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直隶惊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直隶惊雷>>

13位ISBN编号：9787201071404

10位ISBN编号：7201071408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润生，马亮宽 著

页数：2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直隶惊雷>>

前言

　　直隶大地 慷慨悲歌　　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是武昌起义后以新军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为主体，在
近畿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发动的两个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
它们沉重打击了行将土崩瓦解的清王朝，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和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清
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在北方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思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重心主要在南方，史学界自然把南方辛亥革命作为研究
的重点，而对发生在北方的滦州兵谏、滦州起义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又由于当年领导和参与滦州兵谏
、滦州起义的志士们或牺牲或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甚少，有些资料也未能及时
地整理和出版，这就使滦州兵谏、滦州起义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甚至其史实也鲜为人知。
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滦州兵谏、滦州起义才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先后有几篇
研究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的论文发表，陆续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也逐渐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
。
然而，对这两个事件的研究始终还是薄弱的。
为了推动对滦州兵谏、滦州起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弘扬先人先烈为革命英勇
献身的精神，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广泛收集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辛亥滦州兵谏与
滦州起义》一书，于2003年出版，在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之后，我们又先后到南京、台湾等地收集资料，继续从事该专题的研究。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大庆，受天津人民出版社委托，我们以京津、直隶地区辛亥革命为对象，以滦
州兵谏和滦州起义为主题撰写了此书。
经过进一步研究和以新的视觉对京津、直隶地区辛亥革命重新审视，我们对北方地区的辛亥革命有了
新的认识，尤其是对辛亥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的社会环境、兵谏性质及影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此
先行提出，供学术界讨论和批评。
　　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它的发动者——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是日本陆军
士官学校学生。
在日留学期间，他们学习刻苦，成绩超群，同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三人志趣相投，过从密切，有士官三杰之称，且一贯倾向革命，和革命党方面素有联系。
他们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辽东支部成立时，一同被举为该支部的负责人。
　　还在武昌起义前，吴、张、蓝三人便密谋利用率部参加永平秋操的机会，私带子弹，相机起义，
消灭禁卫军，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
因武昌起义爆发，秋操停止，各部队返回原防，其计划未能实现。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张绍曾和第二十镇革命官兵深受鼓舞，此时张奉命率参加秋操部队暂驻滦州
。
滦州靠近京畿，地处京奉铁路线滦河北岸，为联结华北与东北的战略要地。
张令部队“架浮桥于河上，张成据河为阵之势”准备起事，“始拟直取北京”，企图与蓝天蔚联合第
三镇护理统制卢永祥，武力“赞助”湖北革命。
张绍曾将留在奉天的第二十镇部队调至滦州集中，并坚决拒绝清廷一次次催他南下镇压革命的命令。
　　但是，张绍曾并没有武力“直取北京”，而是和蓝天蔚发动兵谏要求立宪，以此响应革命。
为什么发生了这种变化呢？
这中间经过了十多天时间，可以肯定，在此极为关键的时刻，这绝不会是盲目的举动，而应是审慎的
选择。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其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张绍曾准备联合“直取北京”的卢永祥，是
