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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辛亥革命概述

一一代前言

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上已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以10月 10a武昌起义为契机，短短的三四个月

内，全国各省各族人民就推毒罢了统治中匿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

朝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中国人民革

命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地娃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带

的河南，因为在跻级力量的对比上，反动势力占居压僻的优

势，济以未能象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那样脱离清朝统治而"独

立'.但是，不论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或爆发除段，富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的、河南人民都没有后退，他们怀着"舍得一身郎，敢把

皇帝拉下马'的豪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仆后继地走上

了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线，为使我们可爱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

摆殷帝国主义走狗一一清朝的反动统治，求取民主、自由、独

立和富强，舍生取义，英勇献身，与全国各省人民一道，共同

创造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丰功伟绩.

一

作为本时期河南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资产黯级革命

派，是在本世纪初涌现和逐步成长起来的.这是与司一时期内

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资产跨级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分

不开的.

河南作为一个远离通商口岸的内陆省份，在中日串午战争

.1. 



以前，还没有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直接对象，小农业与家

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

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随着古界资本主义向

帝国主义过渡，其爱略魔掌也进而掉入河南.在英国的福公司

攫取了豫北煤矿之后，帝国主义又夺取了京汉、道清和tt洛等

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于1906、l!HO手锋成通车〈前此分段逼

车) .利用这兀条重要的遥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就迅速地

延掉于商甫广大地区.除了"迭有洋离闯入，开设店号.. (见

本书第 7 1 页〉外，汉口等地的买办商人也在外国洋行的操

纵下前来河南铁路沿线城镇开设洋行、堆接或各种"华洋公

司'.他们凭借帝自主义的特权， "任意开设，买卖土货、洋

货，并代客包运货物，承撞车船，人众势强，动辄滋事，欺压

商民，垄斯闰科，习以为常. .. (晃本书第 72 页〉经由这些

略侵据点和中转站，帝国主义的机销商品就如潮水f~地涌入河

南，来势十分凶猛. 1905年《河南宫报》第71期有一篇"论

说'在述及、河南各地的 a现状'时就记称z"洋货出积，土货寥

落，除花草L\ 呢羽、火捕、色布大宗不计外，黯日用零星如针一

线、纽扣、铁钉、纸张之属，茹复充何罗列，无论大小市镇，

触目无非外货."以后铁路通车， "贵自来之萍货、 各省之仿、

品"，更如潜水似地泛滥于河南城镇.如1907年上蔡知县就禀

报县境情况称.外来货物，日益灌输，民间向来服用，渐旦

取资外洋." (见本书第 7 3 页〉汝离县境，自京汉路逗，

"靠在来品充满市场. .. (见本书第 7 3 页〉类似记载，常见于当

时的文献和地方志书.尤其是与河南人民生计关系最大的详纱

洋布，输入更多. 1910年窍， "就豫省详细读查，几于无县无

之. .. (见本书第 74 页〉其数量无精确统计，据1905年宫方

的出版物说"就周口、道口离北火车捐约计其数，罗出〈摄〉

不下数百万 • H (见本书第 7 3 页〉另据1908年安阳广益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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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刨办人信计，河离每年输入的洋纱洋布各值银数百万两.

