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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甲午战争的结局置换了日本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
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款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自此积贫累弱一蹶不振。

列强的欺侮激起了光绪帝和众多文武官员变革图强的决心。
而力图向民主政治即君主立宪方向前进的上层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
力反对下，历时仅百余日便告破产。

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爱国仇外的心理和感情，忠君爱国与愚昧迷信结合的民众反抗
组织·“义和团”，为慈禧太后和清廷所利用和控制，最终成为清廷对列强妥协的牺牲品。

”八国联军”踏破大清都城，皇库如洗，国宝尽失，繁荣街市尽成劫灰。
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他们在“东方野蛮人”面前展示了另一种“人权”观。

本套书还有：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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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
著有哲学、史学、文学著作多部，代表作有《毛泽东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盛》、《如何建设我们的文
化》、《毛泽东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
《英雄观的变迁》、《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一种文本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
现状与前景》、《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及其经验》、《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
三种喻义》、《毛泽东诗赋人生》等，译著《毛泽东传》(美国作家特里尔)。
曾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和当代社会上层建筑》，主持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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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二十二 慈禧回銮
　○ 两宫回銮日期一延再延。
静鞭三响，圣驾出宫门，千官万乘齐恭送。
两宫游洛阳，似不减羽猎长扬之盛
　○ 汜水闻李鸿章死讯，慈禧太后大哭不止
　○ 开封府慈禧太后庆万寿。
发谕撤去大阿哥名号，班赏有功之臣
　○ 宫殿依然，人民如旧
　○ 袁世凯筹款练兵
二十三《大同书》与《新民丛报》
　○ 孙中山横滨摆宴接风，章炳麟痛饮七十杯无醉意
　○ 康有为大庇阁内考《春秋》
　○ 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意在一力反专制，养新民
　○ 康有为大吉岭上著大同
　○ “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
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
　○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二十四《苏报》案
　○ 中国亡国纪念会上，章炳麟醉倒在酒楼。
黄轸与孙中山失之交臂
　○ 吴敬恒沉濠。
蔡元培为办爱国学社忍受丧子之痛
　○ 新年留学生团拜会上，刘成禺公然言扑满
　○ 章炳麟留分头，赤足登履，腰间勒着一根草绳。
一年四季，手里总爱执一柄团扇
　○ 序邹容《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 《苏报》被封查，章炳麟投案
　○ 第二次开审时，审判官孙士鏻宣布中国政府到案。
章炳麟谓“载湉小丑”四字未触犯清帝。
驻上海各国领事不同意引渡章、邹
二十五 入主洪门
　○ 孙中山檀岛入洪门
　○ 受托聘刘成禺任《大同日报》主笔后，孙中山又与黄三德联络建总堂。
荷马里热心中国事
　○ 孙中山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王德威尔得却不接纳他入第二国际
　○ 王发科等四人割箧偷盟书告密，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斥他们不忠不义
　○ 华兴会
　○ 举事不成，黄兴化装出走上海
二十六 孙黄结盟
　○ 一人独办《安徽俗话报》的陈乾生接到从上海来的急电
　○ 上海的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
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
　○ 孙中山、黄兴东京结同盟
　○ 杨度拒不入盟，孙中山与他彻夜长谈辩论
　○ 《民报》与胡汉民、汪精卫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制的终结（下）>>