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旧军官，与北洋派关系最深，善审利害，诡计多端，对武力进攻北京持反对意
见，而第三镇又是相当强的一支军事力量。
其二，“素抱革命主义”的蓝天蔚，“诚恐急则生变，事无成功”，主张“因利顺导，以俟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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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意立即反正。
其三，武昌起义后，第二十镇内部出现分歧，刘一清、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革命派要求马上反
正，进攻北京，而握有实权的上层军官潘榘楹、萧广传等多属保皇派，主张听从清命，南下镇压革命
，两派对立，势同水火，张绍曾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直接发动革命。
其四，从整个北方形势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
在北方，特别是直隶，清王朝控制地方的兵力仍相当雄厚，北京并非兵力空虚。
政治思想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淫威之下。
绝大多数人封建主义思想浓厚，偏重保守，革命派一方的力量，远不及清军。
蓝天蔚与部下两个标统聂汝清等“素不相洽”，下层官兵虽有革命党人，亦难有作为。
吴禄贞的第六镇已有一协编入第一军南下，另一协又不完全听他指挥。
张、吴、蓝与地方革命党人虽有联系，但不紧密，而且在北方的革命党人人数也很有限，相比之下，
革命力量要小得多。
　　面对这种局势，张绍曾认为响应武昌起义的方式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兵谏，以造成“非起义
不可的局面”；第二步即发动武装起义。
可以看出，张绍曾发动兵谏的本意并非是要求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而是实行武装革命的一个策
略。
　　这时，武昌起义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独立，其他各省也纷纷
酝酿脱离清王朝的统治。
清廷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没想到肘腋之下的滦州新军又起火了。
清廷对滦州兵谏极为恐惧，但又不便使用过激手段，以招致北方更严重的“祸变”，权衡再三，决定
首先实行安抚的策略，派吴禄贞前往“宣慰”。
　　吴禄贞是“士官三杰”中的激进者，时任第六镇统制，接受清王朝委任后，于10月28日赶赴滦州
与张绍曾进行了密谈。
张提出驻滦、奉新军组合为“立宪军”，以立宪军的名义与第六镇会师北京。
吴对张的这一意见完全赞同。
　　正当吴禄贞与张绍曾等人在滦州“最后议决”进逼北京之时，山西新军起义，推举阎锡山为都督
，宣告独立。
吴禄贞、张绍曾根据山西独立的新形势，重又调整了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从此，滦州兵谏迅速转入
武装起义阶段。
张绍曾和革命党人加快了筹划进军京津的步伐。
　　11月4日，清廷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并令迅速赴任。
清廷这一举动，除了以高官拉拢吴外，就是离间其与阎锡山的关系，达到使之相互残杀的目的。
吴禄贞深知清廷的用心。
他到娘子关会见阎锡山等晋军将领，双方商定成立燕晋联军。
吴禄贞抓紧与张绍曾联络，按原计划立即准备进击北京。
　　11月5日，张绍曾令所部公开打出白底加一道红线的立宪军旗帜，官兵佩戴立宪军标志，抛弃了清
王朝的龙旗，草拟了“立宪军义条”，表示独立，厉兵秣马，准备与吴禄贞等部会师北京。
　　然而，就在此时，形势急转直下，一直高度注视直隶滦州事态的清廷和袁世凯，已经得到间谍密
报，他们抱成一团，凶相毕露，下令免去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并于11月7日凌晨一时将吴禄贞暗杀于
石家庄火车站。
稍后，因蓝天蔚策动奉天独立，属下告密，被迫出走。
至此，滦州兵谏宣告失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滦州兵谏是“士官三杰”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继续，它既是一个革命
策略，又是一次革命实践。
 滦州起义　　滦州起义是滦州兵谏的继续和发展。
兵谏失败后，以第二十镇七十九标营长王金铭、施从云和八十标营长冯玉祥为首的下层革命官兵，在
天津等地方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下，坚决地发动了滦州起义，在北方辛亥革命的历史上描绘出一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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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壮烈的画卷。
　　早在第一混成协时期，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就以组织“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为掩
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在张绍曾等利用永平秋操发动滦州兵谏的过程中，他们是积极的鼓动者和参与者。
吴禄贞被暗杀，张绍曾被削去兵权，滦州兵谏失败。
王金铭等人非常愤慨，立即召集七十余同志会议，决定恭请张绍曾拒绝受命离任，率领第二十镇革命
官兵即刻起义，对此张绍曾非常感动，但他不同意马上起义进行冒险。
同时，王金铭等致电清廷，要求收回成命，清廷当然不允所请。
张绍曾处境已很危险，吴禄贞前车可鉴，于是，张离滦赴津避难，行前，看同志起义之心已决，张绍
曾勉励全体同志“仍本前旨，继图大举”。
　　潘榘楹就任第二十镇统制后，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加紧破坏革命，将第二十镇各部分调往新民、
