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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国在 20 世纪之初发生了历史性

巨变。泰分!在辛亥革命历史大潮席卷之下，各方面也悄然发生

着变化，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援。

辛亥革命之前的泰判，在封建专制在桔下近乎停滞。辛亥

革命后吹来了民主共和的新风，泰州的政治也渐渐开始转型。

泰州在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变化较为明显，过去泰州的工业主

要是需单的手工业，近代工业为数极少，进人民国后，以泰来菌

粉厂、兴化蛋厂等为代表的轻工业有了较大发展，逐渐改变着泰

州以往的社会经济结坊。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民

国初攘的泰州都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菌素，这些近代化因素虽

然微弱，却实实在在地为近代泰#1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辟

了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社会旧体制的残余依然存在。在泰翔，

政治揭开放程度亦有酿，任职于县一级政权机构的大多是清末

的旧时代官吏和乡绅。泰知|经济的发展基础仍是农业社会与自

然经济，设厂开唐的工商业者很多在清末就已具有了一定的经

济实力，在泰到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村，一窃都还照旧运行，

农民深受封建势力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状况未有改变。

20 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土地革命在苏中这片

土地上生根发芽，有其必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原因，如〈辜)泰

(兴)红军的革命暴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在苏中的统治

根基，中自共产党在泰州地区开展的革命斗争为抗战时期薪留

军东进和泰判人民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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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外|是在辛亥革命影嘀下江苏较旱光复的地区之一。民国

初期的泰州社会较为安定，但是社会内部己开始有了变动，新的

社会因素得以发震，民众对社会政治的反应和意愿表达也逐渐

强烈起来，在五四运动、五辩反帝爱国运动手在九一八抗a救亡运

动中，泰州也都发生了学生运动和离人运动，民众希图通过政治

活动对改变泰外i社会环境施加影扇。 1920 年代国民革命失数

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泰州一带的农村也发动土地革命，播下了革

命火种。

一、辛亥革命泰州光复与民初泰州政治

{一}辛亥革命前的泰损

泰州地处长江以北，大运河东岸，里T河边缘，地理环境优

越，地方社会较为安定，一直未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即使太平天

国运动时黯也兀乎未受战火波及，然雨近代以来泰州地方的社

会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动。泰外i 自费清以来成为里下河地区的商

业中心和苏北的重要米模集散地，泰州城乡的绅商龄层也有了

一定的发展。 1906 年，王贻哲等泰州域内的商贾业主组建了隶

属江宁商务总会的泰州离务分会。 1907 年海安镇商会建立。

1908 年，"以姜疆商务繁盛甲于江北各县"，经多次申请姜堪也

建立了商会。"中国内地一邑有三商会自泰州始也"。①

清朝未年，苏北泰分i一带连年遭灾，尤以 1906 年大灾为甚，

"江北受灾之处，-j，f长八百里，提五百里，彼处民人约吕百万，如

① 《民国续篡泰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集 50，江苏古

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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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巨灾，为近四十年中所未有"，"江苏省之江北被害尤烈，草根

樨皮铲除都尽"。① 1906 年秋泰炜"大需，湖水涨温，车逻、五里

等坝摆开，下河西庐半为淹没，冬麦不下种"，水灾又造或泰州

1907 年"春大挠，谷价奇贵，石米十余干"。②辛亥革命前夕，泰

安哥-带大灾旗发，泰兴县 1908 年大水，沿江地区农田失收;1910

年秋江水暴溢，1911 年再度大水成灾。③靖江县 1909 年夏遭受

特大雨雹风潮，沿江居民被漂没无数; 1910 年春再遭大雪灾 F

1911 年夏连续大哥两旬，以致豆禾完收。③泰判 1908 年秩遭遇

瘟疫 .1910 年教又遭灾歉收。⑤

泰州地方宫厅在灾荒之年反商不断加重百姓负担，各级宫

员借"新政"乱增程种，乱提税率，贪污勒索肆无忌弹，人民开始

自发地反抗。 1906 年苏北严重受灾，地主商人围棋居奇，米价

暴涨，农民忍无可忍，靖江、出阳、扬州、泰丹等处先后聚众数千

人，拦抢米船，捣毁米行、钱庄、当铺、衙署。 1906 年夏泰州民众

群起反对地方宫府设官盐枝，"满街张贴匿名揭贴，欲与官盐钱

为难"，群情激奋的泰州百姓"借口米贵，于自前将宫盐钱拆毁，

五月二十七日忽又暴动，国城米行抢劫殆尽"。 1908 年 10 月，

泰兴高乡农民反抗县令乱派苛捐杂税，有五十余庄两千多农民

涌进县城请求减免，但遭剪了巡警弹压。 1910 年 5 月，"泰兴县

季家市?赤有班民数千人，将镇中米铺一律捣毁掉。⑤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0840-191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725 页。

