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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兴 与 辛 亥 革 命

萧 致 治 轰 文 明

黄兴 (1 8了 4

—
1 9 1 )6 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领袖

。

辛亥革命时期
,

他与孙中山共

同领导 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斗争
,

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

他作为孙中山

的主要助手
,

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
,

`

无论是建立革命政党
,

还是组织
、

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武

装斗争
,

以及开展其他形式的斗争
,

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宋教仁指出
:
黄兴

“

与中山先

生同为吾党泰斗
。 ”

研究辛亥革命史
,

不能不研究黄兴
。

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

同研究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一样
,

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

又是黄兴逝世七十周年
,

探讨一下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

肯定他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

缅怀前人
,

激励来者
,

对于鼓舞人们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

将是有意义的
。

一
、

协同孙中山创建同盟会
,

为革命提供组织保证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
。

同盟会的成立
,

标志着中国革命

进入了新阶段
。

孙 中山曾说
: “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
,

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
” 。

①集

合全国之英俊
,

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
,

孙中山有首倡之功
,

黄兴更有赞助之力
。

从 1 9 0 5年 8

月同盟会成立
,

到 1 9 1 2年 8 月改组为国民党
, 7 年之间

,

黄兴不仅是同盟会的杰出组建者
,

而且在维护团结
、

巩固发展组织等方面
,

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首先
,

黄兴在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同盟会成立初期
,

参加

者主要是全国各地集结在 日本东京的留学生
。

同盟会成立之前
,

黄兴既是华兴会的领导人
,

又

是东 京留学生的领袖 ; 而孙 中山
,

当时对东京留学生联系极少
,

与黄兴也是初次相识
。

19 0 5

年 7 月
,

当孙 中山到达日本时
,

首先向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打听留学生中有无杰出人物? 宫崎

即说
: “

仅仅两三年间
,

留 日学生猛增
,

有一个叫黄兴 的
,

是个非常人物
。 ”

②在宫崎的引荐下
,

孙
、

黄在中国餐馆凤乐园第一次会见
,

孙中山提出
`

联络湖南团体 中人
” ,

立刻得到黄兴的同

意
。

起初
,

在华兴会内部
,

主要骨干对联合的认识并不一致
: 有的赞成

,

有的反对
,

有的态

度暖昧不明
。

华兴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革命小团体
,

如果华兴会因为意见不一
,

拒绝联合
,

指望实现全国革命派联合则无从谈起
。

由于黄兴从中做了大量工作
,

同盟会成立时
,

在东京

的华兴会员几乎全部加盟
。

黄兴本人曾有过
“

形式上入孙逸仙会
,

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
”

