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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兴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主要领袖人物。 但是长期以来 ,史

学界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始终是个大热门 ,长盛不衰 ,硕果累累 ,尽情赞扬 ;而对黄兴的研究 ,却一直显得过于冷落 ,起步维

艰 ,成果寥寥 ,评价时有贬义。 回顾历史: 1916年黄兴逝世后 ,历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 , 30余年间 ,只发表过

10几篇回忆文章 ,出版过 3本介绍性的小册子 ,即刘揆一的《黄兴传记》、何伯言的《黄克强》和国民党党史资料编委会的

《黄兴传》 ,可以说尚处于追述和介绍的阶段。这主要是囿于旧的正统观念而重孙轻黄的缘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

大陆地区黄兴研究开始起步 ,但不久又受到日益泛滥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以致到“文革”结

束的近 30年间 ,成果仍然不多 ,只发表过 3篇研究论文、 10多篇回忆录和资料 ,出版过 2本小册子 ,即林增平和常谊分别

编写的同名著作《黄兴》 ,且评价一般偏低 ,有的文章甚至将黄兴贬斥为“右派”。 与此同时 ,台湾地区出版了左舜生著的

《黄兴评传》、陈维伦著的《黄克强先生传记》和罗家伦主编的《黄克强先生全集》、李云汉编的《黄克强先生年谱》等著作 ,

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也推出了他的专著《黄兴与中国革命》 ,左、陈、薛的 3本专著均写得较有分量 ,但所据资料仍有限 ,

评价亦不无偏颇。 80年代以后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行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黄兴研究迅速步入前所未有的黄金

时期 ,挖掘了不少新资料 ,学术气氛空前活跃 ,研究成果逐步增多 ,评价也较为实事求是。 据统计 , 20年来共发表研究黄

兴的论文文章近 400篇 ,出版有关黄兴的著作 (包括黄兴文集、年谱、传记、论文集等 ) 17本 ,主要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的《黄兴集》、毛注青编著的《黄兴年谱长编》、李喜所等著的《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以及多本研究论文专集等 ;台湾地

区也出版了白慈飘著的《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 黄兴传》和杨恺龄编的《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等著作。 但这一阶

段仍存在明显的不足 ,主要表现为:论文、资料较多 ,专著较少 ;专题研究较多 ,综合研究较少: 事迹研究较多 ,思想研究较

少。以上就是自黄兴逝世后迄 20世纪末的 80余年间 ,黄兴研究的大体情况和发展趋势。总的来说 ,黄兴研究仍然是史学

界近代人物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种状况 ,显然是与黄兴的重要历史地位很不相称的。特别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我们

已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直到 20世纪末 ,仍然缺乏一本充分汲取已有成果 (包括新资料 ) ,全面、系统、翔实、客观地评

述黄兴一生的大型传记。因此 ,撰著这样一本高质量的大型黄兴传记 ,既是当务之急 ,也是推进今后黄兴研究进一步发展

的迫切需要。

历史跨入新的世纪 ,又迎来了辛亥革命 90周年庆典。在这充满欢乐和希望的时刻 ,我们终于看到了著名近代史学家

萧致治教授的新著—— 《黄兴评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9月出版 )。 这是很合时

宜的 ,也是令人高兴的。 萧致治教授研究黄兴十余年 ,前期成果累累 ,本书无疑是他十余年研究黄兴成果的精心总结之

作。 这部著作 ,对近代伟人黄兴光辉的一生做了全面、系统、丰满、公允 (评价实事求是 )的评述 ,既充分汲取了前人的成

果 ,又根据大量新资料做了新的补充和订正 ,新意迭出 ,在颇多的黄兴研究论著中具有鲜明的个性 ,是一部超越前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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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术性和思想性的黄兴评传。

具体说来 ,本书有着如下几个优点和特点:

(一 )内容翔实 ,资料丰富。全书计 40多万字 ,篇幅超过以往任何同类著作。分上、下两编 ,共 8章。上编 4章从黄兴

家世和早年生活写起 ,详细叙述和评论他百折不挠 ,推翻清朝和封建帝制的光辉业绩 ,包括创立华兴会、创建同盟会、领

导反清武装斗争、筹组南京临时政府、出任南京留守等 ;下编 4章详细叙述和评论他历尽坎坷 ,维护共和的悲壮历程 ,包

括“二次革命”、逃亡日本美国、回国讨袁与去世 ,最后分析黄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这就全面、系统、真实而生动

