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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100年前，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 虽然辛亥革命最终未能完成反帝

反封建任务，却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激励着中华儿女

为民族独立、自身解放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 辛亥革命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人

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纪念辛亥革命，为的是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社

会进步、 人民幸福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继承和发扬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和矢志不渝的

爱国主义情怀;为的是让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更加团结，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早日完成祖国

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为的是回顾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

深刻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浙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作为浙江省城，当时的杭州是众多革命志士的重要活动

地，他们在杭州这片土地上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特别是杭州的光复，不仅为浙江全面光复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克复南京 、 底定江南、最

终肇建民国也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研究杭州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厘清总结革命志士在杭州的斗

争历史，发掘和彰显杭州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对于研究辛亥革命 、 纪念手亥革命，

具有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杭州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在历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千

方百计搜索、征集杭州辛亥革命的原始资料，汇编出版了 《杭州: 辛亥革命百年图志 》 。 该书

以大量精美的原创图片、鲜见的第一手史料，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杭州辛亥革命的历史原貌。 这

既是史志撰写的-大创新，也是让志书走出"象牙塔" 、 走向人民大众的一个好办法。 相信该

书的出版发行，对研究杭州辛亥革命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必将进一步增进大众对辛亥

革命的了解，进而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

是为序。

221ZZZE言 与非f咐
2011年5月 30 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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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his year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1911). One Hundred ago , 

the Xinhai Revolution led by Sun Yat-sen overthrew the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hence the end 

of the several-thousand-year-long feudal Monarchy in China, and gave birth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the Xinhai revolution failed to fulfill the mission to abolish the imperialism and the 

feudalism ,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progress in freeing the mi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nspiring them to fight with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the nation's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and prosperity. 

Taken in this sense, the Xinhai Revolution is a great epoch-making historical event and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hange their destiny by revolutions. 

Today, we look back for the comrnemoration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We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made by Sun Yat-sen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predecessors to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We shall inherit and 

caπy forward their persistence in the pursuit for truth and their unwavering patriotism. We shall bring 

together all the Chinese people home and abroad under the banner of patriotism to accomplish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We review the glorious history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revolutions and 

constructions so that we can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Ìl.;al necessity to take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better consciousness of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have more detennination to push fOlward the cause of refonning 

and opening up and the socialist modemization. 

Zhejiang is an important cradl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s the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was a center of activities where numerous revolutionaries conducted series of arduous 

struggles and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the recovery 

of Hangzhou not only paved the way for the overall recovery of Zhejiang, but also produce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covery of Nanjing, the settlement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vent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u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gzhou and the Xinhai Revolution b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in 

Hangzhou so as to explore and highlight the status and the impact of Hangzhou in the Xinhai 

Revolution, will be of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our 

commemoration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e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Hangzhou Local Chronicles compiled this book Hangzhou: 100.的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Jution with lJJustra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a new 

extensive collection ofthe raw data obtained with great pains. Featur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exquisite 

authentic pic阳res and first-hand historical data rare to find , the book vividly reproduced the history 

of Hangzhou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It is a great innovation of the chorographical Compilation 

and a good way to br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out of the ivory tower and to go to the public. 1 believ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ill facilitate the researches on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Hangzhou and 

promote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so as to develop the spirit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Huang Kunmi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rnmittee of the Zh句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retary ofthe 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Hangzhou , May 30, 2011 



编写说明

一、本书旨在以杭州辛亥革命为主线，演绎浙杭政治军事历史。 上可追溯自 1840年鸦片战

争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杭州辛亥革命孕育发动的重要历史。 下则关联从杭州辛亥光复，民国肇

建，以及衍生的历届浙杭政府及其都督、督军、浙军总司令 、 巡按使、省长的种种史实。 其时

间跨度自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27年2月北洋政府结束。

二、 本书力求以最接近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字资料、 原始图片，报纸杂志种种的原始记载，以

及证章、奖状、证书 、 实物原件照片，来图解杭州辛亥革命。 如几种史料记载的史实有差距，则

采用多种最接近该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史料，互相比对确认之。 本书重在考证，考证需要证据，

多个证据， 则形成证据链，方可还原历史原貌，结论令人信服。

三 、 对于重大的杭州|辛亥革命史实，采用先刊以史料来源书影，再刊以该书该页书影，

重要史实上还以标出红线的方法展示，使读者对重要史料的史源一目了然。 本书引用民国元年

( 1912 ) 商务印书馆 《大革命写真画 》 图片约200幅，图片上下端中英文均予保留，以彰现其

原始风貌。 引用百年 《 申报 》 记载的重要史实，亦尽量保留原报刊之日期。 浙江军政府证章、

浙军攻克南京纪念章、沪军都督陈其美"急公好义"纪念章等珍贵文物，均全彩 、 原大刊登。

时间的表述除特注明阳历外，其余均为农历。

四、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是一个长达16年的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共

和，而后袁世凯窃国称帝，浙江省有过第二任都督蒋尊重、第三任都督朱瑞及巡按使屈映光，

这段历史本书列为"四 、 民国肇建" 。 此后，集录辛亥革命中孕育的名人，列为"五、辛亥名

人以志纪念。 另有附录篇"北洋时期" 。 北洋时期浙江省仅第四任将军(督军)吕公望兼

任省长，以后的杨善德、卢永祥、孙传芳等均不兼任省长。 督军掌军政大权，省长辅之。 本书

在叙述中均以督军(督办 、 督理)为主线，省长作为辅线列其后。 每一位督军、 省长任期的叙

述，先介绍其人其事，再叙述其在杭州的政绩、 败绩乃至历史污点。 所有历史论述皆以当年的

史料记载为准，全部叙述附后，稍有评价。 督军、 省长任期均反复考证、据实记录，如双方交

印，则卸任、接任列为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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