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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的辛亥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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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不到三个月，清朝统治即告崩溃，
其速度之快，出乎统治者的想象，也出乎革命党的意料。在这一划时代的革命史上，上海的作用

特别巨大，地位异常重要，在革命舆论宣传、起义队伍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方式、革命派与

立宪派的关系等方面，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愚园集会，章太炎发出第一声革命呐喊 
  在上海，发出反清革命第一声呐喊的是章太炎。1900年 7月，他在愚园举行的“中国国会”
上，一声怒吼，从此揭开上海地区反清革命序幕。 
  1900年的中国，乌云密布，风雷滚滚。英、俄、美、日、德、意、法、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
组成八国联军，野蛮侵略中国，在华北地区血腥屠杀义和团，侵占北京。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慈

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与英美等国经过谈判，

实行东南互保，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各国借口保

护，把军舰纷纷驶向长江各口岸，并增兵上海。在这兵荒马乱、国势陵夷的非常时期，上海的一

部分爱国志士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命脉的重要时机，于是，7 月 26 日，他们召开了“中国国会”。
那天，爱国志士唐才常等，约集上海维新人士 80 多人，在愚园南新厅召开会议。愚园是上海著
名私人花园，与张园齐名，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以北，赫德路（今常德路）以西。那时，

上海没有举行公共集会的规定场所，比较大型的公共集会通常在张园、愚园举行。这两个花园都

有大型会议厅，需要集会时去登记租用即可。 
  “中国国会”到会者还有容闳、严复、马相伯等。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会”，也叫“中

国议会”，与会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别选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随后，会议发布宣言，宗

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

请光绪皇帝复辟。宗旨宣布后，与会人员意气奋发，鼓掌雷动。但有两人对此不满，一位是毕永

年，另一位是章太炎。章太炎批评唐才常，不应该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却

又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经再三争辩无效，章太炎乃决意与保皇派决裂。他在会后即割

辫易服，剪去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穿上友人送来的西服。男子留辫，是臣服清朝统治的象征，割

辫，就意味着反叛清朝统治，清初如此，太平军造反时如此，清末还是如此。所以，章太炎此举，

实属惊世骇俗，当时上海滩没有第二人。章太炎为此专门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他也为此

再次遭到清政府通缉。 
  “中国国会”的召开，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打出“国会”旗号这一事

实本身，就是对清朝专制的勇敢挑战。因为近代所谓“国会”，本是与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对立物。戊戌变法时期及其以前，改良派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改良君主专制为君

主立宪和召开国会的要求，但每次都如石投海，当然更未成为事实。这一次，容闳、严复、唐才

常等人在不承认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毅然举行“国会”，这就用实际行动表示

了对专制统治的断然否定。这次“国会”虽未明确推翻慈禧专制统治以后所建国家的政体形式，

但从会议主题和宣言，还是可以看出其思想意向的。会议主题第四项“保全中国自立”，所谓“自

立”，即排除帝国主义侵略之后的民族独立；第五项“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实即要用资本

主义的近代文明取代中国封建落后的方面。容闳起草的对外宣言，更清楚地写道：中国国会“决

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声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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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

妄举。”由此可见，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打算在推翻慈禧专制统治以后所要建立的，正是一

个排除民族压迫的、独立自主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这与当时孙中山所考虑的中国未来政治

体制，在民主精神方面是一致的。 
  “中国国会”选举的会长容闳，是中国著名留美学生，副会长严复是著名留英学生，英、美

正是各具特色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会议选举此两人为首脑，从一定意义上表明当时人们

对英美议会制度的向往。议题的通过，正副会长的产生，均由与会者投票决定，说明这次会议本

身也是议会制度的一次尝试。正因为如此，这个“国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单是“国会”

之名已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惊恐。 
  “中国国会”的实质，是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努力的开始。

章太炎则走得更远，他选择的是革命。 
  章太炎自剪除辫子以后，在反清革命的道路上无所畏惧地奋勇前进。1903年，他因为撰文驳
斥康有为的保皇论调，痛斥清朝统治者非我族类，辱骂光绪皇帝为“小丑”，为邹容的《革命军》

作序，酿成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判刑三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他在 1906 年出狱后东渡
日本，主编《民报》，继续奋战在革命第一线。 
  张园演说，革命宣传的独特风景 
  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跌到最低点，革命风潮由此涌起。由于租界的存

在，上海逐渐成为全国反清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出版的革命报刊、书籍，远远多于他处，举行

的革命演说，远近闻名。其中张园演说最为著名，成为反清革命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张园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石门一路）之西，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

面积最大时占地 60 多亩，在晚清上海为一最大的对外开放的私人花园。上海各界人士时常在这
里举行演说。从演说的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

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

守。这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场所，有点类似于伦敦的海德公园。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