的意

见骨
,

随着同盟会的正式成立
,

这种隔膜迅速消除
,

并无丝毫芥蒂
。

即使原来反对加入的刘



林生 ( 即刘揍一)
,

后来不但加入了同盟会
,

而且从 1 9 0 7年 2 月起
,

还代理黄兴
,

长期担任同

盟会的庶务
,

在坚持原则
、

维护团结方面
,

表现十分坚定
。

自从成立同盟会起
,

华兴会再也

没有作为小团体进行活动
。

原来华兴会的骨干
,

如陈天华
、

宋教仁
、

张继
、

刘拱一等都成 了同

盟会的骨干
。

同时
,

由于黄兴带头加入同盟会
,

受同盟会影响的留学生也踊跃入会
。

19 0 5年

7 月 3 0日
,

在东京赤坂区内田 良平家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
,

到会者 70 多人
,

属于孙 中山的旧

相识者只有10 人
,

还包括寅崎寅藏
、

内田良平
、

末永节等三位日本友人
,

④ 其余多是与黄兴一

道加入过拒俄义勇队
、

军国民教育会
、

华兴会等爱 国革命团体
,

或受到黄兴影响的留学生
。

同盟会成立后
,

黄兴在留学生中积极发展会员
,

派遣会员回国
,

在各省建立同盟会分支

机构
,

使同盟会的组织得到迅速扩大
。

据统计
, 1 9 0 5年至 19 0 6年间

,

加入同盟会的共 有 96 2

人
,

其中在东京加盟的占90 %
,

达 8“ 人
。

在这 800 多人中
,

湖南籍有 15 7人
,

湖北籍 106 人
,

都

受过黄兴的影响
。

后来的许多著名人物如秋瑾
、

阎锡山
、

谭人凤
、

李烈钧
、

孙传芳
、

尹昌衡

等
,

都是这一时期由黄兴介绍或主持加盟的
。

同盟会成立前
,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

限于海

外和广东一隔 , 同盟会成立后
,

各省分支机构相继建立
,

各地革命活动纷纷开展
。

到辛亥武

昌首义止
,

在国内建立的同盟会支部和分会达 69 个
,

分布于全国 21 省
;
此外

,

通过同盟会员

活动
,

建立的外围性组织的会
、

社共 101 个
,

分布全国 19 个省
。

⑤这些分支机构与团结在同盟

会旗帜下建立的革命小团体
,

为革命活动在全国展开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
。

这些虽然不是黄

兴一人之功
,

但作为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的他
,

在 国内组织的发展上是起过重大作用的
。

由此可知
,

黄兴在同盟会的建立和组织的发展上
,

其贡献是异常 巨大的
。

其次
,

协助孙 中山筹划
、

主持本部工作
,

为同盟会各项活动的开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孙中山身为同盟会总理
,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
,

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 至于把纲领主

张付诸实施
,

以及处理 日常会务
,

则大多由黄兴主持
。

在同盟会里
,

黄兴尊敬孙中山
,

孙中

山依重黄兴
,

两人密切配合
,

协力开展工作
,

促使同盟会各项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

同盟会成

立前
,

孙
、

黄等在程家怪家商谈党名
,

孙 中山提出定名为《 中国革命党》 ,
黄兴认 为 此 名 一

出
,

党员行动不便
。

经过讨论
,

孙中山接受了他 的意见
,

定名为《 中国同盟会》⑥
。

在 7 月 30

日的筹备会上
,

黄兴与陈天华
、

宋教仁被推为会章起草人
。

8 月 20 日
,

同盟会召 开 成 立 大

会
,

会议由黄兴主持
,

并由他宣读了《同盟会章程 》
。

章程确定以孙 中山提出的
`

驱逐糙虏
,

恢

复中华
,

创立 民国
,

平均地权
”

为同盟会革命宗 旨
,

极总部于东京
,

设分部于各地
。

在 确 定

总部人选时
,

黄兴提议
: “

公推孙 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
,

不必经选举手续
”

⑦
,

经大家一致通过
,

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
,

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
。

总理他适
,

即以庶务代行一切
。

故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

同盟会成立不久
,

孙中山即离开 日本去东南亚
,

以

后虽曾三次赴 日 ( 19 0 6年 4 月
、

10 月
, 1 9 1。年 6 月 )

,

但总计停留时间只半年多
,

东京总部工

作
,

主要由黄兴主持
。

《 民报》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

是同盟会进行革命宣传的主要工具
。

它的前身乃是宋教仁

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 》
。

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 》社改为《民报》社的不是别人
,

正是黄

兴
。

办理移交手续
,

正式主持接收的也是黄兴
。

同盟会由于有《民报戈作为自己的喉舌
,

以后

在宣传革命纲领政策
、

以及与改良派论战中
,

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同盟会成立时
,

只起草通过会章
,

并未发表宣言
。

至于起义胜利后的政策制订和各项工作

如何进行
,

均未作具体安排
。

1 9 0 6年秋冬
,

孙中山再度到日本
,

章太炎这时也 已在上海出狱
,

由同盟会派人迎往东京主编《 民报》
。

黄兴与孙 中山
、

章太炎等协商
,

鉴于革命风潮 日盛
,

党人

遭布各地
,

各自为政
,

难于划一
,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和起义的需要
,

他们又共同制定了《革命



.

