像吞了苍蝇一样地屈辱和难受。
国难当头，老百姓人心惶惶。
他不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
十九岁的他，虽然已经成家立业，但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家就是他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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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就是勤耕读书屋了。
孩子们琅琅的背诵课文的声音，随着风儿传进他的耳朵。
这些孩子文化程度不一，有的才刚识字，有的已能开笔作文了。
他对孩子非常严格，如果学生学过的内容过不了关，就会挨他的戒尺。
孩子们都怕挨戒尺，但家长们却喜欢。
尤其，徐一华的爷爷徐金荣认为小孩子不打不成器，戒尺就是最好的工具。
沈鸿庆刚进书屋，就看见徐金荣领着他的小孙子徐一华来到座位上。
他转身见到他，笑着说：“沈先生，徐一华不乖，你就用戒尺给我狠狠地打。
”沈鸿庆没有吭声，望着他沾了不少油污的长袍前襟，以及两只污秽不堪的袖口，目送着他走出书屋
去。
徐金荣在屋外听到沈先生的讲课声音，心里便踏实多了。
他虽年纪大了，耳朵却是格外地灵。
现在他双手反背着，走在回家的路上。
冬日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仿佛和他一样是个迟暮的老人。
徐金荣与沈鸿庆都住在东街上。
徐金荣是看着沈鸿庆牙牙学语长大的。
在他眼里，这孩子国字脸儿，双眼皮，鼻梁很挺，看上去很有做官的样子。
的确，沈鸿庆比他的两个儿子都有出息多了，年纪轻轻的就是秀才，做上了私塾的教师。
而他的大儿子徐阿宝好吃懒做，整天干着偷鸡摸狗的事。
小儿子徐小宝呢，却赌博成瘾，输了钱，连家里的铁锅子都拿去当废铜烂铁卖。
他们家只有他的远房大侄子徐锡麟，曾经参加过山阴院试，并且被录取为县学附生。
徐金荣老人常以大侄子徐锡麟为荣。
一谈到大侄子徐锡麟，他的脸上就挂满笑容。
徐金荣开了大半辈子的洋铁铺子，街上谁家的锅子漏底了都拿到他这里来修补。
从前他的老伴帮他干些下手活，可现在刚五十出头的老伴，就开始病病歪歪地服药。
为了省钱，他还必须给老伴上山采草药。
两个女儿已出嫁，两个儿子不学好，两房媳妇窝里斗，一家大小的活口，就全靠他的洋铁铺子。
因此，他的心情总是不大好。
只有喝酒，才是帮助他消愁的最好办法。
回到家，徐金荣弯着腰准备坐下来干活，老伴从里屋捧着药罐出来对他说：“这是最后一天的药，明
天没有了。
”徐金荣皱了一下眉头，没有做声。
老伴语气加重地说：“明天没有药了。
”徐金荣不耐烦地说：“没有就没有了，没有就不吃。
”老伴见徐金荣这样说，不免伤心地落泪道：“我老了，病了，你就像遗弃一条病狗一样地遗弃我。
”徐金荣虽然心里烦，但最受不得老伴落泪，毕竟风风雨雨、同甘共苦走过来几十年不容易，尽管没
有让她挨饿受冻，可也没能让她过上好日子，心里有一份亏欠。
于是，徐金荣在她的脑门上狠狠地点了一下道：“你就会哭鼻子，这辈子我就输在你的眼泪上。
”老伴见徐金荣马上动身采草药去了，脸上微微笑了一下，转身去厨房熬药。
家里的许多事，她叫不动儿子媳妇就叫徐金荣。
徐金荣像家里的仆人一样，随她使唤。
这便是她嫁给徐金荣后，心里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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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顾艳二○一一年早春二月，我写了两年余的长篇小说《
辛亥风云》完成了。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欣喜不已。
我不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对于辛亥革命，许多专家肯定比我了解得更多、更透彻。
我呢，只是小时候与绍兴的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尽管我八九岁时他们已白发苍苍，但他们讲的故事一
直记在我心里。
那些有趣的家长里短的故事，待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都与辛亥革命有关。
自从一九九八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后，我就酝酿着想写《辛亥风云》这部书，然而总
是一拖再拖，其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笔力不够，火候不到，写不了那么厚重的作品。
因此，那时候写了个书名就束之高阁了。
直到二○○五年我又有想写它的感觉，当时手头正在写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
于是，一边写《灵魂的舞蹈》，一边搜集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
然而读那些辛亥革命的资料，远没有小时候听外祖父母讲的故事来得生动。
我想如果没有新意，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我要写它干什么呢？
因此写完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的两年里，我写了一部评传，一部农村长篇小说。
到了二○○八年底，《辛亥风云》的创作激情再一次闪现，这时构思已基本成熟。
到了二○○九年元旦那天，我写下这样的开头：沈鸿庆刚娶了媳妇，蜜月还没有度完，就去蒙馆给孩
子们上课了。
在私塾里担任教师才一年的他，给这所蒙馆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勤耕读书屋”。
他家离勤耕读书屋只两里路，每次他都像老先生那样捧着紫砂壶去。
他光光的额头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走在沿河的青石板路上，冬日里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来，让他
的鼻子冻得通红。
尽管新娘子邬爱香给他编织了黑色的长长的粗毛围巾，可他却压在箱底舍不得围。
写完了第一小节，我便知道我写的《辛亥风云》，将是一部超历史小说的原始风情画。
也就是说，我不是仅仅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写历史小说，还有不少虚构人物。
我并没有用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来作男女主人公，而是以有原型的同时又通过艺术加工的小人物来作
全书的男女主人公，以绍兴为主要地域展开故事，这就给了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想象与驰骋空间。
我把自己融入于男女主人公里，呼吸着他们的呼吸，感觉着他们的感觉，开始与历史人物对话。
然而在读了大量的史料和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后，我发现一九。
四年十一月在上海诞生的光复会以及光复会成员，并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
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日本联合湖南的华兴会和浙江的光复会成立了同盟会，但光复会后来的自
行消亡，以及光复会重要领导人的性格很值得研究。
于是，我就把这部长篇小说定位在光复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上，除了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光复会成员
中的重要历史名人都成了我笔下的人物。
而我呢，把这些历史名人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有激情、有信仰的普通人。
在这个基础上与他们交流，我感到趣味无穷。
同时我透过他们的视野、感觉和信仰，便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革命热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
不开。
中国自从秦始皇确定君主专制制度后，这个专制制度发展到晚清已走上了末路。
而制度的末路，又表现在晚清王朝统治的末世上。
因为，有了世界大局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那就是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已在人类历史上拉开了序幕。