　○ 陈天华蹈海
　○ 章炳麟出狱
二十七 战南陲
　○ 浏、醴、萍起义被诛杀者累万。
《革命方略》与青天白日旗
　○ 一个E字五万元
　○ 黄冈、惠州起义
　○ 徐锡麟拼死反清，秋瑾从容赴难
　○ 镇南关上，孙中山、黄兴以亲手发炮击敌为快事
　○ 黄兴与郭人漳斗智斗勇
　○ 河口得而复失。
孙中山拟组新军
二十八 立宪固皇位
　○ 七十岁的慈禧太后让卡尔为自己画像，还扮观音菩萨照相。
俄国马戏团进了颐和园
　○ 河间府秋操后，阅兵大臣铁良和兵部侍郎良弼见北洋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疑惧之心陡生
　○ 张謇游说督抚、名流，请行立宪
　○ 两宫颁发立宪诏书，以行宪政使皇位永固
　○ 袁世凯欲设责任内阁，光绪帝冷厉地说：“什么责任内阁，你的心事我全知道！
”
　○ 梁启超东京组织政闻社。
同盟会坚持革命排满
　○ 岑春煊誓做慈禧太后的恶犬。
载振既得名伶又收金钱
　○ 岑春煊、瞿鸿禨开缺回籍，袁世凯调离北洋
　○ 谢罪出宫时，袁世凯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
张謇出任预备立宪会会长，各省纷纷筹办咨议局
　○ 光绪帝驾崩。
慈禧太后吩咐完后事随即断气
　○ 三岁新帝即位，摄政王载沣欲诛袁世凯
　○ 袁世凯在屈辱中仓皇出京，送他上火车的只有杨度和严修。
张之洞一病不起，叹道：“国运尽了！
”
二十九 黄花岗
　○ 程家柽东京遭暗算
　○ 陶成章在报上登载“孙文罪状”
　○ “红龙计划”
　○ 汪精卫决计刺杀摄政王，陈璧君要与他共生死
　○ 闻母亲病逝，孙中山与卢夫人相向而泣，谓生前尤不能登岸见老母一面，实是终生憾事
　○ 槟城会议
　○ 黄兴拟组十路选锋攻广州，但有九路不能如期发动
　○ 黄兴一路起义后直扑总督府，百余人在混战中非死即伤
　○ 黄兴带伤回香港，既悲且怒。
诸烈士安葬黄花岗时，天雨靡靡。
闻湖北党人筹划在武汉起义，黄兴极表赞成
三十 武昌举义
　○ 肃亲王善耆接见立宪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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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载沣为收拾人心，忙组皇族内阁
　○ 四川绅商要保路，武汉党人谋起义
　○
鄂督瑞澂获知新军中党人众多，心中恐慌。
“老子就造反！
你要怎么样？
”程正瀛开枪击毙棚长陶启胜。
熊秉坤以革命军大队长身份率部发难
　○ 总督府旗杆上换上了五色旗
　○ 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像个泥菩萨
　○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
　○ 剪掉发辫，革命了
　○ 革命军祭天誓师
三十一 袁世凯复出
　○ 算卦人说，辛亥八月节袁世凯的官星要动
　○ 寿庆日得革命党在武昌起义电报，袁世凯止剧罢宴，示意旁人散座，接着令亲信火速向奕劻送去
二十万金
　○ 陆军大臣荫昌无法统率北洋军，摄政王载沣不得已发谕起用袁世凯
　○ 袁世凯得电谕后故意托病拖延，与来劝的徐世昌定下窃取朝中大权的密计
　○ 革命军连战皆捷，汉口各国领事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交战团体
　○ 黎元洪致函萨镇冰陈革命大义，清水师反正
　○ 革命军汉口前线总指挥通敌，军情危急。
黄兴到汉，军心一振
　○ 滦州兵变，摄政王代下罪己诏。
革命军拼死反攻，冯国璋火烧汉口
　○ 吴禄贞丧元
三十二 黎元洪拜将
　○ 湖北军政府筑将坛拜将，黎元洪亲授黄兴战时总司令印信和令箭
　○ 陈其美做了上海都督，李燮和成立吴淞军政分府
　○
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易帜。
为表示革命决心，他剪掉自己的辫子，又将院司各种印信集中毁于抚署大堂。
浙江巡抚未及独立，党人已发动了起义
　○ 冯国璋欲取汉阳得大赏，袁世凯却暗中与党人谋和
　○ 黄兴致函劝袁世凯建华盛顿之事功，刘承恩奉命探听党人的意图
　○ 被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后，袁世凯即乘火车回京组阁
　○ 反攻汉口失败，黄兴急得差点吐血
　○ 汉阳陷落，援鄂湘军亦撤走
　○ 张振武拔刀高叫：有敢再言放弃武昌者斩
　○ 袁克定密见英国公使朱尔典，请支持其父出任总统。
