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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滿清專制政府，

鞏固中華民國，

圖謀民生幸福，

此國民之公意，

文實遵之，以忠於國，

為眾服務。

至專制政府既倒，

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

為列邦公認，

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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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昌首義

湖北地區革命組織的潛滋暗長 日知會在萍瀏醴起義失敗後被破壞，武漢

地區的革命黨人接受教訓，潛入地下，隱蔽活動。自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

起，武漢地區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秘密的革命小團體，其重要者有湖北軍隊同盟

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湖北共進會等。

湖北軍隊同盟會創始人為原日知會聯絡員任重遠。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

3月，他自四川歸鄂，經李長齡介紹，投入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一標當

兵。當時，黃興正在廣西欽州、廉州一帶發動起義。任、李二人認為，欽、廉

僻遠，不如在武昌地區發動，方能振奮人心。二人相約召集日知會舊日同志，

重加組織。黃申薌、楊王鵬、鍾琦、章裕昆以及尚在獄中的李亞東、梁鍾漢等

都表示贊同，共約四百餘人，7月 25日（六月二十八日），於武昌洪山羅公祠

召開成立會，秦炳鈞任主席。為保密，會議決定不制訂章程。

湖北軍隊同盟會成立後，李亞東通過獄外的同志陳少武等人創立《通俗白

話報》，以「上逸」為筆名撰文鼓吹革命。該報在軍學兩界流佈，影響很大，但

不久，清吏即禁止李亞東見客，報紙停刊。任重遠也因赴川聯絡，負責無人，

會務中輟，前後只活動了五個月。其成員，有姓名可查者 46人，大多為兩湖籍

貫的新軍士兵。1

群治學社的發起人為新軍第四十一標士兵楊王

鵬。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11月，楊在安徽太

湖參加湖北與南洋新軍的聯合會操。適值光緒帝、

西太后相繼去世，熊成基在安慶發動起義，楊王鵬

即與鍾琦、章裕昆等商量，決定利用集會，加緊進

行。會操結束，回到武昌的當晚，楊王鵬即召集會

議，決定成立群治學社，以楊王鵬、鍾琦等十人為

發起人。12月 13日（十一月二十日），在武昌東

1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 578—589頁。

門外金台茶館召開成立會，推鍾琦為庶務。會議通

過的宣言規定該社的宗旨是：「研究學識，講求自

治，促睡獅之猛醒，挽既倒之狂瀾。」1簡章規定，

社員須繳入社金一元，每月各捐薪餉的十分之一為

社中經費，同時規定社員每月須介紹二人入社，但

須經社員三人考察，而且不得介紹官佐入社，以防

不測。1909年（宣統元年）7月，楊王鵬結識隊官

潘康時，發現潘熱心革命，才破例發展。其後，鍾

琦被作為新軍骨幹調出省外，庶務改由李六如繼

任，社務進一步發展。已知社員共 64人，大多為兩湖籍新軍士兵。1910年（宣

統二年）2月，同盟會會員湖南人劉復基、蔣翊武相偕到鄂，投軍當兵，同時

協助詹大悲編輯《漢口商務報》。

《漢口商務報》創刊於 1909年 10月 8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原

為商辦報紙，因資金困難，創辦不久即停業。革命黨人宛思演以出售祖傳田產

數十畝所得承頂。主筆詹大悲，編輯何海鳴，會計兼發行劉復基，撰述有查光

佛、楊王鵬等，都是武漢地區的革命黨人。經營不久，仍感經費困難，詹大悲

再次售產支持，群治學社也以部分基金支援。自此，該報「鼓吹革命，言論激

昂，抨擊無所忌諱」，成為群治學社的機關報和秘密聯絡點。

同年 4月，湖南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清廷調鄂軍前往鎮壓，又調北洋軍到

鄂填防。湖南焦達峰擬乘機起事，同時聯絡湖北新軍響應。李六如、楊王鵬與

湖北共進會的黃申薌、查光佛商量後，決定於 5月 4日（三月十五日）夜發動。