地再现了黄兴光辉灿烂的生平事迹、历史功勋和思想风貌。在论述中 ,言必有据 ,征引资料丰富。特别是充分利用了改革

开放 20余年来新发现的大量珍贵黄兴佚文 ,以及其他未刊史料、稀见家谱、外文译稿、内部文史资料等。这也是本书写得

比过去同类著作更为翔实、丰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充分汲取前人成果 ,并从中获取启示。作者在撰著本书时 ,认真考查分析了黄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作为自己研

究和写作的起点 ,力求在前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提高。因而对于前人有价值的成果 ,特别是改革开放 20余年来

的新成果 ,包括史实、观点和资料 ,都注意汲取和借鉴 ;对于前人研究中未能解决好或存在争议的问题 ,也能从中获取启

示 ,深入展开探讨。 细阅全书 ,作者在论述中屡屡提及前人的主要研究成果 ,做出自己的评价 ;而凡是引及前人成果的地

方 ,都在注释中加以清晰的说明。 这既是对前人劳动的尊重 ,也表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 )开拓深研 ,富有新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黄兴的家世渊源 ,过去不甚明了 ,本书根

据新发现的《经铿黄氏家谱》等资料详细予以理清 ;特别是黄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 ,过去研究甚为薄弱 ,本书则

以一整章的篇幅加以论述。 二是订正有关史实。 如关于黄兴父亲的生年、黄兴考中秀才的时间、黄兴是否就学过岳麓书

院、黄兴首次赴日的时间、黄兴改名 (轸改兴 )的时间、长沙起义事泄后黄兴遇险与脱难的日期、“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乘

日轮逃亡的过程、浩然庐和政治学校开学的时间、黄兴离日赴美时徐宗汉是否一道同行 ,等等 ,均纠正了传统说法中的一

些错误。 三是就过去研究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如关于孙黄初次相见的介绍人究竟是谁 ,书中写道:

“综合各种材料分析 ,孙黄结识的主要介绍人应是宫崎寅藏 ,其他的人包括杨度在内也可能做过推荐。这是比较合乎实际

的。”关于汉阳失守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 ,作者认为: “这个问题如果把它放在当时黄兴的军事思想中来考

察 ,他似乎不可能提出`放弃武昌’ 的建议。 因为 ,他既然决心通过北伐 ,实现武力统一 ,怎么会提出自动放弃武昌的主张

呢?何况 ,他在几个月之后 ,在两次讲话中 ,他都申述自己主张严守武昌待援。……如果把这两次讲话和前述致黎元洪、林

述庆的电报联系起来考察 ,更足征信。何况黄兴向以`笃实’著称 ,从不诿过于人 ,也从不说谎 ,应该是可靠的。如果他说了

`放弃武昌’的话 ,又为自己辩解 ,那时当事人都还健在 ,而且记忆犹新 ,岂不等于当面撒谎 ,自掌嘴巴 ,弄得威信扫地。 只

要有一点理智的人 ,决不出此。”这是有说服力的。

(四 )客观公允 ,评价实事求是。 关于黄兴的总体评价 ,书中写道: 黄兴 “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领

袖。”他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 “在这次伟大的民主革命中 ,他和孙中山携手合作 ,组织中国同盟会 ,开展革命

宣传 ,发动武装斗争 ,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卖国、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创建了亚

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为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作者反对一些人扬孙抑黄的观点 ,在一篇文章中 ,他

说: “辛亥革命时就是孙黄并称。 孙中山是革命的首倡者 ,是精神领袖 ;黄兴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二人共同领导辛亥革

命 ,创立民国 ,并为“开国二杰”。 在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中 ,本书在高度肯定黄兴的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指出他的

不足和历史局限性。 如认为在汉口、汉阳保卫战中 ,黄兴“在敌我力量估计上并不完全正确” ,“在防御策略上也有缺点” ,

在南北议和中 ,黄兴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一样 ,对袁世凯“缺乏应有的警惕 ,没有把巩固共和的基础建立在

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上”。

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本书也不可能穷尽对黄兴生平事迹和思想的研究。如黄兴的早期革命活动与华兴会 ,黄兴

在美国、在南洋的活动 ,尚有待开拓研究 ;对黄兴各方面思想的研究 ,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 ,本书所取得的成功

是显而易见的 ,是迄今为止黄兴研究中的可喜成果。它必将对今后黄兴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 ,本书所阐述的近

代伟大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黄兴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思想 ,也必将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而继续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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