一些欧洲专制国家，经过革命、改革与开放后，建立了民主制度，开始走向共和。
共和革命的结果，一是君主立宪，即虚君共和，如英国；二是直接共和，如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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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无形中影响到了中国，使中国不得不面对着世界的进步潮流。
中国不想受列强的欺负就要发展自己的军队。
但是强兵需要富国，国家富了才能养军队。
因此发展经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训练好自己的士兵，才是中国的出路。
然而，一场甲午海战把清朝三十年的富国强兵经济改革成果毁灭殆尽。
三十年富国强兵却打不过一个小日本，最后落得全军覆没、割地赔款，从而使晚清王朝危机四伏，内
乱不止，开始走向最后的衰亡。
这时候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日。
如果说，外患表现在列强对中国的贪心；那么，内忧则表现在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人民的起义和
反抗上。
这给晚清的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时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为期一百零三
天的戊戌变法，试图推行新政，从统治阶级上层进行改革。
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势力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行不通。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艰难探索。
正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等历史背景下，孙中山选择了政治上的革命。
他主张学习西方民主革命的方式，以民主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和腐败的晚清封
建王朝。
而事实上，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是改朝换制，是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制度。
我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沈鸿庆，虽然是小人物，但他是革命的经历者与参与者。
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绍兴的徐锡麟一拍即合，成为知交。
在许多观念上，他深受徐锡麟的启蒙与影响，从而萌发了革命热情。
于是，他立志到日本东京留学，并想让自己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走出来，抑或是说想摆脱旧家庭的
羁绊，融入东京的革命大熔炉里。
然而却遭到既传统又保守的父亲的反对。
几经周折后，他终于顺利地来到东京弘文学院。
在弘文学院里，他与周树人、许寿裳、黄兴等成了同学。
同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宋教仁、秋瑾等。
除了留学，他在东京还任《浙江潮》杂志编辑，后来又任《民报》编辑。
在小说中，我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生活层面，重视男性革命背后女性的生存和付出，使以男性主人
公沈鸿庆为主线的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与以女性主人公邬爱香为主线的社会、家庭日常
生活中的劳动者、坚守者，交融一体，构成一幅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图。
我想只有这样，我的小说才是踏实的，才能有泥土的感觉。
如果一味地写历史人物和辛亥革命的战斗场景，那么仿佛树没有了根，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我的笔墨透过男主人公沈鸿庆，走进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二十年。
沉浸在小说创作中，与历史人物交流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因为，我与他们的对话不是冰冷刻板的历史的资料，而是赋予了血液和空气。
当然，除了男性革命者，我的小说里还有女性革命者。
我在书中着重表现革命及革命者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人的多样性。
在性别观念上，我用现代意识观照，使无论是历史上真实的女性革命者，还是我虚构的女性劳动者，
都有她们各自的独特魅力和韵味。
两年多来，这部书稿跟随我走了不少地方。
秋天从杭州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夏天又从斯坦福大学来到了康奈尔大学。
在英语世界里，很多个夜晚我在图书馆里写着我的方块字《辛亥风云》这部小说。
现在书稿完成了，许多人物仍然活在我心里，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要感谢河南大学文学院谢玉娥老师，她是我书稿的第一位读者，给予了我最初的肯定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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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王斑教授，二○○九年夏，他以很快的速度读完了我
的小说上卷初稿，给予了我肯定和建议，让我对下卷的写作充满了信心。
我还要感谢浙江文学院的盛子潮院长、海飞主编，他们在读完我的上卷书稿后，给予了肯定和推荐，
使该书稿成为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的重点项目。
我还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叶晓芳老师和鲍娴女士，感谢她们为这部书稿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
最近，我把这部《辛亥风云》的书稿，又传给了《作家》杂志的主编宗仁发先生，他读后给予了肯定
和支持，将辟出版面刊登这部小说。
为此，我要谢谢他，并且谢谢他多年来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今天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又想起了小说中一百年前的今天，美丽的女主人公邬爱香走在绍兴东街上
的情景。
前世今生，只在弹指一挥间。
201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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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风云(长篇历史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的历史风云，生动再现浙皖起义
、武昌起义、上海光复和杭州光复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后故事。
作家用不同的视角看辛亥，书写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与众不同地强调并描述了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
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巨献。
《辛亥风云(长篇历史小说)》是一部超历史小说的原始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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