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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辛亥革命的序幕：广州
“三·二九”起义

时光流逝，辛亥革命已经跨过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中

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场划时代的历史性变

革并没有被淡化和忘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

和地区的人们普遍认同和赞扬辛亥革命，并对它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这是因为辛亥革命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

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打开了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近

代化的重要步伐。虽然，历史的局限使它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

性质和人民的处境。毫无疑问，深刻总结２０世纪中国的首次

伟大革命运动，发扬先驱的爱国主义和变革精神，依然是一桩

兼具学术性与现实意义的重要任务。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政治生涯

的主要业绩就是领导了辛亥革命。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卓越的

政治、思想代表，首先提出了包含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纲

领。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社

会变革方案，在解决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中心课题即独立、民主

与富强方面较之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纲领优越得多。民

主革命得到了三民主义的指导，方才具有比较完全的意义———

从 “准备阶段”入于 “正规阶段”。他也是革命民主派的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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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先后建立了兴中会、同盟会。同盟会是近代形态的全国

性革命政党，农民阶级的秘密结社和维新派的 “学会”均难以

望其项背。辛亥革命，主要就是同盟会领导的。他又是革命民

主派从事的 “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把反清武装斗争作为

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摧毁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辛

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他还是共和国的

缔造者和捍卫者，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在南

京组建临时政府，在短暂而又艰难的三个月中力求对巩固共和

革命有所建树。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攫夺后，他立即举起了旨在捍卫共和的

“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护国斗争和 “护法运动”的旗

帜。历经 “艰难顿挫”，但仍回天无力。他终于痛下决心 “另

为彻底之革命，迎接了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与时俱进，发

展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行。

从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为发端，孙中山坚持把武装斗争作为

革命的主要形式。事实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正是

近代中国革命的特点。在多次发动的武装反清斗争中，“广州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无疑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所策划的最重

要的起义。尽管斗争失败，但却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这绝不

是偶然的，孙中山基于侧重华南沿海及西南地区起义的战略考

虑，尤其以广东广州为重点，先后举行了十次起义。主要原因

在于：首先，革命团体多以海外华侨为依托，在国内缺乏必要

与充分的社会基础，难以深入内地。其次，华南沿海相对地区

而言华南沿海得风气之先，较易发动，且最早追随孙中山的革

命者多为粤籍，熟悉当地情形，社会关系广泛。再次，两广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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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港澳，连接海外，人员、武器进出方便，事败亦有退路。

１９１０年广州新军起义，革命党人倪映典等率领步、炮、工、

辎七营３０００余人，三路进攻广州，虽然失败却推动了革命高

潮的到来。就在这年１１月，孙中山秘密召集同盟会会员黄兴、

胡汉民、赵声等在马来半岛槟榔屿开会，决定再次在广州发

难。经过较充分的准备，次年４月，起义统筹部部长黄兴由香

港抵穗，将起义指挥部设置在距两广督署 （现广州越华路省民

政厅所在地）仅４５０米之遥的小东营民居内。４月２７日 （阴

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黄兴亲率由海内外革命党人组

成的 “选锋”队 （突击队）１３０多人由此出发，攻入两广总督

署。由于计划不周，清兵早有提防，加之力量悬殊，预拟十路

发难，实际只有一路奋战。经一昼夜辗转激战后终致失败。起

义死难的８６位烈士归葬于黄花岗 （由红花岗易名），这次起义

被称为辛亥广州 “三·二九”起义。“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

之役”动员了革命党人的精英，进行了广泛捐款活动，组建了

严密的领导机构。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更是足以振聋发聩。起

义虽然失败，但它有力地激起了民众的革命斗志。仅半年之

后，武昌举义，清王朝便在全国响应的形势下灭亡了。“三·

二九”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孙

中山高度评价了这次武装反清斗争：“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

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有关 “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历史的研究，虽为人们特

别是学术界所重视。但详细记述起义的筹备工作以及事发前后

数日的过程的著述，尚属有限。有鉴于此，具体负责广州博物

馆下属辛亥广州 “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工作的田

苹副研究馆员等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不懈地进行了具体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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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编撰了十余万字的专著，实属难能可贵。还需指出，本

书还充分体现了作者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口述、回忆录等

新资料的吸收。这些口述资料，大多来自烈士遗属保存的史稿

或是相关回忆。这样的研究，将会使革命历史更好地为后人所

了解，从而起到弘扬革命传统、教育后来者的作用。

２０１１年春·广州

（序言作者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席及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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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一、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孙中山 （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幼名帝象，后名文，号日新，又

号逸仙，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诞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

村。早年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时，化名中山樵。孙中山年少时

家贫，十岁时始被送入村塾识字读书。１８７８年，孙中山随母

亲到太平洋岛檀香山投奔兄长孙眉谋生。孙眉送其进入当地一

所由英国圣公会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这样，孙中山开始

接受新式的西方教育，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孙中山后来

回忆：“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传两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

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中国，

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

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①，这种教育形式，有利于孙中

山后来形成不同于中国传统视野的新思想。１８８３年，孙中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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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华书局。