方略 》 ,

内容包括《军政府宣言》等十一个文件
,

后来又补充了《招军章程》
、

《招降:清 朝 兵 勇

条件 》两篇
,

这十多个政策性文件
,

对指导武昌起义及以后各地革命党人的工作
,

起到 了 巨

大的作用
,

而且防止了各地政令不一
,

各自为政的现象
。

第三
,

维护团结
,

反对分裂
,
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

保证了革命工作在同盟会的领导
下健康发展

。

团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
,

特别是领导核心的团结
,

对革命的成败关系更大
。

同盟会成立后
,

由于大家革命目标一致
,

为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但是
,

也

曾因一些具体间题上意见分歧
,

弄得风潮迭起
,

几乎陷于分裂
。

由于黄兴坚持维护革命团结
,

对这些风波采取了正确态度
,

才避免了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害
。

1 9 07 年初
,

同盟会召集无事会
,

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旗式
,

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 白

日旗
,

理由是这种旗式系烈士陆皓东设计
, “

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曾先后为此旗流

血
,

不可不 留作纪念
” 。

与会者提出了各种方案
:

有的提议顺应中国历史上习惯用五色旗 ,有的

提议用十八星旗
,

借以代表十八行省
;
有的主张用井字旗

,

以示平均地权之义
。

黄兴认为青天白

日旗
“

形式不美
,

且与日本旭旗相近
”

⑧
,

主张用并字旗
。

孙中山坚决反对
,

声言
“

仆在南举
,

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
。

欲毁之
,

先摈仆可也
”

⑨
。

黄兴怒而退会
,

甚至表示
“

欲退会 断 绝 关

系
”

L
。

旗式问题本来可以从长计议
,

可是因为双方都动了肝火
,

闹得几乎无法收拾
。

幸亏黄

兴识大体
,

顾大局
,

事过境迁
,

冷静下来之后
,

为了维护团结
,

主动作了让步
。

这场几乎导

致孙
、

黄彻底决裂的争执
,

因为黄兴宽容大度
,

很快得以平息
。

孙
、

黄争执刚刚解决
,

章太炎等又掀起倒孙风潮
。

同年 6 月
,

章太炎等因孙中山未及与

大家商量
,

接受了 日本方面 公 私 赠 款 1 5 0 0 0元
,

并将这笔款的大部分用作南方起义经费
,

只给《 民报》留下 2 0 0 0元
。

章太炎对此十分不满
,

便煽动部分在东京的同盟会员攻击孙 中山
,

逼迫代理庶务刘挨一召开特别会议
,

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
,

改选黄兴继任
。

刘撰一坚决拒

绝了章太炎等人的错误主张
,

并且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
,

同时急函香港之彭邦栋转告黄兴
。

黄兴闻讯
,

立刻复函表示
: `

革命为党众生死间题
,

而 非个人名位问题
。

孙总理德高望重
,

诸

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
,

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
,

且免陷兴于不义
。 ”

0 这次倒孙风潮
,

只要黄兴

稍为游移
,

就可能使同盟会导致分裂
。

由于黄兴以革命利益为重
,

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

拒

绝出任总理
,

这场倒孙风潮才未成为事实
。

一波未平
,

一波又起
。

19 0 8年秋冬
,

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

款
,

并要求孙中山拨款 3。。。元作为《 民报》印刷费
。

因为孙中山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
,

陶

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赴南洋各地筹款又不顺利
,

就由怀疑孙中山在后面捣鬼进而反对孙中山
,

并且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
,

重建光复会
,

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公开对立
。

第二年 9 月
,

陶

成章在南洋纠合李燮和
、

柳聘农等 7
、

8 人
,

盗用川
、

广
、

湘
、

那
、

江
、

浙
、

闽七省同志名

义
,

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 ,

指责孙中山
“

谎骗营私
” , “

残贼同志
’ 、 “

蒙蔽同志
” 、 `

败坏全体

名誉
” ,

要求
“

开除孙文总理之名
,

发表罪状
,

遍告海内外
。 ”

