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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序一冯天瑜笔者怀着双重敬意，向读者诸君推荐《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
英杰》。
第一重敬意奉献给辛亥革命，第二重敬意则奉献给为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作出特殊贡献的赵凤昌。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干支纪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由革命党策动的湖北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经
一夜激战，起义者夺取省城，次日即布告天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九角十八星铁血
旗取代黄龙旗，飘扬在武昌城头。
此后四十多天，民军在汉口、汉阳与南下清军激战，湖南、陕西、江西、江苏等省则纷起宣布对清廷
易帜独立，两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的崩溃，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值此历史关头，革命党的“共主”孙中山从美国转赴英国，为未来的共和政权争取外交及财经支特；
革命党的另一领袖、多次武装暴动指挥者黄兴则从香港赶往上海，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汉前线，随即投
入阳夏苦战。
清政府方面，在怒斥弃武昌而逃的湖广总督瑞澂、统制张彪的同时，立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
新军，以及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舰队，从水陆两线合击武汉。
然而，北洋新军并不听调于满洲贵族荫昌，清廷只得曲意敦请三年前罢官在家乡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
凯，袁氏则一面与朝廷讨价还价，一面集结北洋部属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对湖北民军给予军
事打击，在夺取汉口、汉阳之后，又与民军停战议和。
袁氏的谋划是，以民军及各省独立的威势，迫清廷交权给袁氏，又以手握重兵及汉阳一胜之威为资本
、以清帝退位为诱饵，迫民军让权袁氏。
英、法、日、俄、德、美列强，密切关注中国政情的剧变，一面竞相往长江中下游调集军舰等战力，
对民军保持军事压力，一面在清民两方加紧外交斡旋，试图火中取栗，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
辛亥年末的中国，确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预留着创建共和的机遇，也面临着分崩离析、列强干涉瓜分
的危险。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批江浙沪士绅，聚会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名叫“惜阴堂”的小洋楼，商讨
中国的去向，而楼主是布衣赵凤昌。
常州人赵凤昌（1856—1938），不仅是“惜阴堂”聚会的东道主，更是民国建立前后这关键的一年间
一系列聚会的精神主脑。
赵凤昌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席幕僚，昔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流传
，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后因政敌攻讦，张之洞忍痛罢黜赵凤昌，赵氏自此脱离官府，却携带着张氏的关系，以一介布衣活跃
沪上，赵宅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学者的中转站。
赵凤昌更在工商经营、政治交际中，建立广泛的中外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张大，在戊戌变法、东南
互保、《苏报》案中，赵氏皆起到穿针引线作用。
由于赵氏明确了自己的清朝体制外身份，又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断汲纳新知，故其政治倾向日趋进步
。
至辛亥首义前后，他的反清立场已基本形成，不过他决非那种呼唤高调的孟浪之士，而是实实在在地
于沉潜中推助时代大潮。
他与其密友庄蕴宽（1866—1932）等江苏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同革命
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
其在上海的寓所“惜阴堂”，成为辛亥首义后一段时间江浙沪政要、士绅与革命党聚会议事的要地。
武昌起义不久，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见《赵凤昌藏札》10卷44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

此确为老成谋国之金玉良言。
为实现此五条，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赵氏即邀集张謇、庄蕴宽及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来
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
上海光复，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赵氏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
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当阳夏战争激烈展开之际，黄兴以红十字救伤队作掩护，乘英轮从上海赴武汉，时为中学生的赵凤昌
的女儿赵志道参加救伤队，勇赴战火纷飞的武汉，赵凤昌亲登轮船甲板为女儿送行，赵志道开始还担
心父亲阻拦，但赵凤昌“既未责难，亦未劝阻，且慰勉有加”，自此女儿始知“先君早已倾向革命矣
”。
孙中山1911年秋冬之际从美国取道欧洲、香港，于12月25日返回上海，首先与同盟会黄兴、宋教仁等
商讨组建政府诸事，次日即拜会惜阴堂主人赵凤昌。
孙中山还有聘赵凤昌为民国“枢密顾问”的计划。
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从阳夏战争前线“乘船返沪”，见到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场景：先君已除辫，终
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
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缄、汤蛰仙等。
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
南北议和时，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
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皆出先君倡议。
以惜阴堂为枢纽，江浙沪士绅与孙、章及宋教仁、张謇（季直）、庄蕴宽（思缄）、汤寿潜（蛰仙）
等人议及民国创建的种种关键问题，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
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
。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各方力量对比所致，然与赵凤昌等
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有相当关系。
人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实不为过。
