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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1912》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描绘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共和与独裁之争；海上都市的英
雄与枭雄之战；命运变幻的悲壮与惨烈之景；悲欣交集的战场与情场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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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月的上海，正值大寒时节，街头的行道树早已落光了叶子，空留下长短参差的枝桠，在凛冽的寒风
中显示其铮铮风骨。
街角有一个老农妇正挑着一担腊梅、天竺在叫卖。
那金黄的腊梅不时散发出一缕缕淡雅的清香，并和猩红的天竺一起为民国元年的上海街景增添了一种
喜庆的气氛。
由于光复，很多人已剪掉了脑后长长的辫子，走起路来也显得脚步轻健而精神，整个城市也仿佛一下
子年轻而振奋了起来。
    在小东门内海防厅的上海都督府会议室内，气氛显得相当欢快。
前两天才从南京参加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回沪的申正仁、楼云阳、赵复兴、金君甲等
人正在向顾伯棠、孔方乾、关虎生等人介绍着总统就职的盛况。
他们为能亲自见证这千古难逢的历史时刻而感到自豪。
楼云阳颇有模仿才能，他正一手撑腰，一手在胸前挥舞着学孙大总统的誓词，那并不十分正统的广东
官话，引得众人大笑。
一位年轻人手持竹壳热水瓶，正为大家倒着茶水，当他来到申正仁面前倒水时，申打开一只考究的欧
米茄怀表，看了一下时针已指向下午二时，便说：“果夫，请你进去叫一下陈都督吧，时间到了，人
也到齐了。
”年轻人点了一下头，他就是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如今正是陈都督的助理。
    在里间的都督办公室内，陈其美正对着那一叠叠催款单、缴费单，特别是催军饷单而绞尽脑汁。
尽管他已命申正仁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华银行的呈文递交给了南京总统府，急筹官股600万两，但这需要
一个过程，既要开股东大会，又要商定改制章程等，不是一两天就能筹到款的。
而眼前这些费用，都是急需现钱立马解决的，尤其是革命军的军饷，在光复起义前就许愿光复后一定
发放，想不到光复后钱更加紧缺了，身为都督的他深知欠军饷是会引起动乱的。
而今上海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百业待振，千万不能再添乱。
    陈果夫此时走了进来，“叔，开会时间到了，大家正等着你。
”唯有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陈果夫才直接叫“叔”，平时都叫“陈都督”。
这也是陈其美的意思，显示在革命军中不能私人亲属关系化。
“嗯。
”陈其美站起身，把军装上衣的领口系上后，即走进了会议室。
    在都督位上落座后，陈其美含笑挥手和各位打着招呼。
时年35岁的这位上海都督府首领，中等身材而举止潇洒，五官端正而面容清秀，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
的金丝边眼镜。
要不是一身戎装，还是更像一位教书先生。
他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那是一个山明水秀而相当富庶的鱼米之乡，南依林木葱郁的天目山、莫干
山，北临包孕吴越的太湖，物产丰饶，交通便利，因而商贾之风盛行。
陈其美早年亦在杭州一当铺做学徒，后任上海丝业货栈的会计，于1904年26岁时弃商赴日留学，投身
于反清运动。
1906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两年后受命回国，担负起沪浙京津革命党人的联络组织工作。
1909年在上海接办天宝栈为南方重要的革命机关，显示了相当的组织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
他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
”为人豪爽耿直，敢作敢为。
同时创办了《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鼓吹革命，唤起民众。
他于1903年就在上海参加青帮，为“大”字辈级高辈分人物。
此时，他秉承孙中山注重团结、借用帮会力量的指示，在青帮中大力发展反清势力，使之成为起义光
复的重要力量，被革命党同志誉为“四捷书生”，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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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他成为具体负责的庶务部长。
武昌起义后，他积极奔走，多方联络策动，出生人死，身先士卒，直接参与并领导了上海光复起义。
    陈其美咳嗽了两声，算是发言前的准备，同时起到了静场的效果：“各位同志，孙总统南京宣誓就
职，乃国之盛事、民之幸事。
但共和初始，民国初创，诸事杂多，倍感艰难。
就以目前沪军都督府的维持经费来讲，就尚未落实。
上海的光复起义，多蒙各位绅商慷慨解囊，捐助了200万两白银，我特别在此要感谢申兄，他一人就捐
助了五十万两。
”说到此，陈其美向坐在右边的申正仁拱手作揖，申也拱手回礼，“为光复作些贡献，理所当然”。
    陈其美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现在这些白银已所剩无几，接下来需要抚恤起义中伤残死亡的
弟兄，维持地方治安，特别是革命军的军饷已是数次催发，如再拖延，会引出乱子。
尽管孙总统已命我着手将大清银行改制为上海中华银行，但这需要至少两个月的周期。
我估算了一下，当下急需300万两白银。
”台下发出了轻轻的“嘘”气声和叹气声。
陈其美苦笑了一下：“大家也别嘘气叹气，我都督府可是个空篮子，还得请在座的各位继续想想办法
给予资助！
”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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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个并不遥远而又被历史记忆忽略和意识形态误读的年代——上海·1912。
    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
而元月元日(农历辛-亥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来讲，意味着进入了改天换地的历
史新纪元。
随着清王朝龙旗的飘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