陶成章还带着这份
`

罪状
’

赶赴东

京
,

找到黄兴
,

要挟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

在这决定同盟会存亡盛衰的关键时刻
,

黄兴再次

顾全大局
,

坚决拒绝开会讨论
,

拒绝散发所谓
’

孙文罪状
” ,

并与谭人凤
、

刘换一联合发表长

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公 函
,

逐条替孙中山辩解
,

指斥陶成章等
`

妄造黑 白
,

其居心险毒
,

殊为可

恨
”

! 并向孙中山表示
: “

陶等虽悍
,

弟当以身力拒之
。 ”

@ 黄兴一方面坚持原则
,

反对章
、

脚

无端攻击
、

造谣诬蔑
,
另一方面仍以团结对敌为重

,

对章
、

陶进行说服劝解
,

使章
,

陶等态度逐

渐有所转变
。

1 9 10 年 11 月
,

陶成章回心转意
,

表示
“

孙文以后不必攻击
” ,

特别不宜攻击
`

个人

私德
”

0
。

在这场最激烈的倒孙风潮 中
,

如果不是黄兴坚决维护孙 中山的总理地位
,

及时揭穿



谎言
,

而是任凭造谣中伤
,

将会使孙 中山威信扫地
,

同盟会很可能趋于瓦解
。

由于黄兴采取

坚决态度
,

及时澄清了事实真相
,

章
、

陶的倒孙风潮才再次遭到挫败
。

同盟会是以孙
、

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
。

黄兴维护孙 中山的威信
,

巩固了孙
、

黄团结
,

也

就是巩固了全囱芋命领导核心同盟会的团结
,

教育与争取 了大批不明真相的人
,

促进 了全国

革命运动在同盟会领导下顺利前进
。

二
、

组织领导一系列武装起义
,

为革命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

是战争解决问题
。

组级和领导武装起义
,

是辛亥革命

时期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一个主要部分
。

同盟会成立以后
,

黄兴是武装反清斗争的著名组织

者和领导者
。

他带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赴汤蹈火
,

冲锋陷阵
,

猛烈地向清朝统治者发动一

次又一次进攻
,

为埋葬 中国历史上最 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

。

早在同盟会成立前
,

黄兴就十分注意武装斗争
。

他少时喜欢练拳习武
, “

只手能举 百钧
” ,

有一身好武艺 , 东渡 日本以后
,

曾请 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
,

学习兵法
,

利用空余时间参观

日本士官联队及军队的野外演习
。

每天清早起床
,

总要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

他认

为
`

救国不独心力
,

尤以身力为必要
。

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
,

才真有力
。 ”

本着这个宗 旨
,

他在宏文学院领导湖南籍学生组织
“

土暇会
” , “

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
” ,

鼓励大家
“

从事

用兵
,

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 ”

⑧ 1 9 0 3年
,

沙俄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兵
;
东京留日学生 5 00 余人集

会
,

愤怒声讨沙俄侵华罪行
,

他和蓝天蔚
、

钮永建等组织拒俄义勇队
,

准备开赴东北
,

抗击

沙俄侵略
。

华兴会成立
,

他又另外创立同仇会和黄汉会
,

专门联络会党与运动军队
,

决心以武

力推翻清王朝
。

他早期的这些军事活动
,

为他后来指挥领导武装斗争准备 了较好的条件
。

同盟会成立以后
,

黄兴在发展和巩固同盟会组织的同时
,

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组织和

领导武装斗争
。

组织起义首先要有一批坚贞可靠而又熟悉军事的人作为领导
。

为了积聚军事人才
,

他在

日本积极发展了 1 00 多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加入同盟会
。

考虑到陆军学生回国后将掌握兵权
,

为

了不致露暴革命的真面 目
,

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不必和同盟会总部往来
,

所有陆军学

生的入党证件由他亲自保管
。

他还从这些人中选择一批坚定的革命同志组成
“

丈夫团
” , “

以

`

富贵不能淫
,

贫残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

作为团员的应具的品德
’ 。 `

丈夫 团
”

成员如李根源
.