不久，長沙搶米風潮被鎮壓，北洋軍已到漢口，全城戒嚴。黃申薌被警察追捕

時跳牆逃逸，其他人也紛紛避離。湖北總督瑞澂敕令江漢關道齊耀珊前往查封

《漢口商務報》，夏口廳威脅有關公司不得承印，同時函請駐漢英領事勒令報館

遷出租界，《漢口商務報》遂被迫停刊。

清吏雖然力圖緝拿群治學社諸人，但李六如已將文件秘藏，未被搜獲，

1 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1955年第二次印刷本，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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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得以保存。1910年（宣統二年）8月，李六如召集會議，與會者決定改名

振武學社，「專為聯絡軍界同胞，講求武學」。1 
9月 18日（八月十五日）為夏

曆中秋節，在武昌黃土坡召開成立大會，推楊王鵬為社長，李六如任庶務兼文

書。會議規定了更為嚴密的制度：在各標、營、隊分別設立代表；幹部會議非

標代表不得參加；各營按代表的命令列動，彼此不得互知情況。但是，此時社

員已發展至近千人，楊王鵬等人的活動還是為混成協協統黎元洪所覺察。黎元

洪傳潘康時責問，潘答：「有程度稍優之士兵若干人，常集合研究學術，無所謂

組織，更無所謂會黨。」黎元洪發怒說：「現在革命黨盡係如此，汝不嚴禁，反

從而庇護之！」遂將潘撤職，改派施化龍接差。施到任後，派人密探，向黎元

洪報告楊王鵬「秘密結社，圖謀不軌」黎認為「此事萬不可聲張，否則更難處

理」。僅將楊及四十一標二營司書鄭士傑撤差，將李六如及另一士兵責打一百

軍棍，開除軍職，沒有過事吹求。

楊王鵬被撤差後，社務由蔣翊武主持，取靜觀忍耐方針，社務停頓約兩個

多月。1911年 1月（宣統二年十二月）下旬，蔣翊武在各標同志催促下，於武

昌閱馬場集賢酒館召集會議。詹大悲提議取一個更不為人注意的名字，遂定名

文學社，聲稱其宗旨是「聯合同志，研究文學」。1911年 1月 30日（宣統三年

元旦），文學社以團拜為名在黃鶴樓畔的風渡樓召開成立大會，推蔣翊武為正社

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為文書員，鄒毓

琳為會計兼庶務。會議鑒於當時形勢，要求盡快發

展會員，擴大組織。一個月之後，除馬隊八標外，

湖北新軍都有了文學社成員，在士兵中，社員已佔

多數。

3月 15日（二月十五日），文學社在黃土坡招

鶴酒樓召開代表會議，補選第三十標士兵王憲章為

副社長，派章裕昆往馬隊八標發展社員。三二九起

義期間，蔣翊武計劃炸斃瑞澂，舉事回應，旋因廣

1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 14頁。

州方面失敗作罷。5月 10日（四月十二日），文學社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召開第

二次代表會議，決定在小朝街 85號設立機關，推劉復基等駐社辦公；同時增設

總務部，以張廷輔為部長。6月 1日（五月五日），召開第三次代表會議，決定

建立陽（漢陽）夏（漢口）支部，以胡玉珍為支部長。

《漢口商務報》被查封後，革命黨人決意重組輿論機關。1910年 12月 14

日（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為霖創辦《大江白話報》，以詹大悲、何海鳴

分任正副主筆。不久，英國巡捕無故毆斃人力車伕吳一狗，漢口地方當局下令

不得登載或評論，《大江白話報》「據實直書，無所畏懼」，贏得社會好評，「大

悲」之名，也因而傳揚。1911年（宣統三年）春，報紙由詹大悲接辦，易名《大

江報》，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為宗旨。詹大悲自任經理。何海

鳴、查光佛等任編輯，居正、田桐、蔣翊武等積極為之撰文。該報初為振武學

社的機關報，文學社成立後即成為該社的輿論宣傳機構。該報在湖北新軍各標

營中聘請特約通訊員，設分銷處，免費贈送各營隊報紙一份。三二九之役後，

該報收集烈士書信等遺文，印成單行本，隨報附送。在保路風潮中，該報逐日

發表評論，痛罵盛宣懷、端方、鄭孝胥等人賣國，「鼓動社會團結抵抗」，在湖

北新軍中影響日大。1

從湖北軍隊同盟會到文學社，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不斷發展，組織日益

嚴密。至此，文學社已發展至 3000人，約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五分之一。現已知

