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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人际关系的生动展现

— 读《领袖与群伦— 黄兴与各方人物》

王 开 宁

91 61 年 1 0月 31 日黄兴逝世后
,

章太炎写下了
“

无公则无民国
,

有史必有斯人
”
的挽联

,

高度概括了黄兴在

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

以及其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

由于挽联概括了章太炎对逝者一生功绩的炯识卓见而

传诵一时
,

并成为后人评价黄兴常常称引之词
。

这幅挽联
,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
、

黄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

俗话说
: “

牡丹虽好
,

还需绿叶扶持
。 ’ ,

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

是与团结在其周围的一批志同道合

的有识之士分不开的
。

领袖只有同他们团结在一起
,

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

才能更好地发挥个人的作用
,

形成

一股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
。

黄兴一生的革命活动也生动地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

黄兴素以革命实干家著称
。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

处处以大局为重
,

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
,

与各方面的革

命力量都保持了较好的联系
。

尽管黄兴与一些人有过政见分歧
,

但由于其盛德大量
、

光明磊落
、

宽容谦让
、

诚信

待人的高尚品格
,

仍能与他们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
,

为推进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

因而深得众人的景仰
。

近些年来
,

我国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史做了更深入
、

广泛的探讨
,

特别是加强了对黄兴等人的研究
,

取得 了

一定的可喜成果
。

然而对孙中山
、

黄兴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友谊
,

特别是同心协力
、

共策革命的关系
,

其研

究成果却微乎其微
。

近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

黄兴研究室主任萧致治主编的《领袖与群伦— 黄兴与各方人

物》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 91 年版
,

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一书
,

深感这种研究局面已开始改变
,

并有助于将辛亥革

命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

《领袖与群伦》是我国第一部探讨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专著
。

全书共收论文 53 篇
,

分

为
“

伟人风范
” 、 “

黄兴与全国志士
” 、 “

黄兴与其他人物
”

三个部分
,

分别探讨了黄兴与孙中山
、

章太炎
、

宋教仁
、

蔡钾
、

胡汉民
、

陈天华
、

谭人凤
、

李书诚
、

龙璋
、

章士钊
、

刘摆一
、

马福益
、

程潜
、

吴玉章
、

朱执信
、

李烈钩
、

马君武
、

陶成章
、

汪精卫
、

陈炯明等 50 余人的关系与友谊
,

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黄兴宽厚为怀
、

至诚待友的崇高风格
,

从

一个侧面展示了当年黄兴与各方人士密切配合
、

联合斗争的情景
,

并表彰了他们为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

综观全书
,

我们可以看到
,

《领袖与群伦 》尽管主要探讨的是以黄兴为中心的人际关系
,

并以其生年为主

线
,

但由于涉及的人物较多
,

因而全书各篇风格各异
,

颇具特色
。

因此
,

该书不仅资料丰富
,

而且整体结构好
,

同

时
,

许多文章文笔精炼
,

论理透彻
,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

特别是探讨黄兴与孙中山
、

章太炎
、

宋教仁
,

以及与马

福益
、

汪精卫
、

陈炯明等人关系的若干篇文章
,

均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深度
,

拓宽了黄兴研究的领域
,

填补了以往

研究中的空白
。

黄兴所处的时代
,

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
,

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

民不聊生
。

沉重的民族灾

难
,

唤起了广大爱国志士走上救国存亡
、

反清革命的道路
。

黄兴和许多仁人志士正是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
,

做

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抉择
。

黄兴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
,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
、