〈见本书第105 页〉这样，就使得.、河南传统的家庭纺织业，传统

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

时，省内的经济作物也迅速发展，大批的农副产品被帝国主义

和本国商人源摞外运，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帝国主义世界市场和

国内市场的需要.比如在西平一带， ‘自铁轨逼行， 四方辐

凑，所出芝森等物，销路日广 o " (见本书第 87 页〉越来越

多的农民在放弃了家露纺织业的国时，又放弃了或减少了按食

等自给性的生产，改种市场所需的经济作物，从事草帽辩等副

业，"专做洋商生意. .. (且本书第 8 7 页}这样，祖辈相传的

自然经济便渐趋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本陆交通便利

的地区"民物络绎不绝于途，商贩歌呼相望于路， " (见本

书第 8 6 页) "商业大有蒸蒸日上之势. .. (现本书第 8 6 

页〉所有这一切，都给河南人民的生计带来严重的影确.几乎

遍于全省的手纺织业"囡洋布畅销，士布大滞，故种棉与哥哥棉

者交困.……从前种棉之妇女，渐致无剖自绘'\〈见本书第

74页) 0 历史悠久、为数众多的土煤窑〈出媒100斤戚本即需

制钱100文左右〉也因福公司在焦作生产廉价煤炭〈每百斤售

价80-130文) ，而遭受沉重打击，"民间开矿者，尽为吞噬‘

倒南、破产者日有五吁国. .. (见本书第459 页〉彰德、卫辉、

怀庆三府不下二十万依靠采煤，卖煤为生的人民因此璀以自

存.加上义和团运动后越来越重的封建剥削，遂使河南城乡人

民"家有盖藏者百不一二，贫不能谋生者翠累然相属也.

〈晃本书第1 81 页〉大批大批的农民和拥有熟练技术的手工工人

被剥夺了谋生手段，涌入城市寻求生计.这样，在上世纪末和

本世纪祀的河南，就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

市场，给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

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部毒第一家近代企业是禹州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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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煤矿.它是在禹#1知升i曹广权的主持下，招集地方绅商，集

段 5 万元，于1902年缸办的.开始时仍是土法生产，不过用机

器抽水而已. 1903年以后，新办的近代企业逐渐增多.据不完

全统计，到 1910年，有文字记载的工矿企业总共有23个，资本

总额二百数十万元〈见本书第 94 一-120 页) .虽然十分

微弱， 1旦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新经

挤.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一一民族资产阶级.

与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逐步成长的同

时，适应这种新经济、新黯级需要的近代教育文化事业也开始

在河南出现和缓慢发展.从1902年河南离等学堂〈始创时叫、再

南大学堂〉创办，到 191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各类学堂

3536厨〈不包摇由私塾改称的简易学塾). 1910年全省在学学

生近 9 万人.在此以前，从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的学生6400多人

〈见本书第228 页表) .全省107个厅、州、县，每一县〈厅、

到〉均有少则一二所、多则十数所学堂. (不包括简易学塾〉

与此同时，先后有一批宫吏、豫籍进士秸青年知识分子，或自

费、或宫费，出国去 E本留学.不管各级封建统治者和地方封

建势力如何防范和控制，各级学堂在时代需流的冲击下，都成

了传播资产 i资级新文化的场所和培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温床。特别是在臼留学生，接触资产斡级民主主义乃至~

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更易更多.经过凡年的熏陶后，大都成了资

产阶级革命民主涯.

至于近代报刊，虽然创办较晓、较少，但在辛亥革命前，

省城开封一撞，那有《汇报辑要上《河南官报上《河南白

话报上《开封需报》、《与舍学报扎《、河富教育宫报扒

《宪政月报》、《自治宫报》、《开封日报》儿中州日报仁

等先后问世.另外还曾集资筹办《部南日报上《郑州臼报)) • 

也未能成功.、河南在日留学生另又创办了《豫报上《河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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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女界扎《武学杂志》等.外省的许多报刊和介绍

a西学"与"时务"的新书，也通过"开明书店"、 "大河书‘

桂'、 ·中央i 图书公司"等，在省自城乡传播.特别是族自豫

籍革命党人办的《河南》杂志，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持论也很激烈，每期销行近万份，半数以上均销于河南.虽然

除留学生办的刊物外，流传于省内的绝少是革命报刊，但其中

的大多数在介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促

进民族觉醒和昆主启蒙上，都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在论及"兴学育才"的作层和效果时说雹 "学校中

多一少年，即国民中多一立宪党.何也?被其人苟有爱国心丽

略知西人富强所出来者，未有不以此为第一义也."(((饮掠

室文集》之五页 5 )这种说法虽过于绝对化，但大体上是符合

历史实际的.摄县人王锡彤在其所作《燕豫捍踪》中就记称s

渭南"留学吕本归来之学生，殆无一不主张革命者."这些从

国内或从国外学堂中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庚致力的不再是孔孟

儒学和八殷试屿，他们普遍地不满现状，军R极参与改变现状的

的政治活动.这样，河南也与全居其他省区一样，在本世纪如

涌现和成长起薪式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其中的先进分子

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商成为河薛资产段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

活动家和政治挂导者〈参看本将第278 页至第283 页诸锦) • 

承担起了在河南发动和领导资产除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时代使

命.