社員 243人，大多為士兵及下級軍官，間有學界人士，以湖北人居多。2

除文學社之外，湖北地區還存在著另一個革命組織，這就是湖北共進會。

1909年（宣統元年）春，孫武自日本回到漢口，受到湖北地區革命黨人的

熱烈歡迎。新軍三十二標士兵黃申薌具有排滿思想，曾與人組織種族研究會。

他從孫武處見到共進會章程，並得知孫中山、黃興和同盟會的有關情況後，表

示願將種族研究會併入。同年，焦達峰到漢，和孫武研究後決定，在湖北成立

共進會，用以統一長江流域會黨。其後，孫武即將大冶、安陸、黃州、襄樊等

五處會黨分編為五鎮軍隊，以劉公為大都督，劉英為副都督，黃申薌等分任統

1 《再志漢口〈大江報〉被封情形》，《時報》辛亥閏六月十三日。

2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 599—6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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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於此前劉英、黃申薌等所部會黨的暴動連

續失敗，孫武不得不下令暫停活動。9月，孫武赴

粵，轉赴廣西參加共進會在當地發動的起義，事

洩，孫武逃亡香港，加入同盟會。

孫武離鄂後，黃申薌將湖北共進會的活動重點

轉向新軍，士兵會員發展至 815人。1910年（宣統

二年）6月，孫武自廣東歸鄂。1911年（宣統三年）

2月，在武昌胭脂巷 24號設立機關。同月，居正、

譚人鳳先後受黃興之命，到漢和孫武等人建立了聯

繫。3月 31日（三月二日），孫武命鄧玉麟出面，

在武昌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專門聯絡新軍士兵。

人們誤傳孫武是孫中山之弟，加入共進會者日益增

多。同月，共進會的第三任總理劉公到武昌，任主

盟人。當時，正值廣州起義新敗之後，孫武等決心

在湖北再次發動。5月 3日（四月五日），居正、

劉公、焦達峰等集議，孫武提議，由兩湖首義，號

召各省響應。他說：「我們先是被動的，今日我們

要做主動了。」1會議決定，如湖北首先發動，則湖

南即日回應，反之亦然。此時，共進會已有新軍會員約一千五六百人。其中工

程營和炮八標，會員約佔士兵半數以上。

湖北有新軍一鎮、一協，約 15000人，文化水準較高，訓練有素，裝備

精良，是當時北洋六鎮以外的第二大武裝力量。經過革命黨人長期、深入、細

緻的工作，加入革命組織的已近三分之一，此外，還有大量的革命同情者，因

此，這支隊伍實際上已經變質，成了一支革命黨人可以掌握和控制的隊伍。此

前革命黨人歷次發動的起義之所以旋踵即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沒有這樣一支

隊伍，現在有了，起義的勝利就有了基本保證。加上武漢位居中國腹心，近代

1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科學出版社 1957年版，第 35頁。

工商業和新式教育都比較發達，既是經濟文化中心，又是交通樞紐，還是清廷

的軍事工業重地，起義一經成功，會立即造成四方震動的巨大影響。因此，在

武昌首義，這是一個正確的決策。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決策對近代中國歷史

發展起了無法估量的重要作用。

起義爆發 武昌地區存在著兩個革命組織，不可能不發生摩擦與衝突。

1911年 5月 11日（宣統三年四月十三日），文學社與共進會代表集會，達成合

作協定。不久，保路風潮掀起，《大江報》於 7月 17日（六月二十二日）發表

何海鳴所作短評《亡中國者和平也》，抨擊清廷出賣國家主權，也抨擊立憲派叩

頭上書的和平請願，呼籲革命。7月 26日（閏六月一日），發表黃侃所作時評

—《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文稱：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

