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国史大词典》正误二则

李学智

《中华民国史大词典》①“十八星旗”、“五色旗”两条释文 ,各

存在某些舛误 ,兹试正如下。

11 关于十八星旗

该词典相关释文称 :1912 年 6 月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 ,“以

此旗为陆军旗”。此说不确。实际上此旗在 1912 年 5 —6 月间 ,北

京临时参议院审议其作为陆军旗的过程中 ,已由十八星旗改为十

九星旗 ,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施行的陆军旗也是十九星旗 ,

而非十八星旗。

1912 年 5 月 ,已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 ,开始审议“国旗统一

案”。在 5 月 10 日的会议上 ,一致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 ,对于以青

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议员们也无异议 ,而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 ,则

引起激烈争论。奉天省籍参议员曾有翼 (105 号) 首先提出 :十八

星旗系指“十八省同胞具用铁血主义恢复汉族之伟业 ,而旗上之十

八星点只能表明十八省 ,至合东三省、新疆 ,以及蒙、藏、青海二十

六区 ,则尚不能全然表示 ,非将其星点变更不可”。对此 ,附和者有

之 ,反对者亦有之。附和者称 :“非改用二十六星 ,表明二十六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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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不足与五色代表五族之意相表里”。反对者认为 :“殊不知区域问

题将来容或尚有变更 ⋯⋯不如仍用十八星 ,以示不忘革命之奇勋 ,

而存历史永久之纪念”。① 在审议过程中 ,各方争论激烈 ,“同时起

立发言者 ,有三四人以至七八人不等”,议场秩序几度紊乱 ,最后决

定此议再付审查。②

5 月 14 日 ,临时参议院再议陆军旗问题。潘祖彝 (31 号)报告

审查结果称 :十八星原无代表十八省之意 ,“惟终恐有人误会 ,故审

查会拟将十八星中加一星 ,其形稍大 ,一则可破十八省之疑 ,二则

众星拱绕 ,又足表示中华民国统一国家之意”。曾有翼则提议 ,“将

十八星中之大星缩小与他星一律 ,一则免中央集权之意 ,一则可以

表示平等之意”,得到数人附议。李肇甫 (111 号) 认为 ,用十九星

还可纪念武昌八月十九日 (阴历)起义。议长遂以十九星同样大小

之旗为陆军旗付表决 ,获多数通过。③ 6 月 8 日 ,袁世凯发布临时

大总统令 ,公布了临时参议院“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的决定。④

21 关于五色旗

此条目释文不确之处有三。

其一 ,“1911 年 11 月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光复后 ,革

命党人以此旗作为革命政权的标识”,与当时的记载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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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大公报》1912 年 6 月 12 日 ,“命令”栏。关于十九星旗的使用情况 ,可见下列两幅

照片 :《1917 年 10 月 10 日参战军开出新华门》(陈涌等编 :《旧中国掠影》,中国画

报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59 页) ,《1918 年元旦孙中山与护法军政府人员合影》(王

耿雄编 :《伟人相册的盲点》,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37 页) ,此两幅照片的

背景上 ,均有一面十九星陆军旗。

《参议院第六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 17 号 ,1912 年 5 月 17 日 ,第 1 册 ,第

457 页。

《参议院纪事》,1912 年 5 月 12 日《大公报》。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 14 号 ,1912 年 5 月 14 日 ,台北 ,文海

出版社影印本 ,第 1 册 ,第 435、436 页。



首先 ,1911 年 11 月 ,上海革命党人在起义中及胜利后 ,打出

的不是五色旗。当时《申报》的报道称 :11 月 3 日晚 8 时许 ,起义

军“荷枪列队入城 ,持红色白色民国军旗各一面 (上列十八星 ,与前

报刊印者一式) ⋯⋯城门上亦一律悬挂白旗及军旗”①。11 月 4 日

晨 ,起义军攻占江南制造局后 ,在其门前也升起了“民国军旗”②。

此外 ,当时参加上海起义的上海清真商团负责人伍特公在其所著

《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中亦称 :起义胜利后 ,上海县“各城门上

先后树白旗与革命军旗”③。而未见任何有关五色旗的记述或

报道。

那么 ,这面“上列十八星 ,与前报刊印者一式”的民国军旗 ,究

为何式 ? 查《申报》此前于 1911 年 10 月 28 日 (辛亥年九月初七

日)刊载了一幅与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门前所竖立的十八星旗

完全一样的十八星旗 ,标之为“中华民国国旗”。旗下的说明文字

为 :“红地 ,由中心外射之线九 ,色蓝 ,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 ,其数十

八 ,或云以表示十八省焉。”

