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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到20世纪终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五十周年，这一百六十年都属于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现代史。
一百多年在绵延不断的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中不过是一刹那，但在这百余年间，我国经历了有
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动荡、大变革。
中国人民经历了空前的忧患和灾难，进行了无限艰难、血流成河的斗争，也赢得了改天换地、革旧创
新的喜悦。
经过这百余年来的曲折复杂的历史，一个衰老的、落后的、濒于灭亡的中国，终于以独立自强的雄姿
屹立于万国之林，它的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受到一切人的尊重，即使敌视中国的人也不敢藐视它的存
在。
因此，回顾和反思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人们总是特别注意和我们现在联系最密切的近一百六十年的
近代现代史。
可供了解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资料洁如烟海，从各种角度、以各种类型汇编的近代现代史料的书籍也有
很多。
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托，由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林声同志策划并组织、辽宁省政协文史委
牵头，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文史委以及国家文物局、各省市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成的《中国百年历
史名碑》一书，是许多近代现代史资料的一种。
但它与众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书中的资料收集不易，编成此书确有很高的难度。
　　以碑、碣、石崖为载体，镌刻上有关当世的人和事的记载，以垂永久，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
播文明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在现代仍被运用。
这本书就是从近代现代的众多碑碣中择其可以反映世事的变化，值得流传后世者，收罗照片，拓片而
编成的。
这些碑碣大都是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不久制成，因此很容易引起今日读者的历史亲切感，使人们不但
重温去今并不遥远的历史，而且激发起与前人一样的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为争取
祖国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
　　以碑碣为史料，和其他种种史料一样，不免有其局限性。
碑文作者的观点看法未必完全和我们相同，石刻中反映的也许只是一鳞半爪而非全貌。
但这些都无妨。
不同的观点看法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对局部的深入感受和了解有时更胜于浮泛的大而化之的
议论。
史料本来是要人去利用的，在善于利用史料的人手里，一切史料都是活的，都是在某种程度、某种角
度，甚至从反面对历史实际的反映。
所以我以为这本书作为史料虽有其局限性，但仍可以当作一部形象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来读。
　　中国虽然重视碑、碣、石刻，甚至碑学成为专家之业，但碑学是厚古薄今的。
先秦的石鼓与秦皇的封禅碑当然被推为国宝，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文历来受尊崇。
碑学所重的是书法艺术，宋朝碑碣除出于书法大家者外，已不甚被看重，宋以后更无论矣。
这时书法原迹多有保存于后世者，不必求之于碑碣。
到了近代现代，碑碣地位已不如前是无可讳言的。
现存的有着史料价值的碑碣有一部分存于纪念场所中，固不难搜求，但有些碑碣则已为人所忘却，以
至埋没在蔓草荒烟之中。
听说这本书中的很多材料是编者调查访问、刻意搜求才得到的。
这实在是有心人做的大好事。
因为书数语，作为序。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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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取名《中国百年历史名碑》，是一部以图助文、文图并茂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碑的选编集
。
　二、本书所谓历史名碑是指在纪念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具有佐证历史和教育功能的史碑中，
出自名人之事、名人之手，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碑。
  三、选入本书历史名碑的基本标准是：  　1．国家和省级的历史文物，少数具有特殊历史佐证意义的
省级以下历史文物。
 　 2．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功能的名碑。
  　3．其史碑实物字迹基本完整清楚，内容真实可靠。
  四、本书时间断限为，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前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即公
元1839年到1997年，前后约160年。
  五、全书共八篇，除开篇外，其余七篇按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编排，遵循以碑说史的原则
，选取纪念重大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或佐证史实的名碑，按类归并，分类排列。
每篇前均有配合本篇的历史概述。
没有收集到碑刻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得不舍弃。