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

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

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承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

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巨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

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

國之志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可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

自為之。

清廷旋即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的罪名封閉

報館，逮捕主筆詹大悲、何海鳴。在法庭上，何海鳴聲明：「國民長夢不醒，非

大亂不足以驚覺，望治情殷，故出此憤激之語。」他反過來責問清廷「封報館，

拘總理，任意羅織」該當何罪。詹大悲則譴責清廷將片馬「永租外人」，反以

「和平解決」自飾，「喪權辱國，莫此為甚」！ 1武漢各界聲援詹、何二人，大街

小巷遍貼「安慰之紙條，哭弔之短文」。瑞澂本想將二人判處死刑，但懾於民

情，只判監禁一年半。

9月初，端方指調湖北新軍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9月 14日（七月二十二

1 《時報》，辛亥閏六月十四日、十六、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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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進會、文學社代表集會，都認為時機已到，提議取消兩個團體的名義，

合作革命。會議決定派人赴上海邀請黃興和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宋教仁、譚人鳳

前來主事。會後，居正、楊玉如銜命東下。9月 24日（八月三日），兩個團體

在胭脂巷 11號機關召開聯合大會，確定中秋節起義，推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

孫武為參謀長，劉公為軍政府總理。會議還確定了起義時的發動計劃。同日，

南湖炮隊士兵與軍官之間發生衝突，有人建議當晚立即起義，一時滿城風雨，

瑞澂為此加強了戒備，下令中秋戒嚴，士兵不得外出。起義總指揮部根據這一

情況，決定改期於 10月 11日（八月二十日）起義。

10月 9日（八月十八日），孫武在俄租界寶善里 14號機關裝配炸彈。不慎

爆炸。趕來的俄國巡捕發現炸藥、旗幟、文告、印信，抓走劉公的妻子及弟弟

等人，並引渡給清方。審訊中，

清方得知起義秘密，瑞澂立即下

令閉城調兵，搜捕革命黨人。

這就迫使革命黨人不得不立即行

動。當日下午五時，蔣翊武發佈

命令，以夜 12時南湖炮隊的鳴炮

為號，城內外同時動作。但是，

很快就接連發生意外事件。楊宏

勝運送炸彈，被軍警查獲；臨近

發動時，軍警突然包圍設在武昌

小朝街 85號的總指揮部，逮捕劉

復基、蔣翊武、彭楚藩等人；負

責傳達命令的鄧玉麟無法出城，

沒有及時將起義命令送到南湖。這樣，10月 11日（八月二十日）的起義計劃

就無法進行了。10月 10日（八月十九日）黎明，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三

人慷慨就義；蔣翊武因拖長辮，穿長袍馬褂，不為軍警注意，被捕後不久即乘

機逃跑。

瑞澂處決了劉復基等，又捕獲了三十多位革命黨人，興高采烈地向清廷報

功：「弭患於未然，定亂於俄頃。」他沒有想到，起義領導機關雖然被破獲，但

散處於各標營的革命黨人正在自動計議，決定按照原佈置行動，地火很快就會

噴薄而出。

10月 10日（八月十九日）晚七時，在城外西北的塘角，李鵬升、李樹芬

等在馬房縱火，混成協第 21營輜重隊、工程隊士兵隨即起義，向城內進發。

城內，工程第八營排長陶啟勝查棚，發現起義之跡，被士兵程定國開槍擊

傷，同時，共進會工程營總代表熊秉坤趕到，也打了一槍，全營轟動。士兵們

擊斃阻撓起義的代理管帶等三名官長，由熊秉坤帶領，直撲楚望台軍械庫，會

合守庫士兵，共同佔領該庫。當時，集合到楚望台的士兵已達四百多人，熊秉

坤指揮困難，便推舉臨時找到的原日知會會員、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為臨時

總指揮。

二十九標營址距工程營最近，士兵們高喊「打旗人」，在排長蔡濟民率領下

衝出營門。三十標接著發動。三十一標、四十一標駐守左旗營房，是黎元洪的

協司令部所在地。為了阻撓起義，黎元洪殺死前來送信的外營士兵，又手刃準

備回應的士兵鄒玉溪，但在聽到蛇山炮聲後潛逃，士兵紛紛行動，響應起義。

炮隊八標位處南湖，蔡漢卿聽到城內槍聲後赤膊躍起，踢翻隊官，士兵們拖炮

實彈，向城內進發。與此同時，工程八營派金兆龍等出城迎接炮隊，抵達中和

門時，發現城門緊閉，金兆龍情急之下，扭斷鐵鎖，順利出城，與炮隊會合，

在蛇山、鳳凰山、中和門等處構築炮兵陣地。當晚十點半左右，各路起義士兵

會攻湖廣總督衙門和第八鎮司令部。瑞澂和第八鎮鎮統張彪先後逃跑。東方黎

明，起義士兵佔領督署。

1 0 月 11 日（八月二十日）晚，文學社第

四十二標代表胡玉珍鳴槍集合士兵，宣稱：「武昌

已為我革命軍佔領，我們今天光復陽夏，為祖宗報

仇，為民族爭光！」士兵們迅速佔領鋼藥、兵工兩

廠。10月 12日（八月二十一日），起義軍撕下廟

內神帳，當作旗幟，在龜山設立指揮部，炮擊在江

中行駛的楚材兵艦，迫使其逃走。漢陽宣告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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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漢口發生縱火搶掠現象，漢陽起義士兵接受

