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要闻综览 >> 最新消息 >> 文章正文

“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热      【字体：小 大】

“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作者：huangcs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持召开的“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
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8月26日至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60多位学者与会，
会议围绕191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8月26日（上午） 

9:00－9:20  开幕式 

9:40－11:50  第一场 

8月26日（下午） 

14:00－15:40  第二场 

主持人  致词嘉宾  地点  

侯德础  近代史所所长步平致辞  近代史所二楼会议室  

组别  主持人  报告人  论文题目  评论人  地点  

A 侯德础  

朱宗震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教条主义的思维模

式                         
陈三井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A 

李朝津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首次民主实

验 
陈廷湘  

杨天宏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治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

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张玉法  

李学智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 章  清  

B 曾业英  

杨天石  
蒋介石日记与蒋介石研究    

                                
徐思彦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B 

刘敬忠  

潘  荣  

冯玉祥与护国战争：兼析其在《我的生活》中有

关自述 张华腾  

刘家峰  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 王东杰  

孙  江  土匪政治：从档案史料看民国初期华北的土匪 张  鸣  

组别  主持人  报告人  论文题目  评论人  地点  



16:00－17:40  第三场 

8月27日（上午） 

8:30－10:10  第四场 

A 杨天石  

张华腾  
多角视野下的北京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

述评                 
曾业英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A 

汪朝光  

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有关黎元洪与段祺瑞府

院之争的研

究                                                    

李朝津  

朱  英  
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

会弹劾省长案为例      
王续添  

B 
陈三井  

 

森时彦  
1910年代的中国市场与日本棉纺织工

业                             
吴景平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B 吴景平  

邹晓昇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初期的组织制度和运作 森纪子  

陈谦平  
民国初期英国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以企业注册

和英商公会为例    
廖大伟  

组别  主持人  报告人  论文题目  评论人  地点  

A 朱  英  

廖大伟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 黄春生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A 

臧运祜  
辛亥独立各省军政府的约法之研

析                                        
森时彦  

王续添  地方主义联邦主义与新国家建构中的制度选择 胡  成  

B 杨天宏  

章  清  
民国初年的思想

界                                               
石川桢浩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B 

吴炳守  
民国初期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之

形成                 
德里克  

陈廷湘  
清政府处理辛亥铁路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

保路运动为重点的研究 

 

杜继东  

组别 主持人  报告人  论文题目  评论人  地点  

 

 

A 

 

 

森时彦 

王奇生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

视

点                                           

孙  江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A 

石川桢浩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 左双文  



10:20－12:00  第五场 

8月27日（下午） 

14:30－17:30  圆桌会议及闭幕会 

 

左双文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

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朱宗震  

 

 

B 

 

 

吴景平  

森纪子  从牛肉市场看1910年代的青岛 徐秀丽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B 

 

王  川  民初西藏拉萨汉人社会生活研究 张永攀  

黄天华  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

纷的考察 
陈谦平  

孙承会  1910年代河南治安组织的成立及其性格 王  川  

组别 主持人  报告人  论文题目  评论人  地点  

A 

 

 

陈谦平  

左玉河  从函夏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 朱  英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A 

王东杰  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会：四川大学历

史学科的发展 
左玉河  

蔡朝晖  《申报》广告与五四时期上海社会认同与商人心

态 
李长莉  

B 

 

 

张  鸣  

 

孙彩霞  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            

                            
李学智  

近代史所二

楼会议室B 

 胡  成  合作中的反抗：华人社群与外人市政当

局                              
杨天宏  

许冠亭  国民外交协会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 刘敬忠  

主持人  主  题  地  点  

汪朝光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及其他  近代史所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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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文章： “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 下一篇文章： 第四届两岸三院信息技术应用与交流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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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图书馆开馆时间 
●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名单公 
● 中日外长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 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将于 



● 近代史所承担中日共同历史研 
●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学 
● 郑大华《民国思想家论》一书 
● 龚书铎：《地方性流动及其超 
●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 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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