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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锷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他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并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中，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青年将领。
他短暂的一生中，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
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
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本书的出版，有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辛亥革命的起源与进程，了解早期革命家们矢志不渝、无私
奉献、艰苦卓绝的人生经历。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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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明国，擅长人物传记类写作。
已参与编撰多部民国时期人物传记类作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蔡锷自述>>

书籍目录

第一编 自述：云南光复纪要
　光复起源篇
　光复上篇
　迤南篇
　迤西篇
　　第一章　大理之反正及机关部对各属之维持
　　第二章　腾永军之行动
　　第三章　榆腾冲突及诸路之纷扰
　　第四章　李根源西巡及榆腾之调和
　蜀篇（一）
　援蜀篇（二）
　　第一章　援川军之起因
　　第二章　援川军之声势及成都独立后之状况
　　第三章　　第一梯团之作战计划及其实施
　　第四章　　第二梯团之作战计划及其实施
　　第五章　军事上各种关系
　　第六章　滇川协议北伐
　　第七章　由川援黔之概要
　　第八章　军事上之人物及其设置
　援黔篇
　援藏篇
　　第一章　西征之原起
　　第二章　西征之军规划
　　第三章　滇军撤还之概况及撤还后之波折
　　第四章　西征军之凯旋
　军事变迁篇（原缺）
　建设篇（一）
　建设篇（二）
　建设篇（三）
第二编 序跋、演说、谈话、谕文等
　《治兵语录》序
　论古代兵家之博深
　母仪妇德，千秋永嗣
　共和党发展党务之我见
　云南为吾　第二桑梓
　对临安诸君之期望
　在个旧绅商学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
　谈共和之意义
　谈建设之维艰
　《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缘起
　政略高谋，爱国情怀
　告滇中父老文
　护国军政府布告
　致梁启超书
　告全国同胞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蔡锷自述>>

　致湖南士绅书
　誓告国人文
　誓师讨袁文
　谕四川同胞文
　附　录
　蔡松坡先生事略
　蔡公行状略
　蔡松坡先生历史
　蔡松坡之轶事四则
　蔡公遗事
　蔡锷年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蔡锷自述>>