漢口商防保安會等團體要求，派兵過江鎮撫，漢口

也轉入革命軍手中。

湖北軍政府的成立  武昌光復的第二天上

午，革命黨人在閱馬場諮議局集會，討論都督人

選，一致認為只有德高望重、有全國影響的人才能

勝任。有人推舉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湯被邀請

到會後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但「此

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於

是，有人改推黎元洪。黎在 10月 10日（八月十九日）晚上殺死了兩個起義士

兵後，躲到一個參謀家裡，被搜了出來，送到諮議局，受到眾人歡迎。當他得

知被推為都督時，臉色慘白，大喊：「我不能勝任，休要害我！」眾人或勸說，

或威脅，都沒有效果。這時有人送來一份安民告示，要黎簽署，黎拒絕，革命

黨人李翊東氣得舉槍對黎說：「再不答應，我就槍斃你！」說畢，李便代簽了一

個「黎」字。

黎元洪在被推舉為都督後，不言不語，甚至不吃不喝，盤膝閉目，成了

「泥菩薩」。直到 10月 13日（八月二十二日），他得知武漢三鎮全部克復，才

改變態度，同意剪掉辮子。10月 17日（八月二十六日），黎元洪在閱馬廠登壇

誓師，由譚人鳳授旗授劍，黎元洪宣誓。10月 25日（九月四日），軍政府開

會，改訂原由湯化龍等起草的《軍政府暫行條例》，確定軍令、軍務、參謀、內

務、外交、理財、交通、司法、編制等部部長名單。孫武、胡瑛、張知本等革

命黨人進入軍政府任職。

與湖北軍政府成立同時，漢口成立了以文學社為主體、詹大悲為主任的軍

政分府，漢陽則由日知會會員李亞東任知府。

湖北都督府成立後，迅速發出《佈告全國電》、《宣佈滿清罪狀檄》、《免

稅公告》、《通告城鎮鄉自治職員電》及《刑賞令》等文件，號召「十八省父老

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永久建立共和國體」，同時

也要求各城鎮鄉自治團體。趕辦團練，守衛鄉里，「防止飢寒無告之民，乘間

竊發」。10月 12日（八月二十一日），軍政府照會在武漢的各國領事，陳述與

各國保持友好，維持世界和平的願望，宣佈此前所有清國與各國締結的條約，

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承擔，既得權利和各國人民、財產一體保護，同時宣

佈，如各國協助清廷，妨害軍政府，將以敵人視之；如以戰事用品接濟清廷，

搜獲一概沒收。隨後，軍政府派人分頭訪問各國領事，要求承認國民軍為交戰

團體。10月 17日（八月二十六日），駐漢英、俄、法、德各國領事照會軍政

府，宣佈「中立」。

起義後，士兵僅存三千餘人。10月 13日（八月二十二日），軍政府決定募

兵，擴軍備戰。各階層人士踴躍應募，幾天後，即募足五協兵力。又成立了兩

個敢死大隊。

起義期間，革命軍紀律嚴明。「軍隊寄寓民家，絕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

貸，必按時交還。」「至於買賣，則公平交易，不見強買勒賣的行為」。1 
10月 13

日（八月二十二日），漢口軍政林翼支在漢口出示，以「保商」為第一宗旨。三

鎮的商會、商團積極支持軍政府。漢口各團聯合會正幹事、回族商人馬中驥並

出任漢口軍政分府交通部長。

1 余家菊《回憶錄》，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三十七年版，第 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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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9日（九月十九日），湖北軍政府公佈由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約法》。

該《約法》共七章六十條。它規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

社、營業、保有財產、身體、家宅等自由，有訴訟、陳請、陳訴、選舉及被選

舉等權利；都督及議員均由人民選舉產生；都督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議會可以向政府提出條陳、質問、要求答辯或彈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地

方共和法典，是以後南京臨時政府《臨時約法》的藍本。

清廷對策與袁世凱出山 武昌起義成功，各地紛紛響應，清廷極度驚慌。

10月 12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宣佈革去瑞澂職務，命他暫署湖廣總督，戴

罪立功。同時命第四鎮統制王遇甲率二、四兩鎮各一部星夜馳援，命陸軍大臣

蔭昌趕赴湖北指揮，命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開赴湖北江面。10

月 14日（八月二十三日），清廷於無可奈何之中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岑春

煊為四川總督，但袁卻以「舊患足疾尚未大癒」為藉口，託辭不出。10月 20

日（八月二十九日），奕劻派徐世昌赴彰德動員。袁提出明年召開國會、組織責

任內閣、寬容事變黨人、解除黨禁、給予指揮軍隊全權，供給充足軍費等多項

條件。10月 26日（九月五日），載灃下令撤銷盛宣懷職務。10月 27日（九月

六日），清廷招回蔭昌，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任命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段祺

