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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难先与辛亥革命史料搜集 

古籍馆  张杰 孙俊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爆发的武昌首义是辛亥革命中最为重要的关节点之一，革命

志士义旗高举，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忘我的牺牲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钦敬。首义史料数量众多，形式多

样，革命先驱张难先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后人存留了很多关于辛亥革命的珍贵记忆。 

张难先（1874—1968），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名辉澧，号义痴，字难先，以字行。1904年加

入湖北新军，先后参与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组织领导工作，1911年亲历武昌起义。民国

时期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务

委员。 

上世纪40年代，张难先有感于地方和中央相关机构对于辛亥武昌首义重视不足，“负其责任者具

等闲置之”（《辛亥革命纪实·题词》）。乃“走谒各老同志，求其口说本人事迹而笔记之。不能面

晤者，函请自记置邮以来。其亲寄示余者，则有李君西屏、章君裕昆、甘君绩熙、聂君国青等。并承

李君远骧寄其伯父国镛之起义日记，夏君衡青叙述其辛亥武汉外交之经过。凡此，皆湖北革命亲切之

史料，可供参考者也”（《湖北革命知之录·自序》）。 

张难先为访得的各种史料编制了《搜集湖北革命史料目录》，大略如次： 

（一）起庚子（1900）讫癸卯（1903），有《庚子武汉首义烈士墓碑》、《潜江傅君良弼墓表》

等9种； 

（二）甲辰（1904），有《科学补习所始末记》、《考证甲辰党狱湘抚往来函》等10种； 

（三）乙巳（1905）、丙午（1906），有《致日知会调查纪录所书》、《教会日知会阅书报启及

章程》等14种； 

（四）甲辰（1904）讫辛亥（1911），有《摘抄中国国民党概史及他书关于中山、克强两先生大

事》、《摘抄李西屏先生所编武昌首义记》等15种； 

（五）辛亥首义，有《鄂州约法》、《张君翼洲自述及函》等16种（此节标题下记：“《鄂州约

法》新访得，甚喜，即列此号首。卅三年二月十三日记。”）； 

（六）报纸类，有卅二年双十节（1943年10月10日）《重庆时事新报》、《新华日报》、《扫荡

报》等6种； 

（七）参考书类，有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章裕昆《文学社革命运动纪实》等19种。 

国家图书馆珍藏有一批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张难先稿抄本，系1958年由张难先哲嗣张彻生捐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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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搜集湖北革命史料目录》所载，包括《湖北革命党历年团体党员略》、《知之录征料来鸿集》、

《知之录编毕来件》、《知之录出版后之改错函件》、《鄂党史料杂抄》、《摘抄并修改李君西屏武

昌首义记》、《武昌起义日记》（李国镛撰）、《武昌首义访事录》（甘绩熙撰）、《辛亥革命纪实》

（李春萱撰）、《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章裕昆撰）等等。 

这批史料集中反映了湖北地区辛亥革命的面貌，尤以武昌首义为重点，对于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

合、宝善里爆炸案、彭楚藩等三烈士的牺牲、首义第一枪、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等都有多角度的回

忆与记述。例如对于众所瞩目的首义第一枪问题，李西屏（翊东）认为首开第一枪的是金兆龙，章裕

昆认为第一枪的射击对象是张文涛而非陶启胜，而张难先对此问题的记述则大体接近于事实原貌：“正

瀛见势急，开枪击之（陶启胜），洞其胸部，未殊，仍奔楼下。秉坤知事发，乃自营舍出，以枪要击

启胜。”（《湖北革命知之录》）再如对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前后过程，章裕昆记述了起义士兵将黎

强请到谘议局的详细经过，李春萱强调了他作为会场临时主席所发挥的作用。而身为以枪逼黎的当事

人，李西屏的回忆极其生动：“翊东乃持一安民布告奉黎曰：‘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战栗曰：

‘无害我，无害我。’翊东怒以长枪示之，蔡济民急掣李肘。黎益瑟缩不语，翊东乃援笔目黎曰：‘余

代为书，岂能否认乎？’众鼓掌称善。”（《摘抄并修改李君西屏武昌首义记》） 

对于历史事件的回忆、记述，常常因为主观目的不同、年代久远等原因而人言人殊，所以将各种

资料搜集起来，然后进行综合排比，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张难先搜集的众多湖北革命史料，

为书写辛亥革命信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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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经过张难先孙女张铭歌斧正，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