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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引 子

何谓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指中国农历辛亥年（清

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爆发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

制，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

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

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及其以后成

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作为民

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

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

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在辛亥革命时期，朔州地区的社会状况如何？朔州

人士有何革命活动？朔州地区有何革命足迹？朔州对辛

亥革命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年代久远，尽管有不少当地

学者作了多方搜集与探讨，但时至现今仍有不少问题

悬而未决，特别是应县小石口起义的具体日期和朔县

李成林的籍贯问题，有的资料说小石口起义是在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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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影响下爆发的，有的资料说小石口起义是在太

原起义之前爆发的，难以形成定论。有的资料说李成林

是朔县城内人，朔县志中尚有李成林的传记。但在中国

同盟会山西会员名录中，山西辛亥革命人物简介中，均

说李成林是山西寿阳人，亦会有人怀疑。经许多人凭着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一直走访调查和找寻最为可

靠的证据，果然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纪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之际，出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刊时，问题如愿

以偿地解决了。应县的一位老先生准确地记下了小石

口起义的日期是甲子日，小石口起义二领导之一杨达

然家族亦作了进一步证明，另一位学者还证明了小石

口起义是当时山西的首次反清起义。李成林的家族成

员亦证明了李成林是朔县城内北街人，并且山西文史

研究馆还保存有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兰谱”，说

丁致中、李成林等13人海誓山盟结为异姓兄弟，有自己

的署名：“李成林，字树森，年三十三岁，九月十四日生，

山西朔州城内人。曾祖天纯，祖绪汪，父德广，母梁氏，

妻金氏，女克勤。”此二问题一解决，其余内容也就顺理

成章了。

现将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纪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时所收集到的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重新组合，系统

整理，编为这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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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亥革命前的社会背景
与朔州形势

1．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可概括为两点，一是

清朝的腐败给人民带来多种灾难，二是中国面临民族

存亡的严重危机。

其一是清政府政治极度腐败、黑暗，正如《香港兴

中会章程》所言：“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

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

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其中卖官鬻爵是政治

黑暗最为典型的表现，据资料记载，在19世纪最后30

年，捐官总数达53.4万名，此必导致政治腐败，通过捐

官、贿赂所任之官，便利用职权大肆搜刮，加倍补偿得

官之花费，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

财产毫无保障的威胁。“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实为抵制革命、维护其腐朽统治的骗局。

其二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成为其生存原则，

把侵略战争一次次强加给中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

后，1856—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充当

1



朔
州
市
三
晋
文
化
研
究
会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辛
亥
革
命
时
期
的
朔
州

帮凶。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国虽取得镇南关大捷，但

在外交谈判中，中国取得不败而败的结局。列强通过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既求割地又索赔款，在经济上加大对

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政治和军事上加紧对中国边疆和

邻国的侵略。沙俄武装侵占伊犁，日、美侵略台湾、琉球

及朝鲜，英国侵入中国西南边疆。1894—1895年的中日

甲午战争，再次使中国受到灭顶之灾的威胁。随后，帝

国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

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逐渐清醒起来，反帝

爱国斗争的义和团运动，虽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联合

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继续

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在孙中山的倡导下，逐步走上革

命道路。

2．朔州形势
清朝实行省、道、府、州县四级行政机构。清初，朔

州地区隶属山西省雁平道大同府。雍正三年（1752）增

设朔平府，并废除明代卫所，改右玉林卫为右玉县，平

虏卫的平鲁县（今凤凰城镇），朔州卫为朔州，马邑隶属

朔州。朔平府治所右玉县，辖 4 县 1 州 1 厅：右玉县、左

云县、平鲁县、朔州、马邑县（隶朔州）、宁远厅（乾隆十

五年设立，光绪十年改隶归绥道）。嘉庆元年（1796）撤

马邑县并入朔州。怀仁县、山阴县、应州仍属大同府。大

同府、朔平府均为雁平道管辖，雁平道是于康熙十年

（1671）置，驻代州。

清代前期实现了大一统，奠定了中国今天疆域的

基础，长城不再是蒙汉争夺的前沿，杀虎口设立户部常

关，极大地推动了朔州地区经济的发展。19 世纪中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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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

列强势力不断深入内地，鸦片横行，教堂林立，西方工

业品大量涌入，侵略者蜂拥掠夺土货，使阶级矛盾、民

族矛盾激化，朔州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熊振德起义和

“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朔州人民特别是部分知识分

子认识到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开始接受孙中山倡导的

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一
、辛
亥
革
命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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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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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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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革命活动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朔州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清政

府的反动本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走

上革命的道路。光绪三十年（1904），山西派出 50 名学

生到日本留学，其中就有朔县人刘懋赏、王和斋等。他

们到东京以后，山西学生组织了留日同乡会。接受了孙

中山的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

京成立。随即在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山西分会受国内

北部支部（烟台）领导，会址设在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

山西分会总干事先后由谷思慎、王用宾、荣福桐担任。

同盟会山西分会成立后，首要工作就是发展组织，

在东京的山西留学生纷纷入会，朔县人刘懋赏等率先

加入。1906 年入会的山西留日学生有名有姓的就有 39

人，王和斋是否入会，名单中没有。山西留学生这样成

批入会，是北方各省之冠。

同盟会山西分会的另一项工作是同立宪派斗争进

行革命宣传。《第一晋话报》出版到第九期，因山西同乡

会内南路、北路和中路之间的意见分歧，又因山西当局

说它言论偏激，禁止输入而停刊。1907 年的一天，政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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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请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演讲时，因梁重弹君主立宪