以上材料说明 ,上海革命党人在武装起义中及胜利后 ,使用的

不是五色旗 ,而是白旗和与武昌首义相同之十八星旗。

随后建立的“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 ,是不是放弃了十八星旗

而改以五色旗作为其“标识”? 现虽尚未发现有关的直接材料 ,但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载有一“沪军都督府证章”照片 ,此

证章上面除有“沪军都督府”五字外 ,并镌刻有一面十八星旗。④

笔者以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上海“光复后”,作为其“革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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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所载之“沪军都督府证章”照片。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50 页。

《本埠特别纪事》,1911 年 11 月 5 日《申报》。

《本埠特别纪事》,1911 年 11 月 4 日《申报》。



的标识”的 ,并非五色旗 ,而很有可能是这面十八星旗。

再者 ,江苏“光复后”,其“革命政权的标识”也不是五色旗。

据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记述 :1911 年 11 月 5 日晨 ,在革命

党人的策动、组织下 ,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的一部分官兵和来自上

海的民军进入苏州城 ,占领各机关 ,并于同日成立江苏军政府 (或

称江苏都督府) 。军政府门前的旗杆上“即将新旗高悬 ,文曰中华

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①。当时《民立报》的报道亦称 ;

江苏宣布独立后 ,都督府门前悬起“红字白旗一面 ,上书中华民国

军江苏都督府 ,傍有兴汉安民四字”②。前述记载与报道内容一

致 ,而均未提及五色旗 ,可见那面写有“中华民国军 (政府) 江苏都

督府兴汉安民”字样的白旗 ,才是江苏“光复后”“革命政权的标

识”。

在白色旗中加上某些字 (通常是一“汉”字) 或某种图案 ,以为

革命军或革命政权的“标识”,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中并非鲜见。

如榆林地区宣布独立后 ,树起上书“秦陇复汉军洪汉军中间写一大

西字”的白旗 ③;四川军政府成立后 ,“打出的旗帜是白底十八个圆

圈 ,围着一个‘汉’字”④。

那么 ,五色旗是什么时候 ,怎样开始在上海及江浙地区使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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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肖华清 :《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辛亥革命回忆录》(七)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83

页。图片集《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林家有、周兴 、余齐昭编 ,文物

出版社 1991 年版)中的第 289 幅 ,是四川军政府第二任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的合

影 ,二人中间摆放的正是这样一面旗帜。

李文正 :《榆林辛亥革命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32 页。

《民军传檄定苏州 (二)》,1911 年 11 月 6 日《民立报》。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版 ,第 6 页。



流行开来的呢 ?

据笔者所见的材料 ,五色旗是在 1911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共

和联合会大会”上制定的。是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或称各

省代表会)的部分代表 ,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

督汤寿潜 ,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人 ,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集会 ,商

议筹组临时政府之事。会上除了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

帅之外 ,还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①,同

时确定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并在会后将各

旗图案刊布于报端。② 此后 ,五色旗才出现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

作为国旗悬挂。③

12 月中旬 ,沪军都督陈其美发布了关于划一国旗式样的布

告 ,要求各界民众或向军政府指定的商家“备价领取”,或按布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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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2 月 5 日 ,上海商界发出这样一张传单 :“南京、浦口现已一律肃清 ⋯⋯大元帅已

举定黄兴 ,临时政府暂设南京。我沪上商家应于十五日 (阳历 12 月 6 日———笔者)

起 ,一律悬白旗三天申贺。”(《悬旗庆贺之通告》,1911 年 12 月 6 日《申报》) 于此可

知 ,此时商界已得知昨日举黄兴为大元帅之事 ,而可能尚不清楚关于国旗问题的议

定。

《确定中华民国旗式》,1911 年 12 月 8 日《申报》;《中华民国确定旗式五种》,1911

年 12 月 9 日《民立报》。

黄炎培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中华书局 1961 年

版 ,第 66 页 ;袁希洛 :《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

(六)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288 页。从现有的材料看 ,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的最先提议者是程德全 ,并在“共和联合会大会”上得到与会者的赞成 ,成为这个会