李烈钧
、

程潜
、

李书城
、

赵恒惕
、

黄邪
、

尹昌衡
、

黄恺元
、

叶荃
、

曾继梧
、

程子楷
、

耿觑文
、

仇

亮
、

陈之戮
、

王孝缤等后来都成为各地起义的重要将领
,

为辛亥革命胜利作 出了可贵的贡献
。

为了策动各地武装起义
,

自从 19 0 6年起
,

他与孙中山计议
,

陆续派遣 同盟会员分赴全国

各地
,

联络会党
,

策动军队
,

互相配合
,

共同举义
。

他派刘道一
、

蔡绍南
、

彭邦栋
、

覃振
、

成邦杰等回湖南
,

运动会党
、

军队起义 , 派胡瑛
、

梁钟汉
、

朱子龙回湖北谋响应
,

又与宋教

仁商定
,

由宋偕同白逾桓
、

古川往东北运动绿林武装马侠李运春等
,

筹建辽东支部和起义武

装 , 他自己也曾亲赴广西
,

策动清军官兵举义
。

此外
,

全国各省均派有同盟会员运动会党和

军队以及军事教育机构
,

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
,

为武装起义积蓄力量
。

由于同盟会员在

各省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发动
,

积蓄了广泛而深厚的革命力量
,

为武昌起义后一省发动
、

各省

响应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一

黄兴不仅是武装斗争的组织者
,

而且是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者
。

同 盟 会 发 动 的 武 装

起义
,

他几乎无役不与
。

19 0了年 12 月镇南关之役
,

黄兴与孙中山亲赴前线阵地
,

持枪作战
,



点放大炮
。

1 9 0 8年春
,

钦
、

廉
、

上思之役
,

黄兴率中华 国民军南路军 2 00 多人
,

背着 2 00 多枝

五花八门的杂枪
,

从安南 (今越南 ) 进入钦州
,

转战于钦州
、

廉州
,

上思一带
,

和清朝的众多

军队相持 40 多天
,

以少胜多
,

连战皆捷
。

小峰一役
, 6 00 多清军大败

,

仅剩残兵 50 多人脱逃
,

马笃山一战
,

把清军督带官龙某击落马下
,

俘斩清军哨官 2 名
,

夺获清军军旗
,

将清军全部

击溃
, `

敌人闻而生畏
,

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
” 。

⑧ 特别是 1 9 1 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
,

黄兴决心拚

死一战
。

起义发动以后
,

他率领
“

选锋队
”

1 20 多人
,

向两广总督衙门发动猛攻
,

击毙卫队管

带
,

冲入督署
,

总督张鸣岐闻风逃走
。

在没有搜捕到张鸣岐的情况下
,

放火焚毁督署
,

后在

撤退途中
,

碰上李准率领亲兵大队和巡防营
,

双方展开激战
。

他在右手中食二指被打断的情况

下仍然坚持战斗
,

打死打伤敌人多名
,

最后弹尽援绝
,

才化装逃离广州
。

在同盟会领导的多

次起义中
,

这是准备最充分
、

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

起义虽然失败
,

却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

击
,

激起 了全国广大人 民的深切同情
,

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

诚如孙中山说的
, “

是役也
,

碧血横飞
,

浩气四塞
,

草木为之含悲
,

风云因而变色
。

全国久蛰之人心
,

乃大兴奋
,

怨愤所

积
,

如怒涛排壑
,

不可遏抑
,

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

则此役之价值
,

直可惊天地
,

泣鬼

神
,

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 ”