锦州、海阳镇、秦皇岛等地，分散驻扎，滦州只留驻七十九标，革命力量受到削弱，给第二十镇革命
官兵举义造成了很大困难。
潘榘楹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激化了同革命官兵的矛盾，从而加快了王金铭
等发动起义的步伐。
11月上旬，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八省市又宣
布独立。
王金铭、施从云等认为，发动起义响应南方革命已经刻不容缓，遂召集七十九标革命官兵进行动员说
：“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去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
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字
典无难字，我亦云然，同志相处，匪依朝夕，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
”这番意志坚定、情理并茂的讲话，深深打动了七十九标革命官兵，“闻者感泣，全体肃然”。
张之江、鹿钟麟、石敬亭等提议，推举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为革命领导人，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
　　天津是革命党人云集之地。
不少同盟会员和革命团体把策动滦州新军起义作为发动北方革命的重点。
兵谏期间革命党人王葆真即曾赴滦州鼓动张绍曾发动武装革命，并为滦军筹饷和进攻北京尽力奔走，
与郭凤山、孙谏声接洽后，11月下旬，再次到滦州运动下层官兵起义。
因潘榘楹等对革命党缉拿极严，同行者何任之被捕，王无果而返，这反映了天津革命党人对发动滦州
起义的极大关注。
　　湖北军政府对北方革命十分重视，应京津、直隶革命党人之请，派全权代表胡鄂公等人到京津、
直隶地区进行指导。
胡联络京津等地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先后在天津成立了京津保滦通石指挥处及北方革命协会，协调
和组织京津、直隶等地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对滦州革命官兵与京津、通州、任丘等地革命力量互
通声气起了积极作用。
　　12月30日，王金铭、施从云召集周文海、石敬亭、鹿钟麟、李滋懋、白雅雨、凌钺、孙谏声等，
在师范学堂营部举行会议，决定于12月31日起义。
“是日，军队及滦州机关人员左臂均缠白布，城内外商民门首尽悬白旗”，以示反正，滦州人民一片
欢腾。
王金铭、施从云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言“全体官长兵士，主张共和”。
这个电报充分表达了滦州起义军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
　　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原定于1月2日成立军政府，正式宣告独立，因岳兆麟、王怀庆事拖延
一天。
1月3日，北方革命军政府隆重成立，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
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凌钺为外交部长兼敢死队长，朱佑葆为民政部长，还推
举了其他军政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改州衙为军政府所在地，废除宣统年号，以黄帝纪兀。
　　王金铭、施从云等于1月4日召开大会，誓师直取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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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正当起义军出发之际，阳奉阴违的第三营管带张建功率部叛变。
叛军据城顽抗，一时难以攻下。
王金铭、施从云恐耽误时机，决定放弃滦州，当晚率一、二营官兵七百余人，登车西进。
临行，王金铭激励官兵说：“吾已决定登车西进，与反革命决一死战，无论胜败，均于革命有利，胜
固可喜，败亦足寒清廷之胆，纵牺牲亦不过吾辈数百人同死尔，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民族国家
而死，虽死犹生，有革命意志，愿与吾同死者，请即登车！
”闻者悲壮感奋，纷纷登车西进。
　　当起义军所乘火车开至雷庄时，火车突然脱轨。
王金铭、施从云立即意识到敌军在此必有重兵埋伏，遂令全军下车，准备战斗。
在此伏击的清军陈文远部，立即枪炮齐鸣，向起义军猛烈攻击。
黑夜中，王金铭、施从云指挥起义军奋勇还击，与敌军展开激战。
双方激战数小时，清军吹号停战，邀请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到清营谈判，不意中了王怀庆奸计，王金
铭等人被捕，英勇就义，白雅雨等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也惨遭杀害，滦州起义失败。
　　滦州起义和滦州兵谏一样，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及革命者自身的弱点和失误最终失败了。
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革命先烈，以其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
然决然地发动起义。
他们勇于献身的崇高品格和炽热的革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读之使人灵魂净化升华，从而激励我们
为祖国的富强和文明而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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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合称滦州革命，是清末新军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为响应武昌起义在京畿滦
