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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辞旧迎新，送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庆的2011年，又迎来了充满新的期待和
希望的2012年。
这新的一年适逢中国旧历龙年，人们呼唤龙马精神，期盼国家各项事业龙腾虎跃，欣欣向荣。
我们将迎来承前启后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有许多重大活动陆续开展，许多重要历
史事件和人物值得缅怀和纪念，其中包括宋教仁诞辰130周年。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是与孙中山、黄兴等并肩战斗的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和政
治活动家，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开拓者。
在他短暂的31年间，国家多难，先后发生了4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1883～1885年中法战争、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1904～1905年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帝国主
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真是“国将不国”，民族危机严重万分！
而清政府腐败无能，逐步沦为“洋人的朝廷”，“替洋人，作一个，守土官长”(陈天华语)，对内则
顽固守旧，残酷镇压一切变法维新和民众反抗运动，人民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率先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振兴中华”
，黄兴等一大批爱国革命志士随之继起，一个以同盟会为领导，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宗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终于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
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胜利，并且为民族复兴，为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教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爱国、革命的道路的，并且以自己独特的才能作出了多方面的突
出贡献。
    宋教仁于1903年开始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至1913年被独裁者袁世凯罪恶的子弹暗杀，其间仅仅
走了10年。
这是短暂的10年，又是极不平凡的10年，是宋教仁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在民初共和建设中，做出了多
方面突出贡献的10年。
在这10年，宋教仁从年龄说，还只是一位从20岁出头到30岁出头的小青年，但是他却以其出众的才华
、超强的活动能力、开放包容的品格、务实笃行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迅速在众多爱国、革命者
中脱颖而出，一步一个脚印地成就了大业。
他21岁与黄兴共创中国大陆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孙中山首创的兴中会成立于美国檀香山)，担任副
会长：23岁在日本创办第一份跨省跨国的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又协助孙中山、黄兴创建革
命政党同盟会，被选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检事长，其所办杂志则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继续出版发行；25岁一度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随后赴祖国东北，创建同盟会辽东
支部，并实地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我国延吉地区大片领土(所谓“间岛”)的阴谋；26岁奋笔写
成《间岛问题》一书，使清政府得以在中日“间岛”交涉中取得胜利，保全了这一片领土；28岁提出
著名的“革命三策”，确立长江流域革命方略，并着手整顿因边地起义屡遭失败而日趋涣散的同盟会
；29岁担任《民立报》主笔，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武昌首义、各省响应计划，武昌首义胜利后
又与黄兴一道奔赴武昌，为新生革命政权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复东归促成南京光复
，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30岁历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北京政府农林总长，解职
后专力于党务和民主政宪活动，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任
大力倡导政党责任内阁制，推动国会选举运动：31岁离京南下鄂、湘、苏、浙、沪、宁等地，接连发
表演说，宣传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抨击袁世凯政府为“不良政府”，倡行由正式国会制定国家根
本大法——宪法，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专制独裁，受到袁世凯的忌恨，竟然被其以阴谋、血腥手段暗
杀！
孙中山致诔词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    宋教仁的一生是光辉的，他的光辉业绩、思想和“为宪法流血”的精神永载近代史册。
