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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20世纪初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研究：政治―――“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 作者 ] 杨宏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摘要 ] 1910年代（1910~1919）覆盖了自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自民国成立再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军阀纷争社会动荡、现代经济较快发展、思想文化流派纷呈的历史时期，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对

1910年代中国研究的深入，并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民国历史，2006年8月25日~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北京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 关键词 ] 中国政治;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1910年代（1910~1919）覆盖了自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自民国成立再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军

阀纷争社会动荡、现代经济较快发展、思想文化流派纷呈的历史时期，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对1910

年代中国研究的深入，并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民国历史，2006年8月25日~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

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北京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20世纪之初中

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1910年代的中国政治是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提交会议的不少论文涉及到与此相关的诸多

问题，其中关于民初政治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朱宗震，剖析了民初革命党人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他认为，民国成

立后虽然采用了议会民主制，但政治上年轻幼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不是根据客观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

去认识形势，而是按照议会民主制的规则和原理，主观地判断形势，制订了错误的政策，最后导致自己的惨重失败。台北大学李朝津，考

察了民初有关共和民主政制的论争。他认为，论争的特征首先集中在政治结构上，即国会、内阁以至总统的功能与角色；其次是法律观点

占有十分重要的比例，宪法之争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再次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论争虽没有结果，但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后仍引起无数

纠纷，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辛亥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较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

治影响，也颇遭争议的政治口号。四川大学杨天宏，对同盟会因应形势，从“革命党”蜕变为议会政制下的“政党”，又在对这一口号连

续不断的批判中回归“革命党”的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党及民主宪政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探讨，认为既有的批判包含着对于该口号

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在政治实践层面，反映了在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思想建设的滞后性；在学术研究层

面，则直接影响到历史事实重建的准确与完整。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则提出，应扩大视野，多角度、多层面地看待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京

政府，以更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民国历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汪朝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

面的府院之争为研究主题，讨论了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是对当时北京政治多重面相研究的深化。他认为，总体而言，北京政治格局的

常态是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各有分际，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凸显，唯独府院之争是个例外，实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之所以

如此，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但民国政治的实力原则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经过府院之争的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

主导的常态，但内阁主导正逐渐向武人主导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朱英，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

的冲突。他认为，民国时期的所谓议会制度尽管从表面上看已经建立，但实际上议会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加上议员自身各方面素质的

限制，致使议会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通过对1910年代新国家建立过程中制度选择的研究，认为国际环

境、时代背景、清末以来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地方性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新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选择更加复杂多

变；地方主义、联邦主义为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建构增添了新的制度选项。韩国岭南大学孙承会，以淸末民初的河南为中心，详细分析了

地方治安组织的成立和性格，以揭示民国初期国家建设的真相。四川师范大学黄天华，则以1917年~1918年的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分析

了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介绍了现存蒋介石日记的整理、刊布情况，肯定了蒋日记在研究蒋的生平、活

动以及近代中国许多政治内幕及其决策过程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也指出蒋日记的真实性问题，并提出对蒋介石研究应转到学术领域。此



外，与会学者还就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过程中的失误与失败问题、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的约法问题、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

代表联合会的关系问题、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以及北京政府时期国庆日的确定和国庆活动的情况和冯玉祥与护国战争的关系等问

题，予以了考察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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