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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见证共和》是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一个纪念。
　　共和之始，起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打响了辛亥首义的第一枪。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泱泱中华，便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民族生存
，危在旦夕。
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地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必须推翻封建
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迈向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以巨大的震撼力
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共和之路，遍布革命先驱的执著探索。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为了“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他竭尽探求，毕生
奋斗。
他站在时代前列，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
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
再厉”的誓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反对封
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主
共和的观念从此深人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共和之辉，映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
辛亥革命以来100年的历史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
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
产党人秉承他的意志，引领中国人民找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不断实现和发展孙中山先生
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谱写了振兴中华的瑰丽篇章，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
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辛亥百年之际，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与金陵之声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报道活动，推出大型纪念节目《
共和的故事》，在此基础上，集成了一本书。
《见证共和》的一桩桩历史事件、一个个鲜明人物，让我们感受到共和的历程、先辈们对共和的景仰
和追求，反映了共和的缘起、发展，以及共和的理念、内涵，表达了今天人们对共和的了解、认知和
思考。
　　依照历史的线索，本书从“走向共和”、“共和之始”、“捍卫共和”、“伟人风范”等方面结
构分布，围绕共和主题和与之相关的事件、人物、条令、制度，呈现出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书籍以
叙述历史故事的方式和短小的篇幅，记录下中国历史上这场巨大的革命，描绘出建立共和的历程，展
现着共和的深刻思想。
与学术专著的不同之处在于，该书的事件性和故事性较强，通俗易懂。
本书在采编写过程中，搜索、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并认真细致地进行比较、筛选和编
辑，其中，有些事件鲜为人知，有些图片鲜有问世，立意、选材和落笔都有独到之处。
　　存史之益，不仅在于重温历史、缅怀先驱，更着眼于“资政、团结、育人”。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编选出版《见证共和》一书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该书的出版发行，对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中华儿女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激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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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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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见证共和》从“走向共和”、“共和之始”、“捍卫共和”、“伟人风范”等方面结构分布，
围绕共和主题和与之相关的事件、人物、条令、制度，呈现出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书籍以叙述历史
故事的方式和短小的篇幅，记录下中国历史上这场巨大的革命，描绘出建立共和的历程，展现着共和
的深刻思想。
与学术专著的不同之处在于，该书的事件性和故事性较强，通俗易懂。
《见证共和》在采编写过程中，搜索、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并认真细致地进行比较、
筛选和编辑，其中，有些事件鲜为人知，有些图片鲜有问世，立意、选材和落笔都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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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走向共和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和纲领辛亥革命的催化剂——保路运动武昌新军八营
熊秉坤鸣枪起义熊秉坤之子熊辉深情忆往事湖北军政府的建立武汉三镇光复军政府通令全国黄兴抵达
武汉指挥保卫战各省纷起响应成立新政府南京学生奔赴武汉参加保卫战——亲历者沈铸东的回忆“武
昌首义”之说南北议和：公开和密议结合首攻南京失利组建江浙联军再次攻南京血战天保城江浙联军
发起总攻南京胜利光复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中国首次投票选举总统孙中山抵沪的日日夜夜享有“光复
南京第一功”之誉的骁将林述庆光复南京的“女子炸弹决死队”辛亥革命上将军赵声“民国产婆”赵
凤昌恨：不四烈士——牟方祺谈武昌首义三烈士就义背后的故事民国上海第一督陈其美辛亥革命中的
梨园斗士学贯中西的爱国志士吴稚晖共和之始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盛况“国玺
地契”——中华民国之象征临时政府内阁人选确定改良社会树立新风财政拮据举步维艰宣告各友邦书