议的决议。见谷锺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图书局 1917 年版) ,第 55 页 ;田桐

(署名“江界散人”)《革命闲话》(《太平洋杂志》第 3 号 ,转见张正明、张乃华《孙中山

的民族主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 ,中华书局 1983 年

版 ,第 1812 —1813 页) ;《内务部来函 (致临时参议院)》,《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一

案》,1912 年 5 月 10 日《大公报》;吴景濂《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辛亥

革命回忆录》(八)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412 页。



定的规格“照式自制”。① 而且 ,陈其美向上海商务总会“颁发国旗

五百面”,交由其“转送各号购备悬挂”,并于 12 月 24 日再次致函

商务总会 ,“以各商购旗后有仅悬一二三日者 ,亦有日逐仍悬者

⋯⋯嘱再转致各宝号 ,务将所购国旗照常升挂”。② 此外 ,陈其美

还向其他地区寄送了国旗或国旗“标本”,供其“悬挂”、“仿制”。③

这些情况说明 ,12 月 4 日以后 ,五色旗才开始使用并渐流行开来。

其二 ,“光复各省代表会议议决 ,以此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 ,请

大总统颁布各省”, 是在 1912 年 1 月 10 日 ,而不是在“1912 年 1

月 1 日”。

1912 年 1 月 1 日 ,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到车站欢迎孙中山抵

宁 ,晚间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 ,并未开会。④ 1 月 10 日 ,各省

代表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 ,并即咨请临时大总统“饬部颁布各

省施行”⑤。

其三 ,“北京临时参议院再次议决以此旗为国旗”,是在 5 月 ,

·202·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致大总统书》,《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一案》,1912 年 5 月 10 日《大公报》。关于

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日期 ,刘星楠在《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的

记述为“一月十一日”(《回忆辛亥革命》,第 362 页) 。但各省代表会议在议决以五

色旗为国旗的当天 ,即致函孙中山 ,“请即饬部颁布各省施行”,此函件所属日期为

“元月十日”;此外 ,各省代表会议并有一复临时副总统黎元洪的电报 ,告知已议决

以五色旗为国旗 ,该电所属代日韵目为“蒸”(即 1 月 10 日) ,可知刘文之记述为误。

以上材料均见《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一案》。

刘星楠 :《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编 :《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59 页。

如镇江军政分府 1911 年 12 月 29 日致电陈其美称 :“国旗标本乞再寄下五十张 ,以

便编发各界 ,依式仿制。”(《公电》,1911 年 12 月 31 日《申报》) ;1911 年 12 月 31 日

晚 ,陈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 ,分送各团体悬挂 ,同申庆祝”(《孙大总统赴宁履

任》,1912 年 1 月 2 日《申报》) 。

《国旗应逐日升挂》,1911 年 12 月 26 日《申报》。

《国旗命意》,1911 年 12 月 18 日《民立报》。



而不是“6 月 8 日”。

5 月 6 日 ,临时参议院第二次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即为审议国

旗统一案。议员们意见不一 ,于是决定再付特别审查。①5 月 10

日 ,临时参议院再次审议国旗统一案。当以五色旗为国旗付表决

时 ,“议员全体起立 ⋯⋯拍掌欢呼民国万岁”而获通过。② 此后 ,虽

因袁世凯不同意临时参议院将陆、海军旗缀于五色旗左方上角 ,占

全旗 1/ 4 ,以与国旗相关连的设计 ,而于 6 月 5 日复议一次 ,但未

涉及以五色旗为国旗问题。③ 故“北京临时参议院再次议决以此

旗为国旗”,是在 5 月 10 日 ,而非在 6 月。

　　〔作者李学智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天津 　300073〕

【责任编辑 : 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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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天复议的是《大总统咨交复议陆海军旗式案》,与国旗无关。见《参议院第十五次

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 42 号 ,1912 年 6 月 11 日 ,第 2 册 ,第 347 页。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 14 号 ,1912 年 5 月 14 日 ,第 1 册 ,第

438 页。

《参议院第二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 11 号 ,1912 年 5 月 11 日 ,第 1 册 ,第

411 —4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