章节摘录

　　第一编 自述：云南光复纪要　　云南光复纪要①　　《云南光复纪要》是蔡锷在云南都督任内专
设的云南光复史编纂局编纂的一部历史著作。
该局由周钟岳任总纂，赵式铭、张肇兴、郭燮熙等人分任编纂，1913年2月1日正式开局，“至6月下旬
计编成光复史稿：《光复起源篇》一册、《光复篇》一册、《迤南篇》一册、《迤西篇》一册、《援
蜀篇》一册、《援黔篇》一册、《援藏篇》二册、《军事变迁篇》一册、《建设篇》一册”（《云南
省议会报告书》卷三，页六十九）。
”全部稿子都经蔡锷几次修改，现存的一部分底稿尚有蔡亲笔删改的字迹和粘贴的浮签。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88页）集中反映了他对云南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看法，但此书
当时并未刊行，原因是“将付手民矣，会蔡公奉调入京，则以此书移交唐蓂赓都督。
时阅数载，迄未付刊，后闻全稿竟遭佚失矣。
”（李东平整理：《云南光复纪要》，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1991年8月
第一次印刷，第148页。
）现全稿已散佚不全，这里辑录的只是其中的十一篇。
）　　光复起源篇②　　（此篇由赵式铭任编纂，蔡锷订正。
“稿本封面有蔡锷手书《云南光复纪要》、《光复起源篇》等字。
”（李东平整理：《云南光复纪要？
前言》，第2页））　　四夷侵中国，无代无之，然数年或十数年即破灭，从无入主中夏者。
自厓山之役，宋陆秀夫负卫王昺蹈海，元世祖践帝位，奄有华夏，是为黄帝子孙第一次失国。
李自成陷京师，庄烈帝殉于煤山，清世祖入继国祚，是为黄帝子孙第二次失国。
两代之亡，士大夫抗节不屈，死者相望，而尤以明亡殉国者，为至酷极惨。
呜呼！
种族之界，其天性然哉！
　　庄烈帝崩，唐王聿键、福王由崧以次败降。
明将李定国迎永历帝入滇，图光复。
定国兵败，帝西走永昌，清师追之。
定国令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帝如腾越，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盘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
高黎贡山，西南第一穹领也），清师中伏，歼其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
卒以众寡不敌，帝奔缅，定国死于景线。
清以吴三桂平滇功，晋王爵，命镇云南。
三桂兵临阿瓦，缅人献帝及后，并从官家属。
三桂挟之归，缢帝于金蝉寺，明祚遂斩。
滇人哀之，名其地为逼死坡，有余痛焉。
当满清入关，挟其武力以蹂躏中原，天下莫与抗。
而云南犹奉永历为君，奄有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之地，与异族血战数年，歼强敌以数万计，势穷力
蹙，隐忍称臣。
滇人种性之辨，盖足以自豪矣！
　　国变后，滇中遗民以全节闻者，不可一二数：昆明杨永言倡义弗克，削发为僧；呈贡文祖尧弃官
入中峰寺；蒙化陈佐才凿石棺，称明末孤臣；晋宁唐大来从无住禅师受戒律，结茅鸡足山。
皆感时伤国，诸难显言，则一托之诗歌以寄其芳馨悱恻之意。
而诸生薛大观举家以殉，事为尤烈。
永历帝之出奔也，大观与子之翰方挈家隐居北城之鱼楼，闻帝逊荒，泫然流涕，谓之翰曰：“国君死
社稷，臣死君，义也。
今日之事，虽天命，不可以力争，顾独不可效死一战，乃崎岖域外，依小夷求须臾活，岂可得？
吾书生，不能徒手搏敌，计惟有一死。
汝其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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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翰泣对曰：“父为国死，儿安敢不为父死。
”大观妻杨氏、之翰妻孟氏皆曰：“君父子为国家死，吾姑妇独不能为君父子死耶？
”旁有婢曰琐儿，抱大观幼子在怀，闻诸人语，曰：“婢子死，亦可乎？
”大观曰：“婢为主死，亦义也。
”于是相率下楼，投黑龙潭死之。
明日，尸相牵浮水上，路人举而瘗之。
滇人种族之感，至大观而极。
　　清既窃位，禁网稠密，遗民逸老以文字贾祸者趾踵相接，海内重足屏息，噤不敢复言满清失德。
浸淫至于中叶，人渐亡本，而颂声作矣。
光绪间，外患纷来，甲午、庚子诸役，国疆日削，赔款以亿万计。
痛深创巨之余，清议渐起，驯至蓬勃不可遏抑，士大夫亦侃侃谈国事。
清廷震恐，始派遣学生出洋；而欧西思潮，因之输入；大江南北，号称革命党人者，所在蜂起；而杨
振鸿由海外驰归，倡革命于云南。
　　先是同治十三年，越南与法国立《西贡条约》，认越南为自立国。
光绪九年后，复立《哈尔曼条约》，认越南为保护国，内政外交受法监督。
已而，兵进西贡，俘其君，幽之南非洲，越南遂亡，而滇之南防危。
光绪十一年，英师袭缅甸，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外部议，立君存祀，守十年一贡之例。
英人不许，缅甸遂亡，而滇之西防危。
滇自缅、越失后，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夺，互相生心。
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约，未几而有攫取滇越铁路建筑权之约，未几而有揽七府矿产之约，未
几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约。
部臣不敢拒，边吏不敢争，而西南之祸烈矣。
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政法，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而陆军
生尤激烈，杨振鸿又陆军生中之尤激烈者。
　　振鸿，昆明人，光绪癸卯入日本振武学校。
既毕业，滇督丁振铎电调归国，道出越南，亲见所谓亡国惨状，则大感喟。
时法人已筑滇越铁路，滇人谋筑滇蜀铁路为抵制，扼于财力，事未举。
振鸿为书上父，举缅、越事以为滇人镜，人传诵之。
滇大吏疲茶，知不足与谋，乃结三迤志士，创设死绝会、公学会及体操专修科，一以革命致事。
适滇缅间铁路，英人欲恃强修筑。
振鸿愤极，遂结全省士子抗之，势张甚。
英领率[卒]为所慑，乃寝。
大吏滋不悦，出为腾永第一营管带。
振鸿简军实，勤训练，以待时，而益开扩党会。
腾越镇李宝书、关道关以镛，因索盏达土司贿，为振鸿所持，未遂，心衔之，造飞语中伤。
滇督锡良，满洲产也，尤仇视革命党，即密电镇道捕振鸿。
振鸿走永昌，知府谢宇俊捕之。
复走新街，历南洋群岛，再渡日本，入振武学校。
　　是时，有《云南》杂志者，滇人居东之所作也。
其书痛陈清廷不纲及列强谋滇政策，由海外流入中国，读者快之。
而在滇人士，亦有《云南日报》、《星期报》、《云南公报》等之设。
又为《苦越南》传奇，授伶人奏之，座中至有泣下者。
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
　　戊申夏，革命军起河口。
振鸿谋归滇助革命军，乃至《云南》杂志社，结吕志伊、赵伸、黄毓英等，开大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
。
到者数千人，所称云南独立大会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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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鸿被举为干事，偕同党数人南归。
至香港，革命军败，关吏逻察严，不得入。
徘徊久之，谋以黄毓英、杜韩甫、王尧民进干崖，说土司刀安仁；喻华伟、李遐章、何畏进腾越，说
防营管带；而自居仰光，与居正办《光华日报》，以通消息。
中更蹉跌，事卒无成。
　　振鸿离仰光，经纳戍、昔董，出盏达，至干崖，赴蛮允说管带杨发生，为所绐。
重趼至蒲缥，主何子仁家，适与何畏遇，因共筹起事之策。
振鸿策袭永昌府为根据地，编练乡民成军，以出大理、腾越、顺宁、云州之地，包举迤南，进图省垣
，再北出黔、湘，西略川、陕，戡定中原。
策定。
振鸿任先锋，何畏作内应于城中，宋某、唐某集乡民数百人，约夜间三句钟会于演武厅之后校场。
会腾越、镇康两处防营调驻永昌城，乡民气先夺；又召集失期，及杨、何至，则已先溃散，相与仰天
长叹。
俄有报琦绮至者，乃踉跄返蒲缥。
未几，振鸿病作，渐笃，遂于戊申年十二月十一日殁于蒲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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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踏为辛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的足迹，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中国人民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所以身为炎黄子孙，勿忘历史，勿忘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对于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本书也是进行传统爱国主义宣传的最好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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