但河南毕竟是一个内地省份，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使河南在

许多方面都落在其他先进省区的后面.

从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看 z 本世纪头十年向全省工矿

企业的投资总额二百数十万元，还不到当时本省一个县一年的

棉花产值〈产棉多的年产值达六七百万，少亦二三百万) .可

且这种新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厨占比重是何等微小.再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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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帝国主义在南离的经济侵略势力比较. 1907年先福公司

在焦作煤矿的投资部近1400万元，相当于1902一-1910年、河南

全部近代工矿业投资总额的六七倍.如果再如上帝国主义其他

方面〈如铁路〉的投资，那湾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就更微不

足道。在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河南民族资产阶级可

以说还处在攘攘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从新式知识分子的培养来看z 河南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总

数看起来也不算很少，但其中有不少是刘县官吏为了应付 a霸

廷功令"而开办的，教学内容上真正的"西学"很少， "惟以后

有书捷换一学堂招牌，而内容悉，白其旧。，. ( <<河南》第 1 号

《平民的国家)) )因此，许多学堂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就全省

来看，据1910年第360期《渭南宫报》记述"学堂学生较之科

举时代之在小试者，实不及三分之一."留学教育更远远落在

南方许多省份的后边。

从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来看 z 本世纪初，南方青年学子街十

七八皆攘臂言新学

归告其父兑。" (钱振锺((名山文约》卷 6 <(学堂记)) )虽

然不无夸张，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对于北方内地省份确是

比较深广的。、河南过去曾是理学的故乡，长期以来，程朱理学

一亘在思想界占居统治地位，二十世纪初兴起和传播的民主主

义思潮并没有使之根本改观o 1902年一个在河南作宫的江苏人

对比河南与江湖的不再情况说，河南"真朴之风未散，最是好

娃"，丽江溺跟"人人谈新法，乃大可忧虑之事。" 1905年洛

阳一个旧式知识分子也自夸说 z 方今全国都热衷于学西学，

a锥吾乡尚保洛学不失，"所谓"民习故常，士多墨守"实

际情况确是如此。资产睽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无论从广度或

深度上来说，都明显地不如其他先进省区.

从资产Mt级革命摄的队伍梅成来看 g 河离的革命党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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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从留学界产生，另一部分黯从省内土生土长.前一部分

虽然往往起着政治指导者的作用，但数量很少，革命运动的实

际承担者则是后一部分人.在这部分人中间.不少人出身于封

建士大夫〈有的且带进士、举人、秀才、贡生等头衔) ，他们

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

出发，商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由于前列诸因素 这些人封建

思想文化的积垢很厚，资产黯级民主革命的墨、想准备和理论准

备则十分不足.如在河南革命党人中很有威信，后来被推为同

盟会河南支部领导人的刘纯仁， 1898年中秀才， 1902年中举人，

"涉猎陆王程朱".后来转向革命，主张民主共和，但并不是

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商是丛中国的"圣经贤传

子的"民为贵，社覆次之，君为轻"等等来理解资产阶级政治

制度和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在他看来，"中国精神文明，远

非西洋所能及z 西洋挂于我者，只眼于物质文睫"z "使自步

入情吕进于上，舍率天下相院以身心之学，其道无白。.. ( (( X'iJ 
粹轩实录·年谱>> ) .另一领导人揭掠楼，青少年时也"专攻

宋需书.. .1904年成进士， 1905年后读"西书n ， 1908年后"疆

民权'\虽入同盟会，但与立宪派人士来往非常密切，积极参

加国会请愿活动，清朝被撞翻后迅即与立宪涯融为一体，看来

也主要是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满〉和爱自主义的立场参如

革命的，革命民主派的思想立场那是比较模糊的.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不能不给词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