瑞為第二軍軍統。這樣，袁世凱才答應出山，進駐湖北孝感督陣。

10月 29日（九月八日），駐灤州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及混成協協統藍

天蔚等聯名電奏「政綱十二條」，要求清廷速開國會、制訂憲法、組織責任內

閣，削除皇族特權，大赦國事犯。同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駐兵石家莊，準備

與張紹曾配合，聯絡山西革命黨人，待機起事。

灤州近在肘腋，清廷感到形勢危急。10月 30日（九月九日），清廷以溥

儀的名義下《罪己詔》，承認登基以來「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

所有動亂，「皆朕一人之咎」，表示要和全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同

日，命溥倫等速將憲法條文擬齊，提交資政院討論；宣佈不再以親貴充任國務

大臣，開放黨禁，赦免戊戌以來的政治犯。11月 1日（九月十一日），奕劻皇

族內閣總辭職，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命他立即來京，組織完全內

閣。11月 3日（九月十三日），頒佈《憲法信條》19條，承認「皇帝之權以憲

法所規定者為限」。11月 4日（九月十四日），命各「有亂事省份」的統兵大

員「妥速安撫」。11月 6日（九月十六日），開釋因行刺攝政王繫獄的汪精衛、

黃復生等。可以看出，清廷為消弭革命，不得不作出若干讓步，但是，核心權

力和利益卻是不肯退讓的，所以《憲法信條》中還要強調：「大清國皇統萬世不

易」。

梁啟超在運動清廷權貴「開黨禁」無望後，即轉變策略，利用華僑捐款，

聯絡載濤，企圖利用禁衛軍和北洋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的部隊，內外結合，發動

政變，驅逐奕劻與載澤，擁立載濤為內閣總理。他曾派專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

潘若海持函見吳祿貞，函中說：「天下蒼生所望於公者，豈有量哉！」1武昌起義

後，梁觀察形勢，定下「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大方針」，主張殺

盛宣懷以謝天下，以資政院、諮議局議員充任國會議員，召開國會，選舉代表

與起義黨人談判。11月 6日（九月十六日），梁啟超匆匆自日本返國，抵達大

連，準備先到灤州張紹曾軍中，然後帶少數軍人入京，收拾局面。屆時，或與

袁世凱合作，或取袁而代之。2
 11月 7日（九月十七日），吳祿貞在石家莊被人

1 《梁啟超年譜長編》，第 558頁。

2 參見楊天石《康有為的聯滿倒袁計劃》，《晚清史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62—471頁。