  六、对所收入的名碑，均按立碑说明、名碑照片、碑文三部分进行编排。
所介绍的文字长短、照片的数量均依名碑具体情况而定，不求一致。
  七、所收碑文，一律按原文录入，不做更动、删节，以保存历史原貌。
但碑文中原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简体字，并加标点，以便阅读。
凡碑文中无法辨认或脱落字，皆用口代替，缺字较多者，另加说明。
　八、每块名碑介绍文字后，括号内为撰文、摄影者姓名或稿件提供单位的署名。
　九、限于征集工作的局限，尚有一些重要碑碣因种种原因未能征集到编入本书，只好再版时补入。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97年香港回归百余年来中国著名革命纪念碑的大型
图书。
全书收录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省、区的碑碣四百余座，以碑介、碑铭、照片的
形式详尽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是一部石刻的历史教科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热情讴歌了革命英雄的丰功
伟绩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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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 序 言开篇 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 第一篇 鸦片战争前夕至清朝覆灭(1839——1911
．10)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反英斗争　　虎门销化鸦片纪念碑　　林公则徐纪念碑　　三元里人民
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　　定海三忠祠碑　　郑国沤墓碑　　陈化成墓碑　　闽安海防御警碑　二、太
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　　长乐炮台碑　　九女墩纪念碑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任亮墓碑　四、洋务运动　　张之洞祠堂碑　五、中法战争　　永清四海、督师御敌处与吴公纪功
碑　　特建长门昭忠祠暨张刚勇公专祠碑　　特建马江昭忠祠碑　六、中日甲午战争　　旅顺万忠墓
碑　　敕建昭忠祠碑　　勃尔赤斤.巴彦孟克德政碑　　北洋海军忠魂碑　　收回威海卫纪念塔碑　　
盐寮抗日纪念碑　七、戊戌变法　　梁启超墓碑　八、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　　保卫和平牌坊
　　九、同盟会成立与革命党人反清斗争　　邹容烈士纪念碑　　邹容墓碑　　彭家珍烈士纪念碑　
　徐锡麟烈士祠堂碑　　秋瑾烈士纪念碑　　倪映典烈士纪念塔碑　　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
碑　十、边境各民族反帝斗争　　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　　马加里（嘉理）事件起源地碑　　班
洪抗英遗址碑　十一、文化经济建设　　尹湛纳希墓碑　　詹天佑墓碑　　武训纪念碑　　桐城文庙
碑　　东山书院碑　　禁赌碑　　三关口筑路碑　　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纪念碑　　创建兰州黄河
铁桥碑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纪念碑第二篇  辛亥革命爆发至国民革命失败（1911．10—1927.7）　
一、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中山纪念碑　　中山纪念塔碑　　中山陵碑亭石碑　
　孙中山奉安纪念碑　　杨氏太君墓碑　　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纪念碑　　廖仲恺牺牲处纪念碑　　朱
执信墓表碑　　辛亥滦州革命诸先烈纪念碑　　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碑　　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第三篇 从南昌起义到红军长征胜利会师（1927.8—1936.10）第四篇 
“九一八”事变发生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1931.9—1945.9）第五篇 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人民解放军胜利
进军（1946.6—1949.9）第六篇 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49.10—1997.7）末篇 “永远盛开
的紫荆花”雕塑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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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    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在杭州凤篁岭东麓的辛亥革命烈士墓
园中央，纪念馆前。
    辛亥革命烈士墓园墓葬群包捂“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及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陶成
章、杨哲商、沈由智烈士的墓葬，是为纪念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牺牲的浙江籍烈士而修建的。
    199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在墓园内建造了纪念碑及烈士群雕石
像。
纪念碑为方柱形大理石碑，正面镌刻着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国魂不死”四个大字，背面刻有五百
字的“浙江辛亥革命简史”碑文。
                                                       (浙江省政协文史办供稿)    [碑文]纵观华夏，屹立东方，炎黄以降，绵延五
千年之历史，光耀寰宇。
  自清室入主中原，西方列强又复侵扰蚕食，国族危殆，迫于眉睫。