动带来深远的影响。

--
从有关资料来看，在本世纪初就有一挂在河南本乡本土成

-长起来的革命志士，开始于若干城镇分散地从事革命宣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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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如新蔡任字员， "当清季庚子、辛丑后，努力革

命"在学塾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文革粹轩年谱)) )封

邱青年知识分子杜潜，读《时务报》后又读《扬州十臼》、

《嘉定屠城记))， "遂有推翻满清之志".他1903年入河南离等

学堂学习，与同学曾昭文、王天杰等"演说革命".王天杰等

还组织"体育会"的团体，被人指目为"革命党"，清廷得到

消怠，谕令、河南巡抚陈费龙拿办，王天杰等因被当局开除.原

籍直隶，寄籍、河南的车铺也有志于革命， 1902年在开封与知识

青年蒋立、玉梅溪、刘积学、朱奋吾等创办了一所半日学堂，

"除讲授普通课程外，兼宣传革命思想."以后，如j积学和青

年志士自子圈、王治军、李锦公等进入开封武备学堂，共商方

策，议定毕业后进入到南新军， "联合各部队实行革命".可

惜不久即被反动当局发觉，将刘等送往E本.在中牟县内，

1903年亦有从京师大学堂转来的张书勋在小学堂师生中"宣传

革命意旨".在他的影响下，地方上渴望得到革命思想营养的

有志之士，想法从外地寻购各种革命书刊， "革命思潮 B益浓

厚

动，并联络当地的秘密会社江湖会图谋起事，次年被反动官府

发觉商遭镇压(上见本书第278页一-282 页人类很事件说

明，在海外留学生向南南灌输革命思想之前，省内已经有一批

志士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甚至武装起义的准备工

作z 即使与南方先进省区比较，渭南革命运动的发端也不算

晚.但是，由于当时河南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还很小，革命形势和革命派本身都还不很

成熟，以故上述这类活动在社会上"曲高寡和，. (<<河南遥志

藕·车铺传)) ) ，进展不是很快很大。这可以说是、河南民主革

命运动的第一阶段一一发端阶最.

1905一-1908年，可以说是河南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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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宣传组织盼段.前一阶段在省内涌现出来的革命民主派很

快被反动当局发现，遭到取缔和镇压，其中的一些人〈车锻.

社潜、曾昭文等〉于1904、 1905年先后前往日本，进一步寻求

救国真理和革命理论，随即加入了 1905年 8 月在东京成立的中

国第一个资产斡级革命政党一一同盟会，成为河南最旱的一批

〈十余人〉同盟会会员 • 1906年，刘积学等一批原先在开封武

备学堂宣传革命的知识青年，被当局送往日本.在孙中山的亲

切关怀和教育下，又有二十多位河南志士如入了同盟会.她们

组织了国盟会河南支部，推曾韶文为支部长〈露自刘积学继任).

自此以后，、河南的资产盼级革命派算是有了正巍的组织，肩负

起了发动和领导泻南革命运动的重任。

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之拐，革命党人考虑到河南的具体情

况，捏工作重点放在革命宣传上.在《民报》庆出的专号《天

讨》上，发表了署名"光武"的《、河南讨满洲撤)) .撒文追述

了清朝统治的历史，历举满洲贵族在向南的暴虐统治给、河南人

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清王朝的卖国媚外政策给国家和河南带来

的祸害，进商又结合历史经验论证了河南的重要战略地位，阎

明了在河南开展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外，又由XiJtq

学执笔，以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了一篇申讨清王朝的

通俗撤文，呼吁河南的父老丑弟"其各奋起，莫再迟疑". (丑

本书第276 页〉这些革命撤文虽然只从爱国、反洁的角度论述

了革命的必要性，于同盟会的 a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很

少涉及，但却容易为当时河南的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它连

司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通过各种途径输入河南，在各1m-层

人民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了震聋发赣的作ffl. 许多青年

知识分子正是在阅读了这类革命出版物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河南革命党人充分认识到革命宣传对于启迪人们的民主觉

悟、培养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一些豫籍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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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如朱奋吾，即"日手《民报》数十册，往各下宿屋中自留