他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是桃源、常德和湖南的骄傲，但是他不仅仅属于桃源和常德，也不仅仅
属于湖南，他属于全中国。
他的事迹和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Ⅱ向，他为之流血牺牲的民主共和与民主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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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业至今为我们所继承和发展。
    但是宋教仁逝世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对宋教仁的研究和宣传较长时期处于薄弱状态，成果不多
。
改革开放后，这种形势有所改观，宋教仁研究和宣传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查考，改革开放以来32年间(1979—2011)，先后整理出版了宋教仁的文集3种，编辑出版了有关宋教
仁生平和宋教仁被刺案的资料集3册，又陆续出版了研究宋教仁生平和思想的专著6部，各报刊发表研
究宋教仁的论文也达170余篇，成果喜人。
但过细分析，在宋教仁研究和宣传中，也明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主要是这些成果大都停留在
资料积累和纯学术研究方面，服务对象基本是文化较高的教学、科研人员，面向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
农村干部群众)和中小学生的通俗读物尚属空白；而关于宋教仁的思想源流，特别是其早期爱国、革命
思想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无论就资料积累和研究深度来说，都还显得单薄。
人们期待这种状况迅速改变，期待宋教仁研究与宣传不断有新的突破。
    我们得感谢宋教仁常德研究会及其所属桃源分会，他们自去年成立后，立足地方优势，做了大量工
作：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创办《宋教仁研究》刊物，成功举办首届两岸宋教仁学术高层论坛，组织撰
著《宋教仁评传》，同时也注意到组织编写关于宋教仁的通俗读物。
今年春节刚过，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桃源分会的同志来长沙找到我，说他们编写了一本《宋教仁》通俗
读物书稿，；隹备交付出版，托我看看，提点修改意见，并写篇《序》。
我听后十分高兴，因为这非常切合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的时宜，也符合进一步研究和宣传宋教仁，
特别是向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村干部群众)和中小学生宣传宋教仁的需要。
而对于阅稿和写《序》，我初时有些犹豫，因我年迈体衰，且手头还有些杂务；但鉴于宋教仁的重要
历史地位，又考虑宋教仁研究和宣传的迫切需要，还是爽快地应允了。
于是我便成了这部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
    由于时间紧迫，我近乎浏览地读完了书稿，觉得是一本好的关于宋教仁的通俗读物。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优点：第一，体例新颖、适用。
全书不按生平思想一次叙述的方法，而是采用故事体裁，分8大篇、80个子题介绍宋教仁，末附《宋教
仁传略》和《后记》。
8大篇题目依次为：勤学、励志、爱国、革命、智谋、美德、廉政、重教。
各大篇子题数量不等，80个子题就是80个故事。
读者可依时间许可，或系统阅读，或各取所需，自由选读。
第二、内容全面、准确。
全书尽管不系统叙述，但宋教仁生平、思想的方方面面大体包容到了：虽为故事体裁，叙述仍不失真
实、准确。
第三、思想观点正确、稳妥。
有利于向广大群众和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传统美德教育、励志勤学教育。
第四、资料丰富、可取。
所写故事，有采民间传说者，有据地方文献者，有依宋教仁著述和传记资料改编者，都言之有据、合
乎情理：特别是民间传说和地方文献所载，涉及宋教仁的家世家庭、师友关系、地理环境、乡邦习俗
，对专业学术研究者，亦不无参考价值(顺带指出，桃源、常德在这方面还可继续做些工作)。
第五，文笔通俗、易懂。
全书文字流畅，不少故事写得形象生动，有可读性、趣味性。
总之，此书的出版，不仅可以填补宋教仁研究与宣传中缺乏通俗读物的空白，也将为广大群众和中小
学生提供一份有益的业余课后精神食粮。
    在《宋教仁》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谨写了如上一些感言，并以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
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2年2月23日    于长沙德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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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教仁》系统地阐述了宋教仁的生平事 迹，以翔实的资料，生动活泼的语言，解密了许多有关
宋教仁重大事件内 幕，对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史实进行了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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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勤学 1.骑马上学堂 2.背书用奇法 3.练字悟高论 4.晒书求真知 5.译著取方略 6.赊欠购群书 7.四访郗安仁
8.勤学补差缺 9.精研疗心疾 10.博学探国策 2励志 11.早慧对春联 12.文武得兼修 13.书斋明远志 14.求全责
己苛 15.定志终不移 16.纵论志与学 17.笔名寓其志 3爱国 18.展玩折骨扇 19.赋诗泄悲愤 20.痛斥李鸿章 21.