② 《民国续寨泰州志))，第 536 页。

③ 泰兴县志编篡委员会编《泰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38 页。

③ 靖江县志编事委员会编《靖江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03 页。

⑤ 《员国续篡泰州志))，第 536 页。

⑤ 《中居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962 、 975 、 9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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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泰外i 民变迭起，社会动荡，酝酿着"革命"的风暴。清廷

地方宫署黯竭力维护!日秩序， 1908 年泰判建立巡警局，由知州

李岳衡直接掌管，泰州城如分为 5 个警察区。江南巡警总局于

1909 年 11 月派员来组建了姜堪镇巡警局，于 1910 年又批准海

安镇范保串局改设成巡警局。φ 巡警局成为维持泰扑i社会治安

的重要机构。而以商会为代表的泰州离界如地方士绅从自身利

益考虑，其政治倾肉则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理解，薛会对泰:片|社

会的影响已是举足轻重。

{二}辛亥革命奉州光复

武昌起义爆发后，辛亥革命的琅潮很块就波及到了泰州。

1911 年 11 月 5 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炜宣布独立并任都督。

11fl7B ，孙天生在扬州宣布光复，自称都督， 10 日徐宝山②在

扬州第二次宣布光复，自任军政长。"扬分l既无复，泰人心益惶

筐"， 8 日黎费，泰外|蓝狱因禁的人犯越献出逃，"知州李岳衡督

警吏西出追捕哈，这天是立冬，又值农民完税日，一时造成泰州

城大乱，加剧了社会动蔼。

还在武昌起义消患传来之时，因知外l李岳衡不知所措，为了

安定社会，泰州商会黯号子改组，各界力推洗秉乾任商会总理，沈

秉乾为光绪三十年(1904 年)进士，曾任邮传部主事，后回乡与

人开设保泰钱庄，被誉为泰州第一揭绅，深受泰分|商界敬梅。泰

州越狱事件发生当日，商会经集议决定，将原来维持商界治安的

保商营扩充成立为商嚣，以前;秉乾兼任督办，原保离营管带张淦

清仍为管带，再加强警务，以石秀JlI}号为管带。泰州的商会和商园

① 《民国续摹泰州志>>，第 625 页。

② 徐宝山 0862-19l3)，江苏镇江人.绰号"徐老虎飞早年运贩私

盐， 1900 年受两江总督"liJ坤一招抚，授游击。辛亥革命时参与镇江光复，

后任扬州军政分府都督。

③ 单毓元总篡《民国泰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68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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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稳定泰州社会秩萍、挺进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

11 月 14 EI.扬州i握怠营定字营副营刘凤巢率变兵自东台

窜至泰州 d自赵公桥下。:X1J凤巢在扬州光复前夜捡了运署，然后

劫掠了东台，他率变兵报达泰判后，以借盘)1/为名.r句商会提出

要"借"坡子街凡家大商店、富户和域内三家当典一窍，作为军

饷。①泰外i商会等地方团体共谋应付，推张淦清、石秀麟前往交

涉。刘凤巢称:此来为保卫地方，如地方不愿我等在此， {B商富

菇银三千元可即去。张、石返图报告后，大家决定采用离会前会

长王贻哲、沈秉乾的提议，由离会致电扬州i军政分蔚徐宝山请兵

求援，洗秉乾则反复与刘凤巢协离款项数吕以拖廷时间。 16 日

中午，扬军炮船一队言微哥从泰外|南门登岸，直趋赵公桥，另一

ßA从鱼行包噩变兵，刘凤巢军悉数缴械。徐宝出于是日下午~J

泰州，当晚与沈秉乾等商定了泰外|光复事。 17 日，徐宝山以扬

判军政分府名义宣布泰州光复，悬挂白旗，张贴出泰娟光复告

示，上标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盖三四寸见方大印。扬州军政

分府委李岳街为泰州民政长，张淦清为司令，设司令部于察院，

委石秀黯为警务长。②泰州在扬州光复的影嘀下和徐宝山的援

助下， JI，臣和j实现光复。

泰娟光复后，徐宝山即率部于 11 丹 18 吕晚到达兴化，兴化

绅、农、离、学各界，亲至码头欢迎。③辛亥革命前，兴化已有留

日学生返回家乡"讨论革命事宜'二兴化知县陈廷英在武昌起

义后不久因畏惧革命已经弃职逃走。 19 日清晨，兴化全城悬挂

白旗，徐宝也在明伦堂召集地方人士开大会，登台演讲，主持了

① 陈苍石、万东冠"东台先复"，{(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江苏

光复}) ，第 167 页。

③ 《民雷泰县志稿))，第 8 页。

之E 任洽主"兴化县光复纪路"，(<兴化文史资料》第六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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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县光复，①会后的安民告示上书"大汉纪元元年"。接着，域