学生处求告.以故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突盛o ~ (见本书第366

页〉他们还与其他在日的河南留学生一道，集资缸j办《豫报》

"为患导本省文化之宣传机关"。该摄共出六期，虽然因其内

部成员复杂，因商革命色影不很鲜明，但在揭露清王朝在商甫

的黑暗统治和卖国罪行，宣传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上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o 1907年，同盟会河南支部为了摆踵《豫

摄》社中立宪派人的掣，霄，放手边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革

命策略，乃由愚民女革命党人刘青霞出资两万元，创办《河南》

杂志.该杂志于1907年底创刊，到次年被日本当局强令停刊，

总共出刊九期.虽然为时不长，出刊不多，但"鼓吹民族、民

权二主义，鸿文伟俭，是与《民报》相伯件.. 0 (见本书第268

页〉它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民主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有理有摆

地驳斥了君主立宪派和平请愿的谬说，直斥之为 a 平民之公

敌"z 直截了当地提出，除了组织革命军，用革命武装撞翻清

王朝的反动统艳、建立资产斡级E毛主共和国外，别无其他出路.

每期均有几千份销入河南， "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

志之力为多焉".

在日本的同盟会河南支部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的同时，省内

的志士也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而继续成长，涌现出一我新

的革命民主主义者.~!l祸柏景同韶，读《民报》后即"醉心革命"，

立志"倒清满"。乳甚王天杰接触了《民报》后，也就"以y光古

复汉族为己{任圭

臼 2 ‘有方法，有导蝉，今后光复故物，惟待吾辈努力耳'.

商水李于公，在开封大河书社〈革命党人创办〉经常离读《民

摄》、《河南>> , ..遂灌输革命思想"，成了一名京极活动家.

〈均见本书第278 页至第282 页〉类似事例，都说胡同盟会的

革命宣传在促进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和培育革命力量上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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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他们的努力收到丰硕的成果.这一批新的革命民主

主义者成长起来以后，就不顾反动官府的残酷镇压，在河南省

内实培开震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z

首先也是革命宣传，这是当时省内革命党人最普遍、最经

常的革命活动.他们大都以学堂为立足点，互相招聚同志来校

任教，或结合课堂教学，或通过作文，或举行演讲会、评议会、

周末晚会，或捏织学生自治和各种课外活动，或介绍革命书刊，

巧妙地、灵活地向青年学生嚣输革命思想，普遍收到满意的效

果.为此目的，他们还专意创办学堂，如有名的开封中州公学，

那是同盟会河南分会领导人刘纯仁等为了培养革命力量商于

19()7罕剖办的，以后某学生几乎全部加入了!可盟会。

其次是建立革命组织，设置革命机关〈联络站) 0 随着革

命力量的发晨，在省内建立革命组织的任务也就提到日程上

来.选信用革命青年刘化欧在1905年建立的"自治学会"之后，

1906年， 1号j纯仁等着手在开封各学堂"物色哥志，组织学会，

谋结团体，为秘密运动. " (见本书第263 页) 3 月 12 日，成

立了"河南学会."这是省城里的一些革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

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反映出革命志士们不再满足于宣传工作，

进而开展组织工作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候，社潜从日本返回本

省筹建同盟会组织，经过与刘纯仁等商议，随即建立起省内的

同盟会河南支部，推~J纯仁为支部长，并决定"设立机夫"，

即中州公学. (注)公学于1907年创建， "名为办学，实

即同盟会都密运动机夫，联络海内外同志， 道消息、结固

体，为日后举事预备. " (晃本书第303 页〉随后，东京的商

i主 z 冯自由和部寄均手乙称， 1909年社海采开进但织同.lt会分会.但《刘梓轩-'1'

§毒)j己为 1906年.注该年潜系括 ~J 统4二190吉、 1907两年的日记和其他文字耕材编写

而成， 自属可靠. (年语》中还3比有 2号子离 l 吾吾8年从日本写给 ~I纯 4二约毯，内中

有 a阁下与执东在泞约办 e 学务. (党务〉之卡h 已-备怠内容'云云，亦足证拉
平在1 ♀08年前t:r 曾来泞与刘兵办 a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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