北洋军炮击武昌城，黎元洪潜逃了
　○ 段祺瑞接任第一军总统，与吴兆麟、孙武协定停战
三十三 沪宁独立
　○
陈、程、汤三督联名通电，邀请各省派代表到沪集会商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张謇提议：政府设鄂，议会设沪。
武昌各省代表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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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 黄兴正色道：“革命至此，尚只算成功的开始。
”十一省代表公举他为大元帅，他谦辞不任
　○
袁世凯请旨和谈，任唐绍仪为和谈总代表赴鄂。
黎元洪在武昌城外毡呢厂设西餐招待唐绍仪一行。
唐绍仪等转赴上海后，南方代表伍廷芳、代行大元帅黄兴、沪督陈其美、苏督程德全及沪上名流致以
热烈欢迎
　○ 北军代表廖宇春与南军代表顾忠琛暗中协议。
唐绍仪白天与伍廷芳谈毕，晚上又与张謇等江浙绅商聚议
　○ 隆裕太后不许逊位，要袁世凯整军再战，并拿出内帑黄金八万两劳军
三十四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
美国国务卿拒见孙中山。
欧洲四国银行团不借款。
胡汉民请孙中山留粤，孙中山却说：“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洲，贤于用兵十万”
　○ 孙中山下轮船后对记者说：我可谓不名一文，“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
”
　○ 章炳麟欲推宋教仁组阁，宋教仁想出任总理
　○ 孙中山当选为首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 1912年元旦，南京喜气洋洋，首位民选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
三十五 清帝退位
　○ 北洋军炮击武昌。
袁世凯不信孙中山会虚位以待。
孙中山在南京组织政府，并下令北伐
　○ 南京政府一无财源，内阁部长纷纷离职，四十万北伐军兵疲饷匮
　○ 袁世凯洒泪为逼宫。
他遇刺受惊后，即派人暗杀了良弼
　○ 清帝宣诏退位
　○
前摄政王载沣在醇王府内隐居不出。
儿子退位当日，他与妻子置酒谈恨。
待至想起自己抱儿子登基时所说的“快完了”一语，载沣心情释然
三十六 总统职归袁世凯
　○ 临时大总统易职
　○ 迎袁专使北京遭遇兵变
　○ 副总统黎元洪不再言立武汉为新都，转而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 列强仍不承认中华民国
　○ 南京参议院议决大总统就职地点在北京，袁世凯一遂心愿
三十七 孙中山之忧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 八十岁的萧姓盐商从总统府出来，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 章炳麟闹奠
　○ 同盟会改组
　○ 宋教仁热心政党政治，黄兴关心善后事宜
三十八 唐绍仪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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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世凯稳固北方
　○ 唐绍仪奉命南下组阁。
黄兴哭劝南方各军将校不要再争陆军总长。
内阁阁员很快议定
　○ 唐绍仪签字入盟，众同志报以热烈掌声；孙中山主盟，唐绍仪起立宣誓
三十九 有天下而不与
　○ 紫金山游猎
　○ 孙中山解任后到上海，民众热烈欢迎。
他鼓吹社会革命：“我所欲为之事至少需要一百年。
”
　○ 武昌黄鹤楼演讲，孙中山说民国譬之公司，人民为大股东，总统至百执事皆为股东服役务
　○ 福州市民置欢迎联云：“有天下而不与，微斯人谁与归”
　○ 至广州后，代理都督陈炯明连夜离府赴港，孙中山提请省议会正式选举胡汉民为都督
　○ 应邀北上，与继任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会商国政
结语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制的终结（下）>>