组织高潮
、

发动胜利和失

败再战的全部过程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黄兴主张效法西方民主政治
,

希望建立一个富强
、

独立
、

统一
、

现代

化的中国
,

并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

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反清斗争
。

他深深懂得
,

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
,

必须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
。

这就要求从自己做起
,

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
,

不计个人得失
,

并要善于利用各种

矛盾
,

团结同志
,

争取使一切积极力量都站在革命一边
。

《领袖与群伦》一书刘
一

此均作了生动的描述
,

阐明了黄

·

1 2 8
·



兴的统战思想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正是由于黄兴的影响和作用
,

革命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
,

革命力量从南到北
,

从沿海到内地
,

几乎都调动起来了
。

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例
,

是黄兴把会党首领马福益也拉入到辛亥革命一边
,

使这位闯荡江湖的草寇英雄、 也在民主革命的事业中发出了耀眼的光彩
。

作者写道
: “

黄兴是意志坚定的革命

志士
,

但苦于革命力量的薄弱
。

正是从马福益这里
,

他看到了下层群众所蕴藏的巨大革命性
,

更增添了胜利的

信心
。

动员组织这样一支力量投入革命事业
,

从马福益结义开始
,

也就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
。

更有意

义的是
,

他们
`

结义
’ `

驱胡
’ ,

为湖南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 ( 2 2 0 页 )这便是黄兴从事武装革

命的第一壮举 、

该书在《
`

事败垂成原鼠子
,

英雄地下长无语
,

— 黄兴与陈炯明》一文中
,

将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亡黄兴 )

与炮轰总统府的祸首 (陈炯明 )相提并论
,

把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的问题
,

阐述得有理有据
,

很有说服力
。

作

者指出
,

这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错综复杂性所造成的
。

在民主革命的早期斗争中
,

黄
、

陈二人曾是并肩战斗的

同志
。

陈炯明在甲午战争后
,

有感于清政府的腐败
,

也在探索着救世匡时的道路
。

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真面目

的逐渐暴露
,

以及民主革命浪潮的潜滋暗涨
,

促使陈炯明抛弃对立宪的留念
,

转向了革命
。

1 9 09 年陈炯明在上

海毅然加入同盟会
,

由此开始了与黄兴一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历史
。

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共同参

加的 1 9 1 0年广洲起义
、

1 9 n 年黄花岗起义
、

二次革命
、

护国斗争等活动中
。

需要指出的是
,

作者并没有局限于

阐述黄
、

陈二人在行动上的一致和 思想上的相通
,

而是通过深入地分析
,

阐明他们之间的区别
。

作者在总结他

们的关系时写道
: “
综观黄兴和陈炯明之间交往的历程

,

尽管在思 想上
、

行动上有过姐龄和疏离
,

但总的来说
,

无论是在早年从事反清革命
,

还是后期投身反袁斗争
,

他们基本上均能同心协力
,

一起战斗
,

为创建和保卫新

生的中华民国
,

做出积极的贡献
。

无论是黄兴
,

还是陈炯明
,

在民主革命的早期历史上
,

均占有一定的位置
。 ”

“

遗撼的是
,

黄兴逝世后
,

陈炯明并没有继承他的遗志
,

随着其军阀思想的恶性膨胀
,

最后公然炮轰总统府
,

从

而彻底背叛了他早年与黄兴并肩战斗
,

孜孜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
。 ” ( 58 9 页 )

在论述黄兴与汪精卫的关系一文中
,

作者将他们分别比作
“

落霞
”
与

“

孤鹜
” ,

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
。

作者写

道
: “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
,

黄兴
、

汪精卫围绕着对袁世凯的态度这一重要问题上
,

尽管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

但在具体表现上仍然各不相同
。

黄兴对袁从利用到将信将疑
,

最后举兵反抗
,

态度是鲜明的
;汪精卫对袁则是

从利用到深信不疑
,

最后转为失望
,

妥协成为他的显著特色
。 ” “

因此
,

如果说
,

黄兴好比是
`

落霞
’
而汪精卫是

`

孤鹜
’

的话
,

他们一时可以在一起齐飞
,

但孤鹜毕竟相形见细
。 ” ( 5 6 3 页 )

《领袖与群伦》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

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
,

对所涉及的有关事件作如

实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价
,

并敢于冲破某些传统的观点
,

对某些较重大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

以求恢复历史的本

来面目
。

这也是本书的可取之处和主要特色之一
。

《领袖与群伦 》的出版
,

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空白
。

它不仅向我们生动展现了黄兴的人际关系
,

而且也深

刻地揭示了黄兴的革命本质和革命思想 ; 同时也阐明了以孙
、

黄为核心的领导群体的形成
,

以及他们同心协

力
、

分工合作
、

群策群力
,

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奋斗的过程
。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
,

本书主编萧致治教授在前言中谈到
,

今后还将组织撰写 《黄兴与华侨》
、

《黄兴与日本 》

等书
,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这些著作早 日面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