仁人志士，团结各界民众，奋起革命。
兴中会倡于前，同盟会继于后，光复同华兴，两会相继崛起，辛亥义旗高举，武昌首义光复，金陵一
战，倾覆千年封建。
五族共和，创建中华民国，历数先烈何止万千，丰功伟业，俱标史册。
而今树碑于南山，缅怀千古而不绝。
    呜呼！
国魂不死。
                                                   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敬立                                                       一九九一、十、一           
                 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    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夺取中国
革命的胜利，在井冈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摇篮，从这里培育出一支威震世界的铁军，和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将帅
。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洒满了无数先烈的鲜血，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邑中，有名有
姓的烈士就有1万余名，没有留下姓名、长眠在这莽莽罗霄峰峦之中的革命烈士更是无法统计。
在小井红军医院英勇就义的130多名红军伤病员，就是这一较为突出的群体。
    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联合“会剿”。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
留守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面临强大的敌人，在彭德怀、王佐等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井冈山
保卫战，与敌人激战3天3夜。
因敌我力量悬殊，又有内奸为敌人引路直插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心脏，井冈山终于失守。
彭德怀率红五军向南突围，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隐入深山坚持斗争。
    1929年1月30日，130多名在小井红军医院里养伤的红军重伤病员来不及转移，不幸全部被捕。
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英勇的红军伤病员没有向残暴的敌人屈服、暴露红军任何情况。
敌人毫无办法，残忍地把全部伤病员集体枪杀在红军医院附近的一块稻田里。
英雄们牺牲后，井冈山人民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冒着生命危险，就地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
    全国解放以后，民政部门寻访了熟悉小井红军医院的知情人。
据一些老干部和当地群众的回忆，当时殉难的130多名伤病员，仅有7名留下了姓名，他们是：吴鸿录
、李新华、徐新、李玉发、邓颖发、汤民新、朱娥龙。
1951年，井冈山特别区受遂川县人民政府委托，在茨坪正东面的小山冈上修建了砖木结构的红军烈士
纪念塔。
翌年，将小井红军伤病员殉难处的部分遗骨移葬到茨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下，修建了一座红军烈士墓
。
1956年，新设计修建了红军烈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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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为一座水泥结构，塔顶耸立一全身武装的红军战士塑像。
1972年，井冈山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塑像拆除，对纪念塔进行全面维修，并在塔周围进行了环境
建设，修建成现在的规模。
    红军烈士纪念塔、烈士墓依山势而建，整个山冈呈北向南倾斜。
南坡上，在青松翠柏的掩隐下，修筑了拾级而上的水泥阶梯，有两个缓步台。
山坡的2米高处，是红军烈士墓，墓前有可容百人的地坪。
再拾级而上至山顶，有一块约200平方米的水泥平地，用钢管水泥筑成的护栏圈围起来。
山冈的最高处正中，是烈士纪念塔。
纪念塔为正方形建筑，钢筋水泥结构，边长5．2米，塔高11米。
塔体的4面，都塑有“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塔基外沿建有1米高的护墙，西面正中开有2米宽的门，进门可沿旋梯进入塔内。
护栏外的苍松翠柏，使纪念塔隐藏在绿丛之中，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
    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从1951年初建，历经多次修改，现已形成烈士墓、纪念塔相组合的革命纪念
建筑物群体。
1986年10月15日，国务院批准将“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区人民广场中央。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发表对日作战宣言。
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
同日，苏联红军调派三个方面军从东、西、北方向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东北抗日联军紧密配
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
根据延安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冀热辽的八路军挺进东北。
1945年秋，东北光复后，为纪念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红军
烈士，以及埋葬在塔址的苏联后贝加尔湖方面军的飞行员烈士们，吉林省人民修建了此塔。
    纪念塔由基础、塔座、塔身、苏式轰炸机铸铁模型四部分构成。
塔的基础呈圆形，直径为30米，高0．1米，花岗岩石板铺地。
塔座外圆直径为20米，高1米，立柱石6根，柱高3米，柱顶装有聚光灯，照明塔身和飞机模型。