在历史更替、社会转型的革命中，被称为“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曾上演了一幕幕惊心
动魄而又威武雄壮、轰轰烈烈而又影响深远的活剧：    1911年12月25日上午9时45分，辛亥革命领袖孙
中山乘的“地湾夏”号轮到达上海。
上海都督府的陈其美都督在租界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式，军乐队奏《向往共和》，
伴着21声礼炮，这位在海外漂泊了15年的“光复第一斗士”孙中山踏上了国土，其首选之地即是上海
。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队聚集在北火车站，欢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赴南
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就在这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向孙中山祝贺。
孙中山却以焦急的语气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
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寅藏无奈地说：“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是上海的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合1元4角大洋)，从而
使孙中山能在临时总统就职典礼上庄重地宣读誓词。
也正是这笔资助，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民国政府，让其渡过了最初的危机。
对于此事，在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辛亥革命研究专著或相关史料记载中都未曾提及。
而《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
1913年3月1日，第650页。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82—85页中都对此作了记载。
为此，在由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中指出：“据估计，上海商人资
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
法化。
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727—728页)    1912年1月上旬，南北和谈依然在上海的“惜阴
堂”中秘密进行，代表革命党孙中山的伍廷芳向代表北洋系袁世凯的唐绍仪摊牌，袁世凯必须放弃君
主立宪，并让清帝退位，才可能让孙中山践约退让总统之位。
1月16日，孙中山让伍廷芳再次明确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
。
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从1911年12月8日即在上海开始的南北议和，至此终于拍板敲定。
两个不同阵营的领袖终于达成了政治盟约，英雄与枭雄的博弈较量最终以不流血的一退一让解决。
客观地讲，让袁氏当国，实在是出于社会现实的无奈、双方军力的悬殊和各国列强的向背等。
如孙中山不审时度势地做出这种退让，那么辛亥革命后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内战
，新生的共和政权很有可能会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之中。
唯其如此，正是在上海所进行的南北和谈，不仅维系了新生的民国政权，而且更是奠定和确立了共和
政体，使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而上海正是为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性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平台。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4月3日即乘专车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下榻在
上海虹口余杭路老朋友宋耀如的家。
孙先生一生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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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5年的人间四月天，年仅19岁的孙中山第一次来上海。
1894年的春天，他又怀揣着那封激情洋溢的《上李傅相(鸿章)书》来到上海，尔后北上天津欲面呈李
鸿章，但却遭冷遇后返回上海，经初识的宋耀如推荐，此《上李傅相书》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发
表，始让国人知道了这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的名字。
其后在1895年、1900年、1906年、1907年、1910年等，多次来到或途经上海。
特别是自1912年4月后至1925年辞世的14年中，其中有9年孙中山是在上海度过的。
上海，不仅为孙中山提供了倾心相爱的伴侣、志同道合的战友、发表光复言论的平台、资助革命的大
量经费及良好的寓所，而且成为他联络海内外志士的根据地和筹建国民党的大本营。
这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开创共和的元勋，是把上海当作他的第二故乡。
    ⋯⋯    ——截选自《后记：我的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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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王琪森编著的《上海1912》以28万字的篇幅，严谨而细腻地再现了上海在狂飙突进、改朝换代岁月
中的沧桑往事，从波澜壮阔的共和与独裁之争到海上都市的英雄与枭雄之战，正义邪恶、爱恨情仇，
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全书重在人物的塑造，如孙中山的领袖气魄、陈其美的侠骨柔肠、袁世凯的老谋深算、赵复兴的藏而
不露等，都颇为生动传神。
作家多侧面地描写了海上人文风情及市井民俗，海派书画、京剧、收藏、美食、建筑、娱乐、园林等
，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海派社会形态和都市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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