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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锷，初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出生在湖南宝庆县(今邵阳市)一个清贫农家。
5岁开始接受父亲的发蒙教育。
6岁被邻村一家私塾招为伴读。
11岁被当地名师樊锥免费收为弟子。
13岁参加童生考试，受到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补为县学生。
1897年9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以优异成绩考人官绅合作培养新政人才的长沙时务学堂第一
班，从此成为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人室弟子，开始直接受到他的维新思想的熏陶。
蔡锷在时务学堂期间，遵循梁启超的指导，认真阅读了他为宣扬康有为改制学说而精心撰写的《读孟
子界说》、《读春秋界说》二文，及《孟子》、《春秋公羊传》等书，撰写了数量可观的读书笔记，
多数受到梁的表彰，称其“比例精当，见地莹澈”。
打这时起，蔡锷便萌生了澄清天下的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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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业英，男，1940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55年秋考入江西省赣州高级中学(今赣州市第三中学)。
1958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
196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65年6月至1966年6月在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任编辑。
1972年秋转至中华民国史组任研究实习员，成为大陆民国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
1979年至1990年，由助理研究员晋升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93年9月起应聘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4年任《近代史研究》主编、编辑部主任。
曾业英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头十年着重研究晚清史、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后十年着重研究早期南京国民政府及日伪统治下
的华北沦陷区的历史。
先后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1912—1916年)(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
中华民国史》(副主编及主要撰稿人之一)、《蔡松坡集》、《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合编)等专著和资
料书。
发表《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蔡锷与“二次革命”》、《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
》、《刘显世与护国战争》、《蔡锷与护国战争》、《民国初年的民主党》、《略论日伪新民会》、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蔡锷与》、《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等论文、札
记和书评。
现在，他除了主编《近代史研究》，仍以中华民国史为主要研究方面，正积极进行《中华民国史》第
三编第—卷(1927—1932年)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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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　一八九九年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一）（1899年10月5日）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
卷（二）（1899年12月13日）　　一九○○年　　杂感十首（1900年10月23日）　　世界之魂（1900
年11月22日）　　拿破仑（1900年11月22日）　　英德协商（1900年11月22日）　　呜呼，发祥地
（1900年11月22日）　　不变亦变（1900年12月2日）　　爱国心（1900年12月2日）　　破私（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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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少年（1900年12月12日）　　心观（1900年12月12日）　　战争者文明之母也（1900年12月12日）　
　罗罗山（1900年12月22日）　　孟鲁主义（1900年12月22日）　　外交（1900年12月22日）　　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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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2月19日）　　毁誉（1901年2月19日）　　支那人之特质（1901年3月1、11、20日）　　奴性
（1901年3月11日）　　英雄国（1901年3月11日）　　今后之发祥地（1901年3月20日）　　支那现势
论（1901年3月30日一12月21日）　一九○二年　一九○三年　一九○五年　一九○七年　一九○八年
　一九○九年　一九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二年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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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八九八年湖南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读隐公二年、三年《春秋》讳内大恶之义三：不忍言也，不
必言也，不可言也。
何不忍言？
子不丑父，臣不丑君也。
何不必言？
无益也。
何不可言？
惧罪也。
究以口授为万世也，此孑乙子作《春秋》之苦心也。
教习梁批：《春秋》每立一义，必有所以然之故。
其所以然者，或一端焉，或数端焉，不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乎不在。
朱子日：“能通所以然，是第一等学问。
”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孔子讥世卿，以为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
何以？
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
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已日。
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
生非贵族，不可以闻国事。
故其族愈众，势愈强，则其相争也愈大。
争则相怨，相怨则离，离则同门荷戈之衅开矣。
故犯上之祸，所以不胜屈指也。
自秦以后，二权略伸，孔子之功大矣。
然流弊无穷也，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
西法何？
议院之制也。
议院之制何？
万心之推也。
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
前之弊在身心不相属，今之弊在心不相属。
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扦格之虞矣。
教习梁批：“流弊”一语极谬。
孔子讥世卿，立选举，汝殆鉴于今日科举之极弊，而发此言也。
然凡行一制度，必条理始末且行之然后可。
苟仅行其一二而已，适见其敝也。
今日之学西法是也。
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
后世仅用其选举，而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欲得人才，乌可冀也。
不责历代奉行之不善，而为“流弊无穷”，何其谬也！
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
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
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
《春秋》固当合全书以议之，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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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锷集(共2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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