中各界在明伦堂开会离量本地政治问题，后撞选曾署理云南盐

丰县知事的兴化本邑人余宜宫担任兴化第一任民政长②。其

时，泰兴己在 11 月 16 目光复。泰判、兴化、泰兴等地辛亥光复

有赖于徐宝出，虽然他有扩大势力以图"淮扬都督"的目的，缸

挠、泰地区数州县基本实褒和平光复，徐宝山的作黑与功绩应予

肯定。③

靖江的光复旱于泰1+10 1911 年夏 4在革命风潮影响下，靖

江地方士绅姚序镶(东圃〉就召集范简甫等人组缤醒世团，编演

文明戏。从武昌起义爆发茧j扬翔等地光复，靖江谣言四起，知县

冯璋懦悔不安。姚序镜和范笛甫、陈得三等积极争取靖江和平

光复，对冯璋晓以利害，但其弃暗投明。当江阴要塞司令王振反

正的消息传到靖江时，姚串铺、范简甫、陈得三等即借同十好港

嬉台台官赶赴江萌，清王振来靖江商讨光复大计。 11 月 9 臼上

午，以姚序铺为苦的地方绅士及市民、学生等，臂疆白布，手执白

旗，整队连接江院要塞民军队伍，张贴出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告

示，靖江宣布光复，知县冯璋离开靖江。 11 日姚序铺被公推为

民政长，朱若采(镀湖〉为财政长。③姚序铺担任民政长后，不颜

年事已高，日夜为政务操劳，鼎力革新，城乡呈现一派官清民乐

景象。⑤

① 颐怀庆"辛亥巨浪与兴化涟椅"，((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

江苏光复))，第 170 页。

② 李恭德总修《畏国续修兴化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

辑第 48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瓶，第 587 页。

@ 吴i那辛亥江苏和平光复中的武装斗争>> , ((辛亥革命论文集>>，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朱笠夫、姚纯之、范浦泉"辛亥革命靖江光复记路"中嚣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江苏省扬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揭州郊区文史第 11

辑》。

⑤ 陈洪江等《靖江之最))，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鼠，第 4 页。



(三)民国初期泰州政治建设

泰州及周边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相继光复后，革除了清朝封

建职官衙署旧制，各州、县改知州、知县为民政长，设民政长公

署 。 各地均撤销旧时房科，分立总务、主计、警务、学务、实业、司

法等六课，课内分设数股。 名称改变了，但州县政权中仍是旧人

员 。 泰州知州李岳衡改做了民政长;兴化光复后"一班旧差役

也接着照旧当起了差事，管理全县的行政" 。① 和平光复让泰州

等地的政权从前清延续了下来，辛亥革命后的地方政权具有的

某种延续性，使地方政治在政局激剧变动时期保持了稳定 。 此

时，泰州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团体 ，参与地方政治建设。 其中有侯

镇平、单毓斌等人在光复后共同组织的共和进行会，他们以研究

时政和地方兴革事宜为宗旨，制止苛派重捐，主持正义。 原县教

育会进行了改组，推举单毓元、夏惟默为正副会长。② 教育会在

民国泰州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

泰州政治建设在 1927 年前基

本延续民国初期的制度模式， 1927

年后则遵循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

度 。 1912 年 1 月，民国南京临时政

府颁行阳历，统一地方名称，江苏都

督府颁布《江苏暂行地方条例 )) ，各

地废府、州，并县、厅，泰州奉令改称

泰县 。 第二年，改民政长公署为县

知事公署，改民政长为县知事，改六

课为科。 此后 ，泰县县知事兼理司

法，兼任警察所长，这一行政制度历

数年不变 。 民国初期历任泰县县知

事中以桐城人郑辅东政声为佳，他

图 9 - 1 在江苏省长公署

任职的单毓斌

① 顾怀庆"辛亥巨浪与兴化涟梢"第 171 页 。

② 《 民国泰县志稿 )) ，第 6 、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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