州发动的两个有重大影响又密切联系的革命事件。
滦州革命沉重打击了正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清王朝，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和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国民政府表彰令曾评价说：“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滦州革命对于清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
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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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对京津地区，东北三省尤其是奉天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广大士绅直接感受到严重的
民族危机，要求立宪救国的愿望更加激烈。
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其基本特点是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要求立宪与救亡紧密结合。
东北人民既饱受列强压榨掠夺之苦，又目睹列强的侵略野心，心怀亡国之忧。
因此他们更激切地希望改革国家政治，实行立宪，振兴国家，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各界爱国人士都积极投身于国会请愿运动。
　　1909年11月，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咨议局成立，奉天议员53人，议长为吴景濂，副议长为耿
百斛、袁金凯；吉林省议员30人，议长为庆康，副议长为庆山、赵学臣；黑龙江省议员30人，议长为
王鸣鹤，副议长为战殿臣、李品堂。
相对于内地，东三省立宪派虽然形成较晚，但是由于立宪救国的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在推动立宪、参
与新政、培育人才等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早在1908年7月，东北立宪派响应内地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的号召，为制造迅速召开国会、进行立
宪的舆论，在《盛京时报》发表《东三省人民宜联合上书请愿速开国会公启》，强调指出：“列强引
矢的吾中国，其亡之机，近在眉睫，而大势之所趋，乃谋改造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立宪必开国会。
”在以后的全国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东三省的立宪派都曾积极参与，其代表人物有吴景濂、刘兴甲
等人。
　　奉天立宪派人士在积极参与全国请愿运动失败后，不仅没有停止要求立宪的活动，反而愈挫愈勇
，他们对清廷“勿得再行渎请”的上谕表示极大愤慨，在《盛京时报》发表“社说”，要人们以极端
的手段进行反抗。
“社说”指出：“外患之逼迫则如彼，而上下情意之不相符则又如此，诚不知税驾之何所矣！
”“彼以其凭借之崇隆而厄我，我亦不妨以极单纯之暗杀手段对付之，非为乱也，有逼之者也。
”　　立宪派认为立宪是救亡、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们对清廷拒绝立即召开国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在
三次全国性请愿召开国会的运动失败以后，奉天咨议局立即邀集商农绅学自治各界开会集议国会期限
办法。
到会者数千人共同决定：议会各界公举代表，“赴京联合各省，为第四次之请愿”。
　　11月13日，学生代表30余人到咨议局讨论赴京请愿日期，在讨论有关事项时，许多学生情绪激动
，辽阳学生金毓黻，抽刀断指，血书“至诚感人”；承德学生李法权，持刀割股，血书“请速开国会
”，表现了广大学生急切希望迅速召开国会、挽救民族危亡的心情。
经商定，奉天各界人士推吴景濂为首先到东三省总督衙门请愿。
　　吴景濂（1873—1944），字莲伯，号述磨，奉天海城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1907年出任奉天师范学堂监督，后被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
他积极参与奉天的立宪运动，是奉天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
议长。
　　12月17日，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在吴景濂等人的率领下，从咨议局出发，高举“奉天全体人民请
愿即开国会”的旗帜，吴景濂手捧请愿书走在队伍前面。
请愿书陈述了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为挽救东北的危亡，请愿书深刻地指出：
东北形势危急“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
对东北地区存亡危机的忧虑跃然纸上，请愿书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上面签名者达
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咨议局、教育、商务等各方面人士。
　　当吴景濂集聚各界人士准备赴总督衙门请愿时，《商务时报》编辑张进台，当场咬破左手食指，
用鲜血书写了“请开国会”的请愿大旗，极大地提高了各界请愿人士的激情。
　　吴景濂率领各界代表到达总督衙门，得到总督锡良的接见，但锡良拒绝将请愿书代奏。
吴景濂闻言大哭，许多代表跪地痛哭不起，吴景濂对锡良说：“与其将来死于他人之手，请即饬陆军
将我们两万人打死倒痛快！