帝制的終結：辛亥革命簡史 第十一章  武昌起義，民國建立，清朝覆滅 311310

漢
口
清
軍
炮
隊

武
漢
軍
民
歡
迎
黃
興
的
宣
傳
畫

刺死，張紹曾旋被調任去職。梁啟超覺得已無可為，返回日本。

11月 13日（九月二十三日），袁世凱入京。11月 16日（九月二十六日），

成立內閣。這一內閣和「皇族內閣」的情況完全不同。十個國務大臣中，漢族

九人，蒙族一人，一時名流，如嚴修、沈家本、張謇等紛紛入閣。在副大臣

中，則有楊度、梁啟超等人。不過，很多人都不肯就職。次日，載灃召見袁世

凱及各部院大臣，宣稱：「現在內閣成立，應守定君主立憲宗旨，和衷共濟。應

辦之事，可與總理大臣商辦。」袁世凱當時表示：「應抱定君主立憲宗旨，公忠

體國，和衷共濟，以維大局。」1事實證明，袁世凱的表態是假。不久，他設法

逼迫清廷罷免軍諮府大臣載濤和毓朗。接著，逼迫載灃退出政壇，逐漸掌握清

廷的軍政大權。在這一過程中，慶親王奕劻給了袁很大的幫助。某日，隆裕太

后感到自力不足以鎮壓革命黨人，要奕劻找外國人幫助。第二天，奕劻即向隆

裕彙報說：「外國人再三不肯，經奴才盡力說，它們始謂：革命黨本是好百姓，

因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們幫忙，必使攝政王退位。」2載灃得悉，即於

12月 6日（十月十六日）向隆裕泣奏，自稱「以一人措施失當，而令全國生靈

橫罹慘禍，痛心疾首，追悔已遲」，要求辭去攝政王職務，不再干預政事。3同

日，隆裕批准載灃請求，將用人行政等大權交由袁世凱及各國務大臣負責。

漢口、漢陽失陷 袁世凱進駐孝感後，即命清軍於 10月 27日（九月六

日）發動進攻。當時，革命軍已退入漢口市區，指揮無人。10月 28日（九月

七日），黃興偕宋教仁趕到武昌。他在和黎元洪會晤時力主堅守漢口、漢陽，

毅然渡江，指揮作戰。但由於清軍在人數、武器上都佔優勢，又邊進攻，邊縱

火。11月 1日（九月十一日），漢口失陷。大火一直延燒到 11月 4日（九月

十四日），市區五分之一被毀。

為了保衛漢陽，11月 3日（九月十三日），湖北軍政府在閱馬廠設台拜將，

由黎元洪向黃興親授委任狀、印信、令箭。同日，黃興在漢陽昭忠祠設立司令

部，以李書城為參謀長。日人萱野長知等十數人遠道趕來參戰。當時擔任保衛

1 《紹英日記》2，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40頁。

2 溥偉《讓國御前會議日記》，《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45頁。

3 《宣統三年十六日上諭》，《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45頁。

漢陽任務的革命軍約一萬餘人，加上湖南援軍，共二萬人左右，士氣旺盛，但

是，革命黨人卻在戰略上存在尖銳分歧。孫武、吳兆麟等認為新兵多，炮隊缺

乏，主張堅守漢陽；黃興認為，清兵的主力集中於漢陽北面六十里的蔡甸，漢

口兵力薄弱，主張乘機反攻。11月 16日（九月二十六日）夜，湖南革命軍乘

夜色渡過漢水，進攻漢口清軍，失利。11月 17日（九月二十七日），馮國璋下

令進攻漢陽，兩軍在美娘山、磨子山、扁擔山等地展開爭奪戰。11月 26日（十

月六日），革命軍全線潰退。黃興想以死殉職，被同志勸阻。11月 27日（十月

七日），漢陽失陷。革命軍約傷亡三千三百餘人。

