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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的 

辛亥革命至今已整整 100年了。辛亥革命是由伟 

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的顶峰。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 268年的清王 

朝，结束了中国 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闸门和民 

族独立、民主共和与中国近代化之路，极大地推 

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是 2O世纪中国近代 

社会进步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史 的学术研究，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1956 

年 11月，正值孙中山诞辰 9O周年，毛泽东主席 

发表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同时，中国史 

学会组织推动了徐特立、范文澜诸先生编辑 《辛 

亥革命》大型史料丛书，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 

《民报》也在这时影印出版。由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所带来的喜 

悦与兴奋，广大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努力理解唯物史观的精神，开展了对包括 

辛亥革命历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 

这些研究，包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辛亥革 

命中的人民群众、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及其斗 

争、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辛亥革命的 

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等等，这些研究，都与旧史 

学区别开来。 

1961年 1O月，辛亥革命 50周年，党和国 

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科 

联在武汉联合召开了辛亥革命 50周年学术讨论 

会。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第一次学 

术讨论会。 

以上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对辛亥 

革命历史的关注，也推动了公众对辛亥革命历史 

的关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以及辛亥革命 

的亲历者，都下工夫搜集、整理、考订和出版辛 

亥革命的历史资料，辛亥革命在各省的历史资料 

纷纷出版，这对于学术界了解辛亥革命在各省的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进一步促进了辛亥革 

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国内历史学界 

成果最为丰硕的史学领域。 

江苏光复辛亥革命是继辛亥武昌起义之后的 

又一个重大事件，革命派组织的江浙联军攻占东 

南重镇南京，对扭转当时的局势起了重大作用， 

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奠定了基础。江 

苏立宪派在推动局势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研 

究辛亥革命在江苏的表现，对于认识和理解辛亥 

革命有着非常直接的意义。它对于建立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对于巩固辛亥武昌起义成果具有重要 

的历史贡献。 

有关江苏辛亥革命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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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版等工作是研究辛亥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项重 

要基础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文史研究工 

作者和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都曾对此做了大量工 

作，为研究江苏辛亥革命奠定了重要史料基础。 

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 50周年，江苏人 

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原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的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一书，为了该书的出 

版，时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著 

名历史学家祁龙威先生带领部分教师和学生深入 

民间实地征文访献，前后历时近 3年，跋涉苏 

南、苏北的城市和乡村，在当地有关部门帮助 

下，查访寻找各种亲历辛亥革命的老人和部分辛 

亥名人的后裔。该书的出版是当时全国以省区编 

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的滥觞。该书出版后受到 

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教授在其 

所著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曾引用该书 

二篇调查报告和部分资料即是一例。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和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分别搜集新资料 2O 

多万字，1991年由时任历史系主任周新国教授 

和刘晓宁编辑，由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辛亥江苏光复》一书，该书实为 《辛亥革命江 

苏地区史料》的补集，内容主要为新发现的江苏 

辛亥革命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文告 

等，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江苏辛亥革命的史料。 

该书出版后，学术界予以高度评价，并将其与 

1961年出版的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共同 

称之为 “江苏辛亥革命史研究史料宝库中的双 

璧”。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辛亥 

先烈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江 

苏辛亥革命史研究，祁龙威教授、周新国教授共 

同负责编辑整理上述二书，现将 《辛亥革命江苏 

地区史料》和 《辛亥江苏光复》二书合并编为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由江苏人民出版 

社与祁龙威教授和周新国教授共同负责编辑整理 

出版。 

这些史料或为原始档案或为亲历者的历史回 

忆，它们包括奏折、咨文、批复、电报、告示、 

章程以及当事人回忆的稿本和口述，涉及苏州、 

南京、常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连云 

港、徐州以及宿迁等江苏广大地区，是研究江苏 

辛亥革命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由于二书出版时间 

年代久远，加上当时印数极少，人们寻觅此书颇 

为困难。此次合编将这两本书合成一册，可谓合 

集了江苏辛亥革命的百年历史，将为海内外广大 

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极大的方便，堪称功在当代， 

利在后人。 

受祁龙威先生之嘱，江苏史学会会长、扬州 

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要我为这本史料合集的出 

版写几句话 ，不得辞。于是写了上面几句话，以 

示祝贺。由于是历史史料合集，二本书出版时风 

格差异甚大，其中前者即 1961年出版的 《辛亥 

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是繁体字竖排本，而后者的 

《辛亥江苏光复》一书是简体字横排本，此次特 

将二者体例统一为简体字横排，如有错讹之处敬 

请批评指正。同时，为了保持原书的风貌，现将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作为上编，《辛亥江苏 

光复》作为下编，并将原书、序言、后记等予以 

保留，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子 清) 

· 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