此时的赵凤昌鼎力支持孙中山、黄兴。
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赵凤昌等又首先主张袁世凯从大总统位下台。
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心忧天下，超越党派，运筹帷幄，大处着
眼，实处着手，且始终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诚古今中外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称之为“民国
诸葛”颇为恰当。
从历史的纵深处考察，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对民国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归之于他们的政治智慧
，更与其厚重的经济、文化含量大有干系。
就经济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即为中国首富之区，故治理天下所赖不出二者：“
西北甲兵，东南财赋。
”在某种意义上，惜阴堂参议者便代表了“东南财赋”，这是惜阴堂意见举足轻重，无论孙、黄还是
袁世凯，乃至外国人必予重视的原因之一。
就文化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乃学术渊薮，乾嘉以降的今文经学发达于此，庄存
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开创常州学派，上承《公羊》经说，下启道（光）咸（丰）的龚自珍、
魏源，以至光绪间的康有为，成为近代变法思潮的一大源流。
因之，从1911年辛亥革命往前推的晚清新政，“中国近二十多年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
成于西北。
”是当时所有政界人物们都一致公认的事实。
清民之际的赵凤昌、张謇、吴殿英、庄蕴宽等承袭“通经致用”、改革求变的家训祖脉，在新时代召
唤下，一路走来，顺应并敦促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大历史转机，此诚旷世之伟观也。
赵氏等常州系人士，其功在民，其绩当垂之于史。
然而，在此前大半个世纪，由于国民党修民国史有意无意排除本系统之外人士的历史作用，后来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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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辛亥革命史又重在表述革命党的活动，加之文献材料尚未披露，赵凤昌等常州英杰在民国创立间
的卓异劳绩，基本上湮没未彰。
近年正式面世的《赵凤昌藏札》及相关文献，披露了赵氏等常州英杰在民国创立间的实绩，而吴欢君
所撰《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更使封尘的人物、封尘的史实得以灵动地昭显。
吴欢，祖籍常州，高祖吴殿英协助张之洞组建湖北新军，祖父吴瀛乃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父吴祖
光、母新凤霞为现代艺坛双璧。
吴欢承袭常州文脉，怀着崇仰先哲、恢复历史本真的激情，锲而不舍地追查新鲜史料，挥舞潇洒之笔
，写出这部亦史亦文的书，丰富了我们观察辛亥革命史的视域。
恩格斯（1821—1895）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
式进程，他指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6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
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辛亥革命、民国
创立，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博弈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
史结果”。
赵凤昌及常州系人士，正是构成这“合力”的一种要素。
而案头的这部书，有助于我们走出单线历史观的窠臼，加深对“历史合力”的认识。
（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史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华文化史
》《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讲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序二马勇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一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起点，也是
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真正重建的开始。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刻意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
构，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却是刻意模仿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
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1895年觉悟到，暴力革命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手段之后，十多年间，
他从未丧失信心放弃信念。
清政府期待和平转轨，推带政治变革，使国人中的大多数都受到影响，相信和平转轨的可能性。
但就是这个孙中山，硬是坚持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唯一性，始终不愿与清政府妥协。
而正是他的这种坚持与坚守，终于使“一个人的革命”变成整个民族的觉醒，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有
了武昌起义。
毫无疑义，辛亥革命的前半场除张之洞等提倡晚清新政洋务运动“种瓜得豆”的作用以外，有相当程
度上确实是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在演出。
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用先前被一度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
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
来倡导的反满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无法避免地被排挤在一旁。
更重要，也更吊诡的是，南北对决的主力，其实都是清政府在过去十几年自己亲手培养的新式军队。
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力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北洋系。
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同是汉人，同是接受东西洋现代思想的影响，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不仅转换为汉人之间的冲突，而且直接演变为具有
现代思想倾向的南北两支新式军队之间的冲突。
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切都好商量，于是辛亥革命的后半场，不再照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
行，不再可以模仿法国大革命，不再追究满洲贵族的政治责任，更没有将那个可怜的小皇帝像路易十
