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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山西辛亥革命是响应武昌起义发动的。
1911年10月29日，早已掌握山西新军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实行“南响北应”策略，发动太原起义，击
毙巡抚陆锺琦，推翻了清政府在山西两个半世纪的专制统治。
山西是武昌起义后黄河以北唯一光复的省份。
作为清王朝的腋肘之地和拱卫京师的门户，山西爆发起义，并控制南北交通要冲石家庄，切断清政府
和南方清军的联系，客观上起到了牵制清王朝反动势力，支援武昌革命军的作用。
正如孙中山1912年在太原演讲时所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竞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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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以赌博为掩护，结识了丰镇许多“好汉”。
他在丰镇城内忻州巷李毯子院内开设了一家“书子房”（民间送信组织），由忻州人杨金牛主持，实
际上成为同盟会员的工作机关和联络站。
弓富魁除了和“独立队”的好汉们有来往外，也做上层人士的工作。
丰镇绅士李苑林，曾任江苏嘉定县知县，愤世嫉俗，在弓的启发下，暗中策动反清活动（他是山西省
咨议局议员，辛亥起义后，被派赴晋北招抚，在雁门关被守军枪杀）。
接着来的是大同的同盟会员王虎臣和李德懋。
经过弓富魁的介绍，王虎臣结识了“小状元”张占魁以及“独立队”的其他头目，在半年多的交往中
，他使这些人认识了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解除人民痛苦的道理。
王虎臣曾任陆军清河中学堂地理教员，熟谙军事，有胆有识，“独立队”各头目把他奉为军师。
王还通过丰镇警务长杨在田（名献贵，忻州人）的介绍，与丰镇厅同知章同会晤，动员章同参加革命
。
章以“祖孙三辈，世受皇恩，碍难从命”谢绝。
王见章不为所动，恐章泄露机密，于是决定时机成熟时先除章同。
　　另一个在丰镇进行革命工作的是李德懋。
由于他精于拳术，被警务长朱尧（山西猗氏县人）聘为武术教师。
他向朱宣传革命思想，朱深为感动。
经朱介绍，他又认识了厅署书启师爷郭福昌和亲兵队长田子功。
他们后来都成为革命同志。
朱尧思想转变后，剪掉辫子，引起章同怀疑，被撤职。
朱被撤职后，由杨在田继任，后又调亲信杜维林代之。
朱尧后来向章同认错，又被委为弓沟区官。
人事更迭，引起李德懋的警惕，他不敢在城内居住，乃转移隆盛庄区官邓绍禹家中。
邓是个革命者，他与弓富魁经常互通声气，对革命的策划和联络起了很大作用。
他还介绍李德懋与驻丰镇的三旗马队管带汪荣九结为朋友，汪在李的启发下，亦赞同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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