”在场人皆痛哭失声，锡良没有办法，不得不表示“三日内准代奏，绝不咨送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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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锡良即将请愿书上奏清廷，并在代奏折中陈述了奉天各界人士请愿的情形及原因。
　　请愿书和代奏折没有被清廷接受，锡良反而因此遭到朝廷的申斥。
奉天的各界请愿人士闻知后非常愤怒。
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直接上书朝廷。
同时各界团体组成“请愿国会同志会”，派人到各地，周边各省宣传国会请愿活动，其中部分人到天
津联系，取得天津学生及各界立宪派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共同推举代表到北京请愿，形成历史上著名
的第四次请愿高潮。
　　12月11日，董之威、刘焕文等赴京请愿代表，肩负着奉天等地立宪派国会请愿群众的重托，乘车
赴京。
12月21日他们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然后又分别拜谒了奕勖、那桐等权贵，要求拜见载沣，面呈上
监国书。
清廷不顾代表们的一再吁请，断然拒绝。
24日，发布上谕称：　　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
再议更张。
⋯⋯今又有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
员将此项人辈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
不准在京逗留。
　　当晚善耆带着军警至代表寓所，命令代表立即出京，代表不肯。
第二天，军警强将董之威等人架于车上，押回奉天。
至此，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国会请愿运动惨遭失败。
　　京津奉地区的立宪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改革，是全国立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宪运动兴起于1909年，其目的就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
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
针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9年全国16个省的代表共51人齐聚上海，经多次磋商决定组成由33人组成
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方还、罗
杰、刘兴甲、刘崇佑四人为干事，赴京请愿。
经过连续三次请愿后，清廷当局终于同意提前三年召开国会，请愿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次请愿运动，京津奉地区均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清廷当局同意提前召开国会、立宪派发生分化的时
刻，京津奉地区立宪派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不为所动，毅然发动第四次请愿运动，更是将其推向高潮
，意义重大。
　　其次。
这次立宪运动又是一场比较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京津地区地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奉天是当时社会
矛盾、民族矛盾最为激烈、复杂的地区，因此对立宪救国要求相对比较强烈，发动的层面较为宽广，
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丰富和提高了各层民众尤其是士绅和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国家民族意
识，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在国会请愿运动前后，先进的国人利用报刊、图书等方式开展启蒙动员工作，宣传立宪及救国、
强国学说，通过多种形式的启蒙宣传，立宪救国思想逐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如天津“一般劳力家”
亲到请愿同志会签名的“日必数十起”；广立顺洋货庄年仅18岁的店员王金魁在致请愿同志会要求签
名的信中写道：“现观我国政府之腐败，专制之酷烈，官场之舞弊，交涉之棘手，无一非速亡之现象
。
惟诸公组织请愿国会，诚为救亡要图。
”天津义昌新洋广货店店员黄辑五等人的信写道：“不才等愤民权之不伸，惧国运之危厄，是以连袂
而起，愿附诸大君子之末，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
”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士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立宪派的思想启蒙宣传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再次，北方激烈的立宪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北方立宪运动激烈而持久，清政府对立宪活动的敷衍和镇压，使广大立宪派人士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
和不可救药，许多激进人士对用立宪改革政治失望，逐步转向了革命，而革命派人士也从中得到启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直隶惊雷>>

，更加坚定了革命救国的思想意识，立宪运动的失败促进了革命救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说，北方立宪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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