晒这次起义
,

直接铺通了革命胜利的道路
,

成了武昌起义胜利的

先声
。

三
、

运筹帷握
,

驰骋班场
,

为建立民国立下殊勋

开创 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华民国的成立
,

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
。

在这场以同盟会为领导

的革命派和清朝反革命派的斗争中
,

作为革命主将的黄兴
,

筹谋策划
,

奋力拼搏
,

为争取革

命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过去
,

有些人只看到他在汉阳战役 中的挫败
,

就说他是
`

汉 阳败

将
” ,

这是极不公平的
。

其实
,

他从武昌起义到中华 民国正式宣告成立
,

其中革命每前进一步
,

他都对革命胜利作了竭尽全力的贡献
。

武 昌起义如同一把刺刀插进敌人心脏
,

对清政府来说
,

真乃是致命的一击
。

黄兴虽然未

能亲 自领导这次起义
,

却早就预见到这次起义爆发的必然性
,

并作了相应的布置
。

自从黄花

岗起 义失败以后
,

黄兴总结了在华南历次发动起义失败的教训
,

在战略上作了 重 新 考 虑
。

19 11 年 7 月
,

谭人凤
、

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
,

决心联络长江各省在中部发

动起义
,

立即得到黄兴的积极支持
。

他认为这一主张能使
“

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
,

更能力争

武汉
。

老谋深算
,

虽诸葛复生
,

不能易也
”

L
。

为了配合中部同盟会行动
,

他制定了十一省同

时举义计划
,

布置各省党人积极进行准备 , 同时分电孙 中山
、

冯自由及海外华侨
,

告以国内

大好革命形势
,

吁请
`

速筹大款
,

立予救援
”

L
。

他 自己则静候一旦筹款稍有眉 目
,

即准备动

身
,

亲临指挥
。

武昌起义前 5 天
,

他在致冯 自由书中详述了长江各省形势后充满信心地说
:

“

今既有如此之实力
,

则以武 昌为中枢
,

湘粤为后劲
,

宁
、

皖
、

陕
、

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
,

大

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

急宜趁此机会
,

勇猛精进
,

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
,

事半功倍
。 ”