性、开放性、规模性与参与性。有些集会，动辄上千人。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

迎各界参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是这里的常客。 
  马叙伦回忆，张园演说他总去参加的，演说的情景是：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即章太炎）、

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轻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

总是大声疾呼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

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 
  1903年春夏间，《苏报》的革命宣传日趋激烈，与张园的演说此呼彼应，报纸发布演说预告，
为演说助威；演说的内容再登在报纸上，为报纸增色。张园、《苏报》都在租界地面，清政府无

法直接干涉。这年 4 月 19 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
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

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需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这无异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

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事实确实如此。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经常在演说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清政府，两江总督命上海

地方政府查办。上海地方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协助。工部局巡捕房将吴稚晖等人传去，问：“你们

藏兵器否？”答：“断断没有。”巡捕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类似这

样的传讯，据吴稚晖说发生过 6次，他自己被传过 4次，张园演说的活跃人物蔡元培、章太炎、
黄宗仰都被传过。 
  这样，张园演说，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直接的威胁。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都曾设法禁止、取

缔张园演说，但因张园地在租界，清政府无计可施。 
  沪军都督陈其美，受孙中山高度评价的革命家 



 

第 3页 共 5页 

  对于上海起义，孙中山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

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

吾党以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

山表彰的陈英士即陈其美（字英士），他是上海起义的最重要领导人。 
  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6岁入塾读书，14岁到当铺当学徒，1903年到上海经商，
1906 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08 年回国，往返沪、浙、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11 年同
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他担任庶务部长。他在发动起义时，充分注意并利用了上海城市的

特点。他将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江南制造局，对南市和闸北，采取策动军警起义。对租界，他采

取充分利用、尽量不搞对抗的策略。 
  在起义前，他利用租界言论比较自由的特点，将租界作为舆论宣传基地。先是在 1910 年创
办《中国公报》与《民声丛报》，两报都旋起旋灭。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以后，《民立报》
成为其机关报，陈其美等通过此报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成为报

道各地革命消息的权威报纸，日销数多达 20000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
报纸。 
  他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管辖的特点，将策划革命的秘密联络点设在租界。陈其美在上海跑马

厅后侧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租了一幢房屋，作为招待往来革命党人之用。 
  在起义过程中，他采取正确的策略，尽量不与租界当局对抗。上海起义发动前几天，租界当

局已据各方面情况判断，革命党人能在任何时候占据上海，并确立了“中立”的方针。根据这种

情况，11月 3日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在所告示中，明确表示“帷愿亲爱同胞，仍各安分营生。
洋人生命财产，切勿乘此相侵”，并且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照会英国驻沪总领事，声称

上海已经光复，请总领事协同维持租界的治安。起义过程中，对于上海火车站问题，起义军与租

界当局曾发生一些矛盾。起义军要占领车站，租界当局不允，双方发生争执。革命党对此事处理

得有理、有利、有节，通过交涉，接管了车站，确保沪宁铁路置于民军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巩固

新生的革命政权，对于为日后会攻南京都有重要意义。 
  在上海起义过程中，最能显示陈其美特立独行风格的是两件事：一是攻打江南制造局，二是

抢夺沪军都督位子。 
  上海起义过程中，唯一硬仗是攻打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最大兵工厂，清政府

极端重视。其时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是李鸿章外甥，所部 300多人，均为其安徽同乡，武器弹药充
足。11月 3日，他听说闸北起事以后，立即抽调炮兵入局助守，在江边列排炮 6尊，要口设机关
枪，大门口设小钢炮，戒备森严，准备一战。张士珩不肯投降，革命军只有强攻。11月 3日下午
3 时许，以会党为主体的一批敢死队作先锋，从斜桥直扑制造局后门西栅栏，陈其美等率众随后
跟上。5 时，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之际，自西栅栏潜行至局门前，向里冲去。忽然，随军督战的
陈其美叫大家暂缓进攻，他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流血。只见这位虎胆英雄只身入内，

对守军作了一番演说，然而守军不予理睬，出其不意地将他拖了进去。 
  革命军获悉陈其美被抓，急思救援，三支武装合力攻打制造局。第一支是商团，李平书负责

总指挥；第二支是张承梗等率领的敢死队；第三支是李燮和率领的已经起义的军警，在凌晨二三

点钟的时候，将制造局三面围住（另一面是黄浦江），频频攻击，军警攻前门，商团、敢死队攻

后门。李燮和担心诸营并起，不相统一，且各自为进退，不利于作战，乃派人到处奔走，通令协

同作战。11月 4日上午 9时，制造局终于被攻克。 
  这时，革命党人急忙寻找陈其美，可是到处都没有，后据有关人员报告，才在厕所旁边的一

个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找到他。只见他手足带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靠着板壁，默然不