六那样送上断头台。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在经过短暂的南北和谈之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小朝廷继续保留
在皇宫中，由民国奉养，小皇帝依然可以在宫中称孤道寡，只要不发生反对民国之类的重大事件，这
个小朝廷还真的可以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实现大清王朝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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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损失最大的，是羽翼远未丰满实力尚弱的南方革命党人。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辛亥之前十多年确实贡献良多，不妥协不放弃不气馁，始终如一坚持暴力
推翻清廷，重建汉族人的国家，所以当南北和谈正在进行的时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京突然宣布
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立即呈现南北分治的格局。
南北分治不合乎中国人的政治期待，但南京临时政府北伐也并没有那样大的力量，北方南征虽然没有
绝对的胜算，但当满洲贵族逐渐出局，南北纷争只是汉人之间的冲突时，这无疑是对中国智慧的最大
考验。
于是在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南北双方达成共识：假如袁世凯用和平手段逼退清帝，那么南京临时
政府将推举其为中华民国继任临时大总统，而孙中山让位。
于是刻意模仿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的后半场，并没有走向暴力，而是走向了和平，走向和局，革命
者充分展示了其伟大心胸，没有私利，而是与参与各方分享权力，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不仅使共和
体制照样达成，而且使中国人避免了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灾难，避免了一场规模不会太小的血腥屠戮
。
对于辛亥革命的这个政治后果，研究者在过去一百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国大陆史学界依据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总是对于结果有点不满，有点惋惜，总是以为孙中山让权体现了中
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
言下之意，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党人应宁可玉碎，也不为瓦全，哪怕将中国打个稀巴烂，也要坚持
到底，永不言败，永不让权，独占鳌头，垄断政权。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史学家这样的期待当然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但是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
中进行观察，这种期待未免太残忍，太不把人民当回事。
所以从今天的立场看，从人民本位的观点看，辛亥革命参与各方因相互妥协、相互退让，避免了一场
内战、一场血腥。
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而不是什么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辛亥革命后半场的这个结果，既合乎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试想，假如南北不妥协，不论是南方北伐，还是北方南征，不论是南胜北败，还是北胜南败，真正吃
亏，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人民。
辛亥和局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案例。
而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个结果，既因为所有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也因为一些杰出政治家的贡献。
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长期受到忽视或不公正待遇，对孙中山南方革命党帮助极多，对建立民国贡献
巨大的惜阴堂主人赵凤昌。
赵凤昌生于1856年，辛亥那一年已经五十五岁，较孙中山年长十岁，较袁世凯长四岁，较黄兴长八岁
，较摄政王载沣长二十七岁，较唐绍仪长六岁。
只有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较赵凤昌年长六岁。
很显然，赵凤昌是当时国内政治家中的年长者，属于德高望重型。
要说赵凤昌德高望重，当然也不仅仅在于年龄，这可能还与其人脉资源、政治经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
系。
赵家属于常州望族，其家族中往上推比较有名者，大约要数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烈文，赵烈文曾准确
预见大清王朝不出五十年而亡，只是曾国藩没有接受赵烈文的判断，继续为清廷贡献愚忠。
与赵烈文的政治经历相类似，赵凤昌也是科举道路上的失意者，只是后来获得张之洞的赏识，成为湖
广总督衙门总文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
关键在于赵凤昌真的是足智多谋、处事灵活，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知己，有“一品夫人”之称。
后来因替主子受过，被朝廷开缺，永不录用，遂由张之洞在电报局为其谋了一个闲差，常驻上海，遍
交天下名流，拥有最广泛的人脉。
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第一时间获知详情，遂邀江浙名流张謇、庄蕴宽等，到他位于上海南阳路10
号的惜阴堂共谋良策。
当南北会谈转移至上海时，南北双方不谋而同，以惜阴堂为消息中转汇集中心。
南北双方公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差不多都在惜阴堂提前讨论、拟定方案，或者找到寻求解决的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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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经过张謇、庄蕴宽等人从中联络和一系列紧密磋商，南北双方很快就国体以及此后的清廷优待条件、
袁世凯出处等问题达成一致。
南方同意，只要袁世凯能够逼清帝逊位，那么就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各方一切通过。
”这就是张謇当时发给袁世凯的密电。
赵凤昌能够一手托南北，将中国政治运作于股掌之中，除了政治智慧、胆略胆识之外，最重要的是人
际交往，而这种人际交往，又绝非泛泛的酒肉朋友，不要说是肝胆相照，至少也应该是利益共同体。
在湖北方面，新军是武昌起义的主体力量，黎元洪等一大批湖北军政府的领袖，其实都算得上是赵凤
昌的学生，都多少受到过其关照。
而北方，袁世凯等人也与赵凤昌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多年来与赵凤昌一起谋划君主立宪的同党张謇，曾是袁世凯的老师，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謇
对袁世凯有所不满有所抱怨，但他们之间在最关键的时候，仍然与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张謇之所以能够替大清王朝撰写最后一份重要文件——清帝退位诏，这绝非凭借文章才华那么简单。