。 可是
,

正当他积极筹划
,

着手进行之际
,

由于一个偶然突发事件
,

武昌起义提前爆发 了
,

黄兴因此

未能赶上直接参加起义
。

尽管如此
,

如果没有他的事先联络策划
,

各省就很难同时并举
。

所

以
,

他的策动之功
,

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

武昌起义以后
,

清廷上下惊慌万状
。

他们认为
“

武昌为长江之襟喉
,

全国之冲要
” ,

乃关

系清朝命运的
“

存亡关键
” ,

于是
“

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
“

L
,

立刻停止正在进行的永平秋操
,

将北洋精锐军队编为三军
,

以一军守卫京都
,

以两军南下武汉
,

并令水师提督萨镇冰率领巡



洋舰队和长江水师沿江西上
,

一齐向武汉发动猛烈反扑
。

武汉军民凭借勇锐士气
,

最初一度

取得了胜利
。

随着清军大举南下
,

民军由于多是新招之兵
,

未经训练
,

而且是 以一隅而敌全

国清军精锐
,

势力渐渐不支
。

战士伤亡数千名
,

许多英勇奋战的指挥官
,

如谢元恺
、

蔡德愁
、

马荣等先后阵亡
。

到了 10 月下旬
,

民军步步退却
,

前后奉命赴汉口指挥作战的何锡藩因伤退

下火线
,

张景良叛变通敌
,

姜明经惧怕强敌
,

借故返回武昌
。

强敌压境
,

前线却无人指挥作

战
。

正是在这生死存亡关头
,

黄兴于 10 月 28 日化装由上海抵达武汉
,

立即挑起在前线指挥作

战的重担
。

当天
,

他亲临前线视察
,

随 即返回武昌与黎元洪等筹议 战 守
; 当 晚

,

又偕杨玺

章
、

查光佛
、

蔡济民等赶到汉口前线
,

设总司令部办公处于满春茶园
,

清点民军仅得 7 0 0 0多

人
。

第二天
,

他组织民军分两路发动反攻
,

右路一度取胜
,

夺回山炮四尊
,

缴获弹药几千箱
,

把敌人赶到歌生路铁道以外
。

由于敌人以树林作为隐蔽
,

用机枪扫射
,

民军不能前进
,

纷纷

退却
。

虽然黄兴率领敢死队亲 自督阵
,

反攻计划仍然未能实现
。

在黄兴坚持抵抗下
,

民军分散

隐蔽在汉口市区的房屋继续进行战斗
,

迫使清军无法进入市区
。

后来
,

冯国璋悍然下令放火

烧毁民房
,

民军失去屏障 , 黄兴应黎元洪之召回到武昌商议
,

才撤 出汉口
,

退保汉阳
。

11 月 2 日
,

黄兴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
,

全权指挥汉阳战守
。

第二天他在汉

阳昭忠祠设立司令部
,

一方面在汉阳紧急布防
,

一方面致信上海革命党人
,

促令尽快响应
。

在黄兴教促下
,

上海很快发动起义
,

造成汉口一失
, “

能取上海以抵之
”

的新局面
。

在 20 多天的

汉 阳保卫战中
,

黄兴日夜操劳
,

经常亲临前线督战
,

即使危在旦夕
,

他还一方面派石陶钧急
.

速赴湘
,

助谭延阎谋急救与根本发展
”

@
, 另一方面仍然无所畏惧地指挥民军与优势清军进

行拚死搏斗
,

即使
`

敌军炮弹落近数武
,

亦不少动
” 。

直到最后时刻
,

由于炮 队管带张振臣通

敌为内应
, `

龟山
、

黑山之炮皆不发
,

地雷火线亦被割断
,

清军奋力进攻
,

复占龟山
、

黑山
、

四平山
、

梅子山等地
,

汉阳遂不能守
” 。

@ 黄兴在汉阳城破 之际
,

决心与城共存亡
,

后因同志

们强迫他撤离
,

才乘江轮返回武昌
。

黄兴从 10 月 28 日抵汉
,

到 11 月 27 日汉阳失守
,

整整奋战一个月
。

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

未能挽回败局
,

但歼灭了北洋大量精锐
,

使敌人再不敢进攻武昌
,

只得停战议和
。

而且燕得时

间
,

使山西
、

云南
、

上海
、

贵州
、

浙江
、

江苏
、

广西
、

福建
、

宁夏
、

重庆等得以乘机起义
,

终以一隅之失换来了全局的大胜利
。

正如居正所言
: `

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
,

各省得乘机大

举
,

次第响应
,

体革命之声威日壮
,

基础 日固
,

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
。

使当 日无克强
,

则汉阳能

守与否 ? 尚属一间题
。

尤可虑者
,

清之故吏与宿将
,

都无人格可言
,

无思想可言
,

遭时扰攘
,

翻云扭雨
,

今日独立
,

明日取消
,

山东孙宝琦其明证也
。

故克强之功
,

不在守汉阳之孤城
,

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
。

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
,

含辛茹苦
,

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
,

因
·

此称定起义之武昌
,

`

促各省革党之崛起
。

… …虽日民众心理早 已趋向独立自由
,

故清廷无所

寄
,

而不得不上崩瓦解
, 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丫现

,

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
·

阳夏之坚苦支

持
,

自不得不归功克强
。 ’

。 冯自由也说
: “

坚守汉阳
,

与清军相持者一月
,

各省遂得乘机大

举
,

先后响应
。

…… 清廷知大势已去
,

始派使南下议和
,

而革命之基础因之 日固
,

卒以开创 中华

民国之新局
。

故克强之功
,

虽在坚守汉阳
,

而其能坚守汉阳
,

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
,

则关系

民国之兴亡尤巨
。

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
,

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
,

心力交瘁
,

则非战之罪也
。 ”