自檀香山回国，选择在广州南华医学堂和香港西医书院读习医

学。不过，在广州和香港读医期间，孙中山就表现出了对政治

的特殊兴趣，经常与富有叛逆趋向的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

位好友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谋求新的救国之路。

１８９２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便开始在澳门、

广州两地行医，当时，“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①，但

是，与社会民众的广泛接触却使孙中山更加关心社会改革，忧

国忧民之心日重，其希望通过富强之策以解除民瘼疾苦。１８９４

年初，孙中山开始寄托于贤明官吏的革新，于是，抱着改良政

治的目标，特写下 《上李鸿章书》，专门北上天津直隶，希望

能够与手握北洋军实权和中国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共谈改良之

策。孙中山在书中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

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

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

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② 可

以看出，孙中山希望借鉴西方国家的治国规范，开启晚清中国

社会变革进程，以拯救国家贫弱不振的现实，进而至于独立富

强。孙中山的上书，经由郑观应与王韬的帮助而呈送天津李鸿

章府。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李鸿章借口当时军务繁忙，拒绝

接见，也没有对此事作出任何回复。这样，这次上书遭拒，加

上随之而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使孙中山越来越清晰

地认识到现实官僚政治的无可挽回，决定放弃对清政府原来抱

２　同盟会与辛亥广州 “三·二九”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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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见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５０页。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见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８页。



有的幻想，由此毅然选择了反清革命道路。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再次回到了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

救国道理，“其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

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经总理多方游

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①，但孙中山依然决定成立

兴中会组织。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兴中会成立大会在檀香山

召开，与会者有何宽、邓荫南等２０余人。会议提出了组织宗

旨，并按程序投票选举领导人。刘祥当选为檀香山兴中会主

席，副主席何宽，值理为李昌、李禄、李多马、林鉴、黄亮、

郑金、邓松盛等人。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并确

定了明确的奋斗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１８９５年１月，孙中山又在靠近大陆的香港组建了兴中会总部，

并扩张到广州和日本横滨等地，相继建立了兴中会的分属组织

机构。不久，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合并，三会公推孙中山

为总会长。

孙中山不仅积极建立反清组织，还投身于革命实践，１８９５

年初开始，他领导兴中会联络会党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１８９５

年２月，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由孙中山前往广州进行起义的相

关筹备工作，由杨衢云负责香港方面的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

事务。随后，孙中山偕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进入广州，在

省城疏通各种社会关系，秘密联络会党，积极准备。起义的总

机关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使用农学会的名义进行组织活动，

并借研讨农桑新法集会，很快发展数百人为会员，也得到了广

州一些官绅名流的支持。３月，香港兴中会总部正式决定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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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袭广州。１０月，兴中会在香港议定广州起义发动后成立临

时政府，并由陆皓东制作青天白日旗为临时政府旗帜。１０月

１０日，广州附近各路队伍到达省城，决定以 “除暴安良”为

号召，臂缠红带为暗号。可是，由于香港方面与广州方面的配

合出现了问题，当朱贵全、丘四等人押运武器抵广州时，４０

余人被捕。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清朝政府杀害，孙中山

等党人旋即被通缉。

１９００年６月，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逼走清朝皇室，北

部中国大乱的形势下，孙中山决定派郑士良等前往惠州，联络

会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其派史如坚、邓荫南等在广州进行

策应。于是，郑士良秘密抵达了惠州，与潮州、惠州、嘉应州

各属会党组织集会于惠州归善三洲田，以等待待香港枪械运抵

后，即行起义。由于起义的消息走漏，清政府闻讯立即派兵前

往镇压。无奈之下，三洲田义军遂于１０月６日正式发难，向

清军进攻。作战遇阻后，郑士良率义军进取闽南镇隆，在那里

顺利地获取了境外武器支援，于是，在佛子坳、永湖两次战斗

中，大败前来围剿的清军，又攻克了崩岗墟和三多祝。各乡会

党振奋，来投者甚众，起义队伍扩展到两万余人。后来，起义

陷入困窘，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派人

通知郑士良，令其自决行止。郑于是仅带少数党人避往香港，

起义再次失败。

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

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９日，孙中山自欧洲到达日本横滨，获得了

日本友人的热情接待和留日学生的欢迎。数日后，孙中山在日

４　同盟会与辛亥广州 “三·二九”起义



本人宫崎寅藏的引介下，与黄兴进行了首次会晤。会见详情大

约为：“三十八年夏，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

问。他询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没有杰出的人物？我说：‘仅

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杰出

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

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

起到神乐阪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

和黄兴同住在一起。到达黄寓所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

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 ‘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

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忙说：‘啊！孙先生。’黄兴想

到有许多学生在里面，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

们会意了，随即出门等待。片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

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风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

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我虽

然不懂中国话，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

欢聚一堂，畅所欲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

频干杯，大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

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①

７月２８日，孙中山又与华兴会重要成员宋教仁和陈天华

等会晤，孙主要讲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国难危机形势下各组

织联合革命的必要性，在座者甚为认可。当时的具体情形是：

孙逸仙 “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

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

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

５第一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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