挺身护尊严 22.奇言警侨胞 23.呼民救国难 24.弃怨护国格 25.诗寄家国情 26.著书保国土 27.妙文揭沙俄
28.严正斥倭寇 29.成立筹蒙会 4革命 30.抗纳人头捐 31.回门斥乡绅 32.襄建华兴会 33.变产筹军饷 34.创刊
播火种 35.留日反“取缔” 36.大举订方略 37.主盟刘复基 38.革命出“三策” 39.渔父论时政 40.诗吊黄花
岗 41.义动廖氏女 42.首义谋良策 43.鄂州制首法 44.戮力南京城 45.怒斥诸盗兵 46.问罪袁世凯 47.创建国
民党 48.立宪反独裁 49.热血祭共和 5智谋 50.悄惩恶土豪 51.捉弄汪姨太 52.漳江布大略 53.巧计胜日警 54.
化敌为良友 55.机智斗巡警 56.托鬼讥腐儒 57.慷慨答政客 6美德 58.铺路便邻里 59.取德不取色 60.孝道慰
慈母 61.修德效先贤 62.强国先强德 63.克己严省察 64.宽宏待他人 65.慷慨助友人 66.善心纳百川 67.诚信
不使诈 68.坚拒美人计 7廉政 69.启事绝干谒 70.廉政传美名 71.志高不恋权 72.原票奉璧还 8重教 73.上书
致巡抚 74.协办东文所 75.始创补习所 76.指导办乡小 77.义务授汉语 78.倡办县一中 79.倾情创江大 80.折
中定桃师 附：宋教仁传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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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6 著书保国土 1906年5月5日，宋教仁在《商业界》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鸭绿江之
独立国》的报道，文章说在中韩交界的鸭绿江、土门江、松花江发源处，形成了一个名叫“间岛”的
独立国，首领为韩登举。
有着政治敏感头脑的宋教仁，当时就对日本人称“间岛为独立国”的目的产生了极大怀疑，以后阅读
报刊时，发现有关“间岛”的文章就认真地进行思考和分析。
他在东京脑病院住院期间，又从报刊上发现了“间岛”与“马贼”之说，便有了新的想法，产生了把
“间岛”作为发展革命势力根据地的念头，打算病愈之后亲临东北考查。
 次年4月，宋教仁潜赴东北进行革命组织活动。
他得知所谓“马贼”，实际上很大部分都是穷苦人民群众，由于他们不满清廷的统治，奋起反抗而进
行武装割据。
宋教仁很快与他们的首领取得联系，并应“马贼”首领之约前去，宣传革命宗旨，提出共举义旗，开
展反清革命的主张。
 宋教仁在和韩登举的交谈中，获悉日本人正蓄意制造“间岛”纠纷，图谋侵占我国领土的消息，他立
刻明白了日本人起初称“间岛”为“独立国”的极大阴谋，便详细询问了“间岛”的情况。
 所谓“间岛”，本是我国吉林省延边地带图们江中光霁峪前的一块滩地，面积2000余亩，自古以来就
属中国领土。
清朝光绪初年，韩国灾荒，有韩民越界开垦种植，向中国缴纳租税。
日本侵占朝鲜以后，打着“保护韩民”的幌子，企图扩大侵略，进而把我国延边地区的延吉、汪清、
和龙、珲春4县范围的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说成“间岛”，并派出间谍组织“长白山会”等，制
造“间岛”为朝鲜领土的假证据。
日本企图侵占之后，作为其“称霸东亚”的桥头堡和大本营。
 面对国家领土主权丧失的危险，宋教仁暂时放下了革命联络工作，利用自己懂得日语的长处，装扮成
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
在“清探密布”、“日谍警惕”的险恶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侦获到H本人所制造的大量伪证。
并对当地的人口、地形气候、政治军事、交通产业、人种语言、宗教民俗和人文地理进行详尽考查。
 此后不久，清政府发现宋教仁到了东北，派出密探四处搜捕，他在吴禄贞等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辗转
返回日本。
 宋教仁到达东京之后，便到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特别注意收集H韩古籍中关于中朝边界的记载，从
不同角度研究“间岛”问题，次年著述成《间岛问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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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教仁》由钟发喜主编，是由桃源县委、县政府和宋教仁常德研究会规划，为纪念宋教仁诞生130周
年而编写的一本全面、真实反映宋教仁生平事迹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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