动。一看，原来他的发辫从新凿的洞孔拉出房外，房外梁上挂着一个铁钩，发辫就紧紧缚在上面。

原来，张士珩也是色厉内荏，他抓了陈其美，但担心将来革命党胜利，不会放过自己，所以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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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陈缚住，而不将其处死。 
  陈其美第二次特立独行的事件，发生在上海起义胜利以后，推举产生沪军都督时。11月 6日，
上海参加起义的各支力量开会，推举沪军都督。李平书和商团代表及起义军官，都推李英石，说

他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同盟会方面的代表则推陈英士。双方争持不下。黄郛

脾气急躁，第一个拿出手枪来威胁平书先生，说是陈英士首先进入制造局有第一功。在场的起义

军官也都把手枪拔了出来，说陈英士进制造局后即被拘禁，后来是李英石指挥起义军官和商团打

下来的。刘福标原来在会场内靠墙站着，这时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

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直到后来，各方协商，才推举陈英士为上海都督。 
  陈其美谋取沪军都督权位虽有不顾大局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沪军都督府的革命性。沪军都

督府成立以后，立即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战果、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扫除封建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们着重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助攻南京与参加北伐。上海起义以后，江苏、浙江相继独立，唯有江南政治中心南京

仍被清军固守。南京不仅是虎踞龙蟠的军事重镇，而且是上海至武汉的必经之地，不攻下南京，

就无法使已经独立的两湖与富庶的东南各省连成一片，革命的成果便无法巩固。11月 5日，即上
海起义成功的第二天，上海军政分府即颁布《檄南京文》，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即组织沪军先锋

队 600人，由洪承点任司令，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吴淞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亦派黎天才率淞军
600人参战。11月 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11月 13日，镇江
设立联军司令部，上海设立总兵站。11月 22日，联军向南京进发，经过几天的激战，于 12月 2
日攻克南京。在这一战役中，出师首功，即攻占南京城外、长江边上的鸟龙山，就是黎天才指挥

淞军及一部分浙军立下的。 
  南京攻克后，民军士气大振，立即筹划北伐事宜。还在 11月 27日，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北
伐先锋队便发表组军启事，得到了各界的支持。12月 5日，上海各界千余人在张园召开北伐联合
会成立大会，推程德全为会长，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统一军机、共谋光复为宗旨。1912年
1月 1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北伐，李燮和被命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陈其美亦命
沪军的刘基炎所部三营、盛典型所部四营参加北伐，受李燮和节制。海军的海容、海琛、南琛三

舰亦受命参加北伐。1月 16日，海容、海琛、南琛三舰驶抵烟台，20日，刘基炎率北伐军 2000
余人乘轮驶抵烟台，准备一旦和谈决裂，立即挥戈北上。后来，南北议和成功，北伐遂止。 
  在会攻南京和支援北伐方面，沪军都督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除派遣军队、供应军火外，还

承担相当数量的军费。 
  其二，革故鼎新。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前，革命党人即以“上海军受分府”的名义发布宣言，

历数清明专制虐政、卖国罪行，号召“凡我三吴健儿，均当效忠于祖国，以童共和之基”。他们

还发布《檄肓京文》、《檄镇江文》、《檄浙江、福建文》、《告海军同胞文》等，号召一切爱国的人

们，共同努力，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对于弃逆投顺的满洲将士，亦以人道为怀，视为同等，决

不加害。在经济方面，他们宣布废除一些不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苛政，裁撤除盐、酒、糖

各税捐外的所有统税关卡，裁撤除海关外的所有税关，蠲免 1911 年的下忙丁漕和此前的积欠丁
漕，豁免除为地方所用以外的各种杂捐。 
  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后，发出一系列函电，抨击清朝，动员清廷官员反逆为顺，共奠神州，奉

劝外国侨民遵守万国公法，切勿助清为虐。沪军都督府发起召开了革命烈士追悼大会，隆重悼念

为民主革命献身的上海及其他各地烈士。沪军都督府发布了一系列告示，通令剪去象征臣服清朝

的辫子，禁止赌博，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军人游逛妓院，宣布改皇帝年号纪年为公元纪年，废除

军队中的割耳、穿耳箭等毒刑，废除跪拜旧礼，不得沿用体现等级名份的“大人”、“老爷”之类

的称呼，代之以“先生”、“君”等。 
  陈其美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袁世凯夺取政权、谋杀宋教仁以后，他又坚定地追随

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参加中华革命党，成为中华革命党中最重要的骨干，地位仅次于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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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1916年 5月 18日，他被袁世凯派人收买的刺客暗杀于上海寓所，时年只有 39岁。他的故
乡人民为了纪念他，在湖州建立了陈英士陵园。上海在民国时期也建有陈英士纪念塔（在老西门

以北人民路、方浜路口，已拆除），还辟有以他的名与字命名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与英士路（今

淡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