塔身呈正方形，共分为5个阶层，1至4阶层距高相等，高5米，顶层高6米，塔顶部装置一苏式轰炸机铸
铁深绿色模型。
塔通高为27．5米。
    纪念塔底层北面阴刻俄文，意为：为苏联的荣誉和胜利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俄文上部位阴刻中文：“苏军烈士永垂不朽”、“长春市各界人民”。
在第2阶层缀有苏联国徽。
第4阶层缀苏军功勋奖章。
西面阴刻俄文是在战斗中牺牲的14名苏军官姓名及其军衔。
东面阴刻俄文是在战斗中牺牲的9名苏军准尉和军士的姓名及其军衔。
南面阴刻俄文意为：这里埋葬着为苏联荣誉和胜利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后贝加尔湖方面军的飞行员。
俄文碑记上部阴刻中文：“中苏友谊万古长青”。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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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到20世纪终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五十周年，这一百六十年都属于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现代史。
一百多年在绵延不断的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中不过是一刹那，但在这百余年间，我国经历了有
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动荡、大变革。
中国人民经历了空前的忧患和灾难，进行了无限艰难、血流成河的斗争，也赢得了改天换地、革旧创
新的喜悦。
经过这百余年来的曲折复杂的历史，一个衰老的、落后的、濒于灭亡的中国，终于以独立自强的雄姿
屹立于万国之林，它的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受到一切人的尊重，即使敌视中国的人也不敢藐视它的存
在。
因此，回顾和反思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人们总是特别注意和我们现在联系最密切的近一百六十年的
近代现代史。
可供了解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资料洁如烟海，从各种角度、以各种类型汇编的近代现代史料的书籍也有
很多。
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托，由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林声同志策划并组织、辽宁省政协文史委
牵头，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文史委以及国家文物局、各省市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成的《中国百年历
史名碑》一书，是许多近代现代史资料的一种。
但它与众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书中的资料收集不易，编成此书确有很高的难度。
    以碑、碣、石崖为载体，镌刻上有关当世的人和事的记载，以垂永久，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播
文明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在现代仍被运用。
这本书就是从近代现代的众多碑碣中择其可以反映世事的变化，值得流传后世者，收罗照片，拓片而
编成的。
这些碑碣大都是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不久制成，因此很容易引起今日读者的历史亲切感，使人们不但
重温去今并不遥远的历史，而且激发起与前人一样的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为争取
祖国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
    以碑碣为史料，和其他种种史料一样，不免有其局限性。
碑文作者的观点看法未必完全和我们相同，石刻中反映的也许只是一鳞半爪而非全貌。
但这些都无妨。
不同的观点看法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对局部的深入感受和了解有时更胜于浮泛的大而化之的
议论。
史料本来是要人去利用的，在善于利用史料的人手里，一切史料都是活的，都是在某种程度、某种角
度，甚至从反面对历史实际的反映。
所以我以为这本书作为史料虽有其局限性，但仍可以当作一部形象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来读。
    中国虽然重视碑、碣、石刻，甚至碑学成为专家之业，但碑学是厚古薄今的。
先秦的石鼓与秦皇的封禅碑当然被推为国宝，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文历来受尊崇。
碑学所重的是书法艺术，宋朝碑碣除出于书法大家者外，已不甚被看重，宋以后更无论矣。
这时书法原迹多有保存于后世者，不必求之于碑碣。
到了近代现代，碑碣地位已不如前是无可讳言的。
现存的有着史料价值的碑碣有一部分存于纪念场所中，固不难搜求，但有些碑碣则已为人所忘却，以
至埋没在蔓草荒烟之中。
听说这本书中的很多材料是编者调查访问、刻意搜求才得到的。
这实在是有心人做的大好事。
因为书数语，作为序。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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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97年香港回归百余年来中国著名革命纪念碑的大型图书
。
全书收录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省、区的碑碣四百余座，以碑介、碑铭、照片的
形式详尽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是一部石刻的历史教科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热情讴歌了革命英雄的丰功
伟绩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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