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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侃，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央大学教授，室名量守庐。
黄侃专长于经学、小学，其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蔚成一家之言，治学上注重恪守师承、博学精习
，在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章黄之学”。
本书收集了记述黄侃论学大旨的文章，及其传记、逸事、著作目录等，便于今人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
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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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11年初宋教仁到上海创办《民立报》，并倡议积极筹备同盟会中部总会(或称中部同盟会)
，在长江流域中部发动革命。
不久同盟会员谭人凤、居正奉黄兴、宋教仁之命先后到武汉开展革命活动，居正本与黄季刚熟识，到
武汉后颇得黄的帮助。
居正曾去武昌监狱探视胡瑛(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同乡，1907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判监禁十年)
，就是通过黄季刚疏通狱卒陪同前往的[6]。
胡瑛在狱中颇受优待，并且能和外面通信。
“文学社”有什么活动，也经常派人到狱中和胡瑛商量。
　　1911年春黄季刚到河南，为布政使江叔海幕客，并在豫河中学堂任国文教员，黄季刚在讲堂上宣
传革命，因此不到半年就被解职了。
　　1911年七八月间黄季刚从河南回到汉口，詹大悲设宴招待。
酒后黄季刚大骂立宪派，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纯属欺骗。
当下提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翌日黄季刚回蕲春。
此文刊出，震动一时，鼓舞人心，深受革命人士欢迎。
清政府大为惶惧，认为大逆不道，下令将《大江报》封闭，并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
在法庭上詹、何二人不愿暴露黄季刚，都争认时评为自己所作，表现了革命党人的高贵品质。
最后审判庭判处詹、何二人徒刑一年，或缴纳罚金八百元便可抵刑。
那时革命党人都很穷，他们无力筹款，遂入汉口巡检礼智司狱。
　　《大江报》被封，舆论界大哗，特别是新军士兵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当时湖广总督瑞潋、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也了解到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且与《大江报》有联系，深怕士
兵“大乱”。
于是瑞激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士兵中如有思想不轨或形迹可疑者或开除或看管。
且民间素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因此愈近八月防范愈严。
对新军下戒严令，禁止官兵随便出入，宪兵、巡警、便衣密布，并欲调巡防营(旧军)来省城加强防卫
，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极为紧张。
而革命党人自((大江报》被封后失去了喉舌，詹大悲被捕，失去了一个重要领导人，军队戒严令下，
又无法开展活动，也预感到若不发动起义，就有束手待毙的危险，因此也在积极酝酿起义。
10月8日(旧历八月十七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制造炸弹不慎炸伤，革命总机关暴露，清政府下令逮
捕革命党人。
lO月10日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烈士遇害，官府还在继续捕人，在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当天
夜晚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
　　伟大的辛亥革命之在武昌爆发，而且能够取得胜利，这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奋
斗的结果。
革命组织虽几遭破坏，然再接再厉，毫不气馁。
并且宣传工作深入，大力举办报纸刊物，重视革命思想的传播，激励人民反对清朝的统治，推翻君主
专制的意志与决心。
因此，从辛亥革命发展的过程看，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应溯源于《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
药也》，这是一篇讨伐清朝的檄文，此文一出即敲起了清廷的丧钟，而清政府进行垂死挣扎疯狂镇压
，更激起了革命人民起义的决心。
过去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皆认为是詹大悲所撰，但实际上是出自黄季刚的手笔。
这一点应该提出，不能淹没黄季刚对辛亥革命的功绩[7]。
　　武昌起义时，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并发动新军光复汉口，成立了汉口军政分府。
詹大悲为主任，何海鸣、温楚珩、黄季刚、陈冕亚等人也都参加了军政分府的工作。
汉口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十几天，但敌我力量悬殊，先胜后败，10月29日清军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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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革命军仍坚持巷战抵抗。
冯国璋下令纵火，大火三日不熄，繁华市区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极巨。
11月1日汉口陷落，詹大悲主张赴安徽求援，遂与何海鸣、温楚珩、黄季刚、陈冕亚等十几人乘船东下
，到九江后得知安徽形势已发生变化，求援不成。
詹大悲、何海鸣等人赴上海招募军队去了。
黄季刚则主张回蕲春发动孝义会，从鄂东北上牵制清军后方，以解武汉之围。
遂与温楚珩、陈冕亚等人回蕲春。
　　蕲春孝义会重要成员方伯芸、张伯菱、汪翔云、陈楚香等人见到黄季刚都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军，
当下大家议定，先集合会员攻打县城夺取枪械，然后联合各县会党北上，切断清军后路，以解武汉之
围。
第二天黄季刚在边街湾黄家宗祠召开孝义会大会，宣传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号召大家参加革命军
，到会者无不动容踊跃参加。
会后决定分四路集中，以县城为总汇合点。
但是这个计划惊动了当地土豪劣绅，他们聚集了一百多人乘轿到黄家妄图阻挠黄季刚的革命行动，并
胡说什么以免“蹂躏家乡”云云。
结果被黄季刚大骂，狼狈而去。
但是这些仇视革命的土豪劣绅们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当夜即由劣绅头子陈勉吾派人持函到田家镇(位
于蕲春之南，属广济县)请驻防清水师兵前来逮捕黄季刚，清军到达时，孝义会员尚未全部集中，且只
有刀、矛等旧式武器，有的甚至赤手空拳，当下遭到清军镇压，黄季刚等人不得已出走，辗转赴上
海[8]。
　　据武汉大学教授黄耀先先生(黄季刚先生之侄)回忆：“辛亥革命时，先叔父在家乡发动孝义会员
参加革命，当时孝义会前锋约有数百人到达我家旧居笆第街附近时，驻田家镇清水师兵一营赶来镇压
，向徒手群众开枪。
当场打死数人，逮走数十人，馀众溃散。
先叔父刚刚离家出走，即有一群凶恶清军来追捕，将我家包围，楼上楼下到处搜查，甚至箱柜床下都
用刺刀乱戳乱刺。
彼时我年仅九岁，此恐怖情景至今不忘。
”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而告终，反动封建军阀官僚又都摇身一变成为民
国官员，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咸与维新”了。
而革命党人却遭受到排斥打击，甚至有的被杀害。
此外也有人(如胡瑛)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凯去了。
有的人则消沉了，洁身自爱退出政治舞台。
黄季刚见国事日非，不再过问政治，专门研究学问。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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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黄侃，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央大学教授，室名量守庐。
黄侃专长于经学、小学，其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蔚成一家之言，治学上注重恪守师承、博学精习
，在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章黄之学”。
本书收集了记述黄侃论学大旨的文章，及其传记、逸事、著作目录等，便于今人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
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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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作者大多是黄侃的师友和亲炙弟子，便于今人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
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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