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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为什么
在南方新军中发动成功
———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谈之六
□郭大松

自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 年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发动
领导了十几次大小规模不等的反清武装起
义。众所周知，这些起义无论策划多么周
密，准备多么充分，作战多么勇敢，最后都
失败了。可就在大家以为革命短期难以成
功的时候，武昌起义却迅速取得了成功。有
人说武昌起义是新军士兵“意外的第一枪”
引发的，那为什么普通士兵意外的第一枪
引发的起义成功了呢？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组织发动起义的
机关被破坏，主要领导人逃亡，地方当局
严密防范的恶劣情势下，由湖北新军第
八镇工程第八营普通士兵程正瀛帮棚目
(班长)对付哨长(排长)，举枪击毙了哨长，
这一枪就成了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
显然，这一枪本不在起义计划之内，从程
正瀛“二次革命”后参与镇压革命党被革
命党人抓获沉入江中淹死、与哨长打仗
的棚目金兆龙后来任职北洋与北伐军作
对等事实看，武昌首义的第一枪确实可
以说是个意外。但是，这意外的第一枪敲
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却并非偶然。

武昌“意外的第一枪”引发了新军下
级军官自发组织起义，随即有众多新军与
军事学堂的学生参与，最终取得成功，新
军起义是武昌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末新军是“新建陆军”的简称。清末
十年新政时期，清政府裁汰或改编旧式军
队为“巡防营”或巡警，由地方督抚负责督

率保卫地方(这些由督抚督率的地方武装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很少有主动起义造反
的，大多都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计划编
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作为国家主体武装
力量。但由于财政窘迫，最后只练成十四
镇，十八个混成协(旅)，禁卫军两协和陆军
四个标(团)，共计 17 万余人。这些新军虽
然人数不多，但却是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军
事力量。新军从军官的培养选任，士兵的
征募训练，到兵种和装备，完全仿效西法。
新军军官由军事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担
任，掌握了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受到西
方政治经济思想的熏陶，容易接受新知
识、新思想，士兵也普遍具有一定文化基
础，与旧军队完全不同。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在发
动会党起义屡遭失败之后，便在新军中
宣传鼓动革命，而新军中没有满族人，在
当时反满兴汉、排满革命的宣传鼓动下，
容易形成统一认识，且不易被满族统治
者发现。武昌新军起义能够在短时间内
一呼百应取得成功，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清末编练新军，以袁世凯的北洋
新军实力最强，加上东三省的新军，北方新
军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远超南方。所以，
武昌起义后很快就形成了南北对峙，南方
军事力量无法与北方抗衡的局面。那么，同
样是新军，反清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北
方，而单单在南方新军中进行？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

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
社会。”这句话用来解释新军反清革命为
什么发生在南方，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中国近代南方比北方早开放了 20 年，封
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得早，资本主义经
济关系比北方发达，特别是西方新思想、
新事物的传播要比北方广泛普遍得多。
甲午战争后，南方的救国之路走的是维
新变法、反清革命，北方走的则是“扶清
灭洋”，中国南北方不同的救国之路，很
值得我们细细思考其中的道理。

此外应该看到，新军待遇本来就高，
中高级军官待遇优厚，是改革的获利者，
他们虽然不满专制统治，但也不想自己
冒险率先走上造反的危险之途，把旧秩
序完全打乱了重来，大多是想通过稳妥
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获得更多
的利益。这方面南方新军高级军官也不
例外，像黎元洪那样的洋务学堂出身、多
次到日本见习考察的旅长(协统)级军官，
后来答应起义士兵出来主持大计，不也
是枪口威逼下的不得已之举吗？至于革
命高潮时期一些新军将领包括政府要员
顺水推舟，策动地方独立，就另当别论
了。否则，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不会有各地
割据混战的局面。这样看来，辛亥武昌起
义成功后很快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也
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
会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
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
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
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
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
转折年，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
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
释。

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
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
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
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
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

“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
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

据(《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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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将共和的种子深植
于中国，此后百年来，不管封建复
辟还是专制主义或滥觞或滔天，无
一不在荡秽涤流后，重新拉回到民
主与共和的主流上来。正如孙中山
所言，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逆流
者若不调转方向注定会被人民抛
弃。 据(《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