寻求各国承认孙中山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颁布法令除旧布新创建银行发展经济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运动
宣统溥仪退位封建帝制结束定都南京黄兴功不可没国旗之争孙中山委曲求全孙中山率众谒陵以昭告民
国统一颁布《临时约法》防止总统独裁捐资临时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新发现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
》海内外友人致孙中山函件史料价值高辛亥革命中华侨的卓越功勋华侨钟念祖智救孙中山民国大总统
奖章：国中有民孙中山率先倡导中山装与孙中山就职有关的楹联与孙中山有关的两副“绝对”捍卫共
和总统府成立北伐大本营京保津兵变袁世凯踞守北京孙中山正式辞去大总统职务袁胜的主因是革命党
内部的涣散南京留守府成立但很快交权孙中山的“造路救国”民国第一政治刺杀案震惊中外艰难的“
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宋庆龄与孙中山结为革命伴侣孙中山书赠
黄兴对联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辛亥革命中的巾帼英雄辛亥歌曲响彻云霄“辛亥老歌”集的问世雄风长
在莫愁湖——粤军阵亡烈士墓淮上军的功绩不可低估“绝代双骄”姐妹花给孙中山当保镖孙中山的两
次死里逃生功勋卓著的黄兴呕心沥血辅佐孙中山的胡汉民出谋划策的荷马-李亲如兄弟的梅屋庄吉真心
相助的宫崎寅藏台湾抗日志士罗福星为国捐躯的亲人孙昌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闹剧皇帝梦破袁世凯忧愤
而死伟人风范天下为公勤政爱民关爱卫士生活简朴任人唯贤清正廉洁治吏思想世人景仰“吾死之后可
葬于南京紫金山麓”鞠躬尽瘁伟人长逝备极隆重的奉安大典奉安大典的永恒纪念孙中山逝世挽联中的
锋芒与恩怨宋庆龄四次不为人知的哭泣“生同寝，死同穴”的廖仲恺与何香凝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的谭延阄广州讨贼军总司令韩恢老同盟会员范鸿仙和李真如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中国农工民主党创
始人邓演达民国“四大寇”之一尢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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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曾先后发动了10次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武装起义，如1906
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徐锡麟起义、镇南关起义
，1908年的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等，其中以1911年4月27日发动的广
州起义最为壮烈，影响最大。
 ．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十分泄气。
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和国内东南各省的同盟会代表开会，
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会后，孙中山等分别向美洲和南洋华侨募款，黄兴、赵声等则在香港成立了领导机构统筹部，并在广
州设立了38处秘密据点，联络新军、防营、巡警和会党、绿林、游勇，并选拔800人组成敢死队，计划
先占领广州，然后分兵挺进湖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地区，再大举北伐。
1911年4月8日，各项准备工作大致就绪，统筹部在黄兴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26日起义，分十路进攻
广州，赵声、黄兴分任起义军正、副司令。
因起义风声走漏，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遂决定推迟起义日期。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临时决定发动起义，并亲率敢死队130余人，攻人两广总督
衙门，击毙卫队多人，杀死管带，张鸣岐闻风而逃。
黄兴下令焚烧衙门，并率部转攻督练公所。
至东辕门与大队清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
义军杀死许多清兵，但自己伤亡也很大，黄兴、朱执信等均受伤。
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起义军被清军击败，黄兴等化装逃脱，喻云纪、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
另说100余人）遇难。
清当局拟将死难者遗骸丛葬于城东门外臭岗，革命党人潘达微获悉，冒着生命危险，发动广仁善堂收
殓烈士遗骸72具，于5月2日将遗骸合葬于城郊红花岗。
安葬事竣后，潘达微环顾红花岗四周，觉得红花不如傲霜的秋菊黄花，便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后也
将此次起义称为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对于这次起义，孙中山予以了高度评价，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
风云因而变色。
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
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墓呈正方形，每边长17．5米，石砌围栏四周围有铁链栏杆。
墓中建一墓亭，亭内立有一墓碑，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
亭顶形如悬钟，寓争取自由警钟之意。
亭前右侧碑亭内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碑上刻有72位烈土的姓名。
左侧立一碑，上补刻有至1932年审查所得的14位烈士的姓名，碑名“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
碑”。
墓后是章炳麟撰写的“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
坊身正面刻着与正门相同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纪功坊东、西两侧各有螺旋式梯级抵达坊顶。
坊顶中间用72块长方形石块横列成崇山形的“献石堆”，象征72位烈士。
顶端伫立着一位高擎火炬的石雕自由女神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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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见证共和》中的一桩桩历史事件、一个个鲜明人物，让我们感受到共和的历程、先辈们对共和
的景仰和追求，反映了共和的缘起、发展，以及共和的理念、内涵，表达了今天人们对共和的了解、
认知和思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共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