章节摘录

插图：三百余名洋兵到达北京保护使馆时，聚集在京、津两地的团民已各有十余万众，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手持刀械、成群结队的团民。
为阻洋兵继续运进，义和团在6月4日这天拆除了京津铁路多段路轨，焚毁了黄村车站，还割断了京津
电话线。
各国公使见此，更加恐慌，于是他们要求集体觐见皇帝和皇太后。
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并不接见他们，只差总理衙门转告：朝廷将尽快恢复交通，并派遣聂士成军五千
人前往保护京津铁路。
可是，聂士成军刚刚派出，端王载漪即向慈禧太后献谗：“此次洋人进京后，必定要复皇帝大权。
皇太后万不可让洋人的这一诡计得逞。
”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便降旨命前去保护铁路的聂士成军撤回营地，让义和团去焚毁杨村
的铁路桥梁。
接着，她召见众大臣，传懿旨要把所有洋人逐出京城，并命董福祥军待命进攻。
英国公使窦纳乐得到此情报后，急忙向海军司令官西摩发出求急电报。
西摩得报，迅即从塘沽率军乘船向天津进犯，并要各国军队给予合作。
各国军队闻讯，根据一致行动的协议，也连夜开往天津。
英军抵达天津后，西摩即直奔直隶总督府威逼裕禄修通京津铁路、准备专车。
裕禄望着西摩专横的面孔，只得答应立即照办。
他看见西摩因自己同意拨出专车让他们乘坐而面露得意之色时，不由得在心里骂了句：“洋龟儿子，
该有你们好受的了。
”原来裕禄在给西摩提供专用火车之后，并没有像他口头承诺的那样去差人修通京津铁路。
相反，他密令清军和京津沿铁路各村的义和团加紧拆毁铁轨，搬走枕木，以趁火车难以开行之际突然
袭击联军。
6月10日上午，西摩亲率五百名英、美、奥、意四国的士兵登车西去。
紧接着，英、德、日、法、俄等国军队组成的第二批联军也乘车向北京出发了。
由于沿途铁路被拆毁，西摩军所乘的火车只得开开停停。
将抵廊坊附近，他们见又有几节铁轨被拆，便下车抢修。
这时，一队头扎红布、手持大刀长矛及木棍的义和团突然从右侧冲杀过来，逼得联军弃车向廊坊车站
方向逃去。
联军副司令麦卡加拉跑在最后，一身穿白袍、腰系红带的拳民见了猛追上来，手持长矛向他刺去。
麦卡加拉急忙拔枪将这拳民击倒，夺路而逃。
当大队拳民蜂拥而上时，后继联军已赶到。
他们马上架炮猛轰，顿时炸死拳民三十余人。
拳民虽遭重创，但仍然毫无畏惧，向联军冲锋不已。
附近村庄的义和团闻讯，也全都涌来参战，尽管伤亡很大，却将西摩联军围困在廊坊。
正激战间，三千甘军从北京方向急驰而来。
他们加入战斗后，西摩联军抵挡不住，只好向黄村撤退。
甘军和义和团则紧紧围追过去，逼得他们慌忙逃向北运河。
至北运河后，西摩把伤兵安置在抢来的九只木船内，自己则率未伤者沿河岸且战且退。
就这样好不容易逃到天津西沽，他所率的败军迅即又被中国军民围住。
幸好这时有俄军二千余人前来接应，西摩所部才逃出包围圈。
可是半路上又遭曹福田部义和团的袭击，故回到租界时，西摩所率部队已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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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制的终结(长篇历史纪实)(套装共2册)》：1901年《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使清朝国势倾覆，人心
大丧，慈禧太后虽然亦开始张罗办新政，以图挽颓，但如扬汤止沸，为时已晚。
以袁世凯为首的保守专制集团迅速崛起，实质上架空了清王朝的权势。
孙中山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则崛起于南疆，它为救国救民而屡屡举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存续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也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随之终结。
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使清王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泱泱中华身罹奇祸，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
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走向衰败与没落的重要转折，辛亥革命则宣告了中国帝制的终结。
《帝制的终结(长篇历史纪实)(套装共2册)》以《史记》笔法全方位展示了这段曲折而悲壮的历史，刻
画了参与历史活动和创造过程的各种人物的面貌。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是清王朝走向衰败与没落的重要转折。
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各阶层在创伤中开始了探索：光绪开始办新政，然而仅是“百日维新”。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
而随后的庚子国难，使大清国由此沦为任列强宰割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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