O

这是精当不移之论
,

也是最公正的评价
。

武汉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
、

持续最 久的

一次大战
,

黄兴作为指挥作战的主将
,

战略
、

战术上虽也有某些可议之处
,

但在敌强我弱形

势下
,

他
“

以天下为 己任
” ,

以大无畏的精神
,

与敌人血战一月
,

其功劳仍然是不朽的
。

武汉保卫战受挫
,

虽然曾使黄兴愤不欲生
,

但没有使他灰心丧气
。

他怀着与清政府誓不



两立的决心
,

愈挫愈奋
,

立 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

汉阳失守的第二天早展
,

他便乘轮东下
。

12

月 1 日刚抵上海
,

即对 《民立报》记者表示
: “

此行目的
,

在速定北伐计划
,

并 谋 政 治 之 统

一
。 ”

L第二天
,

南京光复
,

他一方面立 即电告黎元洪
,

一方面和章太炎
、

宋教仁等 商 议
,

为统一江苏军政
,

推举苏州都督程德全
“

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
,

一以资镇守
,

一以便外交
’ , 0

又和章
、

宋联电林述庆
,

建议先进兵临淮
,

指出
`

鄂事紧要
,

巫待应接
。

临淮关须有劲旅驻守
,

既 可进取
,

又可为援鄂之策应
。 ”

L 12 月 4 日
,

驻沪各省代表举行联合会
,

选举黄兴为大元帅
,

黎元洪为副元帅
,

并于第二天召开欢迎大会
。

一

黄兴却坚辞不受
,

一

表示
“

愿领兵北伐
,

誓 捣 黄

龙
,

以还我大汉河山
”

L
。

以后又制定五路北伐计划
,

积极为摧毁清军作准备
。

在筹划北伐同时
,

黄兴还为南北和谈出谋划策
,

积极谋求政治统一
。

当时南北和谈正在

上海进行
,

表面上
,

和谈的会议厅里是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会谈
,

实际上
,

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
,

都是由黄兴亲自裁定
。

南京攻克以后
,

革命党人控制的独立省份 已过 2 / 3 ,

为了统一全 国革命力量
,

急需建立临

时中央政府
,

以资统一全国革命力量
,

协调行动
,

也便于对外交涉
。

黄兴为了成立临时政府
,

折冲磋商
,

同样煞费苦心
。

首先碰到的是临时政府地点问题
,

章太炎主张设在武昌
,

各省都

督代表也已通过
。

但当时武汉在汉阳失守之后
,

清军云集
,

军事吃紧
,

临时政府设在那里很

不适宜
。

为此
,

黄兴力主设在南京
,

后经多方劝说
,

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才改变决定
,

由武昌

改为南京
。

其次是临时政府人选问题
,

各省都督代表都主张黄兴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
,

他

一再辞谢
,

认为只有孙中山可 当此任
。

可是
,

孙中山迟迟未归
,

到了 12 月中旬
,

在无可奈何

情况下
,

才同意以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
,

组织临时政府
。

正当他筹划大体就绪
,

准备动身

由上海赴南京之际
,

得悉孙中山已经回国
,

他又立即停止出发
。

待孙 中山抵达上海
,

他立即

与陈其美
、

宋教仁等密议
,

向各省代表提议
,

举孙 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

组织临时政府
。

正是

由于黄兴积极谋划
, 1 9 1 2年元旦

,

南京临时政府组成
,

中华民国才得正式宣告成立
。

从此
,

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

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
。

由上可知
,

黄兴从武 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成立
,

三
、

四个月里
,

几于无时无刻不在为夺取

革命胜利
、

建成中华民国操劳
。

因此
,

人们把黄兴和孙中山同列为开国元勋
,

黄兴是当之无

愧的
。

孙中山说
: “

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
,

亦革命成败之关键
” ,

L乃实至而名归的至理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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