漢陽失陷的當夜，湖北軍政府召開緊急會議，黃興建議放棄武昌，進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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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黎元洪表示贊成，但多數革命黨人都反對。張振武拔刀起立，大聲說：「敢

言放棄武昌者斬！」會議決議堅守武昌。當晚，黃興乘船東下。11月 28日（十

月八日），黎元洪召集會議，決定戰時總司令由蔣翊武護理，以吳兆麟為總參謀

長。12月 1日（十月十一日），都督府中彈起火，黎元洪出逃武昌下游的葛店。

由於漢口、漢陽相繼失陷，湖北方面革命黨人的力量呈現頹勢。但是，武

昌起義已經在全國造成了連鎖反應，各省都在動作，奉命前往武昌鎮壓革命的

海軍也站到了革命方面。

二  各省響應

武昌起義使長期奔突的地火有了噴射口，各省革命黨人紛紛動作。首先響

應的是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以及貴州、浙江

等省繼起，從而形成了全國性的革命高潮。自 10月 10日（八月十九日）武昌

起義至 11月 27日（十月七日）四川軍政府成立止，共 49天。內地 18省中，

宣告獨立的省份已達 14個。其中，9個省的省會是革命黨人通過武裝起義實現

的，江蘇、廣西、安徽、廣東、四川五省的省會採取了「和平獨立」的形式。

現分述如下。

（一）武裝起義：

湖南：湖南新型知識份子中，參加同盟會的人數較多。據 1906年（光緒

三十二年）的同盟會會員名冊，湖南籍會員約佔百分之十六，僅次於廣東。1

湖南新軍於 1905 年（光緒

三十一年）編成一協，最早

在其中從事革命活動的是在

馬隊中任排長的劉文錦，3

月 31 日（二月二十六日），

劉文錦在長沙天心閣召集新

軍各標營代表開會，報告革

命宗旨，對江宣誓，共約死

生。他一度被迫離軍，但仍聯繫軍中同志，準備起義，並為共進會的焦達峰介

紹湖南軍中關係。武昌首義後，湖南新軍躍躍欲動。10月 22日（九月一日），

安定超率領駐紮長沙城外的新軍士兵分路攻城，守城的巡防營倒戈，新軍未發

一槍即順利入城，包圍撫署，撫署衛隊立刻投誠。巡撫余誠格大呼：「兄弟們，

我們都是漢人。」他用白布書寫「大漢」二字，命人懸掛桅杆，自己從後院牆

挖洞，潛逃上海，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及長沙知縣等四人被殺。當晚，各界代表

在諮議局集會，焦達峰自稱「我是奉孫文的命令來

的，孫將湖南的事交給了我」，被推為都督，新軍

排長陳作新被推為副都督。經焦達峰提議，諮議局

議長譚延闓任民政部長。當晚，軍政府會議，譚延

闓提議成立臨時參議院。他說：「我們要建設民主

制度，民主制度，應設議會。」次日，譚提出臨時

參議院議員名單，多為原諮議局議員，被選為議

長，譚又提出《都督發令條例》，規定參議院有規

1 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 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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