老调，被革命党人以一只草鞋打在脸上，赶出会场。同

盟会员宣传革命道理，立宪派的会场变成了革命党的

讲坛。

山西分会的再一项工作是议论如何发动革命，参

加孙中山提出的“铁血丈夫团”，不学军事的会员也转

而练武，准备发动革命。

山西分会还有一项工作是在东京发起争回山西矿

权和路权的伟大斗争。原来英国资本家了解到山西煤

铁资源极其丰富后，便通过江苏丹徒人刘鹗（候补道，

《老残游记》作者），企图达到霸占掠夺之目的。刘鹗掩

人耳目，组织了晋丰公司，向山西商务局申请取得开采

山西煤铁的许可后，即与英国福公司合作，遭到山西部

分官绅的反对。清政府于是黜退刘鹗，命令山西商务局

与福公司在总理衙门主持下直接谈判。修改后的章程，

扩大了福公司的权力，又给予福公司修路、造桥、开浚

河港、添造分支铁路的特权，可以说把山西的矿权和路

权进一步拍卖了。于是引起山西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

反对，学生罢课游行、演讲，山西在京官员及绅商各界

亦纷纷电请政府有关部门，反对矿权和路权让与外人。

消息传到日本，激起山西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召开大会

声援，还发表宣言和电报，要求废约自办。1906 年，太

原学生再次集会游行，并派出代表崔廷献、刘懋赏（朔

县人）、梁善济等到京力争，终于取得胜利。1908 年初，

《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在京签字，山西赔偿福公司

银 275 万两，但矿权终于回到人民手中。不久，前巡抚

胡聘之被革职，刘鹗永不叙用。

二
、早
期
革
命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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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印的《山西辛亥革命资料

选编》中介绍：山西朔县人李树勋，系中国同盟会会员，

在辛亥革命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编唱反满鼓书，进

行革命宣传。光绪三十二年（1906），山西同盟会员谷思

慎、丁臻中先后从日本回国，在宁武创办了一所中学，

秘密发展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率先入会的是地方

上的一批秀才，朔县的李树勋，山阴的杨达然，应县的

孙本然等正是这时加入了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右玉人梁济考入英国威尔

斯大学矿学工程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经张继

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当年，忻州同盟会会员续桐溪在晋北进行革命活

动，发展了许多同盟会会员。宣统二年（1910）春，同盟

会大同支部成立，又发展了一批同盟会会员。截至太原

武装起义前，朔州地区的同盟会员，现今已知的有刘懋

赏、李成林（朔县人）、李树勋、杨达然、孙本然、梁济（右

玉人，在英国加入同盟会）、冯万才、王芸等，他们编唱

反满鼓词，在各地秘密活动，筹划革命，在朔州地区洒

下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种子，为朔州地区革命活动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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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成林与太原起义

李成林（1878—1944），字树森，山西朔县城内人。

童年生活艰难，曾到太原学艺谋生。后投入清军，不久，

升任山西巡警道督察长。经友人介绍，结识了革命党人

李嵩山、景定成、阎锡山、张树帜、南桂馨等人，且交往

甚密。经李嵩山、景梅九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从此开始

了他的革命生涯。

宣统元年（1909），李嵩山组织革命党人在《晋阳公

报》揭露山西巡抚丁宝铨与其部属之妻关系暧昧的丑

闻，丁下令通缉李嵩山等。其时，巡警道尹对李成林视

作亲信，将通缉李嵩山等革命党人的密令告知李成林，

令李饰令所属，加强太原新南门与火车站的警戒盘查，

并派出密探在城内各处及四门侦查革命党人。李成林

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张树帜、南桂馨、李嵩山等人。经革

命党人密商，决定让李嵩山暂避天主教堂，再由李成林

设法助他出走。一天深夜，正值细雨，李成林让李嵩山

扮作差役，身披雨衣以雨帽遮面，手提大灯笼在前引

路，自随其后装作巡视，巧妙周旋从新南门出城，直奔

北大营火车站，李嵩山上车，平安转移。其后，李成林利

用在清政府的合法身份，机密从事革命工作，运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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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联络通讯，掩护同志等。

宣统三年（1911）10 月 6 日，山西同盟会人士决定

筹款到绥远后套购地，建设农庄，将清军裁撤的老兵中

的同盟会员保留下来，并决定在太原至包头沿路开设

旅店，保持联系。南桂馨、杨彭龄、李成林、于凤山等军

官，于中秋节在太原察院后街德胜园饭庄为退伍老兵

饯行。席间 80 多人歃血结盟。因武昌起义爆发，旧兵未

退伍。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李成林即与张树帜、

阎锡山、张培梅、杨彭令、南桂馨等人策划了山西起义

的响应工作。当得知巡抚陆钟琦调驻在太原城外的八

十五标去蒲州，并限令在 10 月 28 日开拔，违令处斩的

情报后，决定于是日发动起义。28 日下午，李成林和张

树帜向各部队秘密传达了起义的决定。李成林担负了

接应革命军入城的重任。28 日深夜二时多，李成林率

四名亲信到新南门拿到钥匙后（当时规定夜间锁城门

后，钥匙要送巡警道保管）栖身于城楼。拂晓，天色茫

茫，李成林将事先准备好的白布条分与随从亲信，缠在

左臂上，又派二人下城开了城门。在一如往日熙熙攘攘

出入城门的人流中，革命军也乘机开进了太原城。29

日上午，革命军攻取了抚署，杀死陆钟琦，推翻了清政

府在太原的统治。

领导起义的成员，在后小河阎锡山八十六标本部

召开了会议，商讨善后事宜。出席会议的有李成林、姚

以价、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照、张树帜、杨沛霖等。

经咨议局推选，阎锡山为山西省都督，按照武昌军政府

的先例，成立了山西军政府，确立了各部负责人。李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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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担任新省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李成林任职期间，多次

与意、法等国家交涉运送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大量军

用物资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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