至于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也有一层过去不太知道，或不太被重视的关系。
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在袁世凯政府中也是高级幕僚，相当于秘书长级别的人物。
所谓南北和谈，有洪述祖从中穿梭，信息传递甚为迅速，对于赵凤昌把握全局，更是驾轻就熟，方便
得多了。
这一层层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过去都以阶级斗争等理由大而化之，不予注意，因而过去的研究就显
得很粗糙，历史的关节点总是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可理喻。
现在国家图书馆将赵凤昌藏札影印出版，大量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大白天下。
常州另一望族，吴氏掌门人吴欢先生因机缘巧合对这批藏札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讲述了我们从书本
上无法获得真切体验的家族史，以及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这对于我们重建辛亥记忆，重新架构从古代中国宗法社会延续下来的近代中国的叙事模式，无疑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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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作者、祖籍江苏常州的吴欢先生。
吴欢先生是辛亥革命功勋吴稚英之后，从家事写起，以&ldquo;民国诸葛&rdquo;赵凤昌为主线，串联
起一百年前那段颠覆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国事与天下事。
　  孙中山如何在回国后一无钱、二无枪、三无权的迅速推翻清朝统治，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
由钱庄走出来的江苏常州穷小子赵凤昌，如何白手起家，横空出世，摇身变为民国时期的政商军界大
鳄？
被誉为&ldquo;民国诸葛&rdquo;的赵凤昌，如何一臂通天，只手操控清末权臣与革命大佬，导演了一
场清朝覆亡、民国上位的辛亥革命大戏？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披露大量尘封百年的文史资料，配以诸多珍藏半个世纪的影印件
及私人相片，以大胆辛辣的文笔，为您呈现一段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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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欢先生为名门之后，吴欢高祖吴殿英，是辛亥革命生力军——湖北新军的创建人，祖父吴瀛是故宫
博物院创办人之一，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戏剧家、书法家吴祖光，母亲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
新凤霞，吴老师本人也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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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  记从2010年春节开笔到今天7月28日完稿，几年来研究以赵凤昌为首的我家乡常州祖先们的事迹，
总算画出了一个轮廓。
明年就是辛亥百年，没有时间再细琢磨，下面的事情，该由真正的史学家从更广阔的领域去研究。
做人忠孝为本，忠是忠于国家，孝是孝敬祖先。
老实说我是从孝敬祖先的角度进入，但却多少达到了一些忠于国家的效果。
不接触不知道，一接触才发现，中国这一百年真了不得，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我陷在近代民国史里，简直是眼花缭乱。
得出的结论还是那两句话，我们的先辈把好事坏事干的同样精彩。
而干的好事终于比坏事还要精彩。
我毕竟是个搞艺术出身的人，对政治不是真内行，然而通过赵凤昌先生，我至少悟及领会到一种精神
，那边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极其高尚的传统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清代常州经学派提倡“学以致用，内圣外王”，意思都是政
己然后政人，治己然后治人。
这才是政治。
辛亥爆发，民国初建，若没有一个品格高尚、不图私利的赵凤昌，耗尽心血，费劲唇舌，斡旋各方，
平衡利益，民国显然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
知道自己最有智慧，就离笨蛋不远了。
知道自己是个笨蛋，就离圣人更近了。
历代在朝为官的人都应该明白是为谁为官。
不是为一己私利为官。
都应该戒慎恐惧，有所顾忌，万不可得意忘形，为所欲为。
号召“开发民智”首先就是“开发官智”。
人因你位高尊敬你，是有所为而为之，属于假尊敬。
人因你德高尊敬你，是无所为之，那才是真尊敬。
为官之人尤不可目光短浅，切忌一个“贪”字。
从古至今最可叹的，就是有许多要人，本有万古流芳的机会与能力，却偏要遗臭万年。
还有一些要人，不肯精忠报国去学岳飞，偏要费尽心机去学秦桧。
需知讲“恕道”并非不论是非。
生前若不做到无懈可击，死后史学家的刀笔总会修理人的。
那时刀锋过处脓血出焉，可就不好看了。
我为祖先做了点事情，也为自己的家族做了点事情，我绝不掩饰自己的私心。
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百年来他们吃苦了，如今我要把这暗苦变成明苦，证明我这后代儿孙是有志气
的。
“点破不稽之论只有三言两语，看透十丈红尘唯此冷眼一双。
”辛亥以来的民国往事固然纷繁复杂，但以赵凤昌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大夫确实代表了中国文化人的一
种无私无畏的彻底奉献精神。
这精神继续到今天，我的父亲常州人吴祖光，也是当然的一位。
今天我在这里执笔，不由得感慨万千，当仁不让地把爸爸名字点出来，为的是请读者诸公由我爸爸再
联想出一大批受过委屈却功在国家的文人志士们⋯⋯⋯“一点浩然气，万里快哉风。
”文章小道，贵乎痛快。
百年尘梦，半世委屈，就此作罢。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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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欢遍访大陆、台湾两地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以及辛亥革命功勋与民国巨擘的后人，并利用影印本《
赵凤昌藏札》等最新的研究史料，力图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还原辛亥革命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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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吴欢遍访大陆、台湾两地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以及辛亥革命功勋与民
国巨擘的后人，遍翻史料，请教于当事人的后代或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力求精准还原100年前的众多
史实。
从图书的装帧设计，到封面书名的题写，吴老师可谓亲力亲为，着力将本书打造成一本有影响、有内
容、有思想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致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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