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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曾业英 

 

内容提要 蒋介石取得了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从军事学的角度说，主要是蒋介石对这次战争的整个军事谋略的运用的成功。战

争爆发前，他留出一定和平斡旋空间，坚持后发制人，给人以被迫应战的印象，为其后来的军事行动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

发之际，他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争取友军、瓦解敌军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他又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

战术，有效地遏制了冯玉祥的攻汉决心，保障了武汉的安全，为湘粤各军最后攻占桂系大本营广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 蒋介石 讨桂战争 “湘变” 冯玉祥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 

 
王奇生 

 

内容提要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

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

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

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

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

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关键词 国民党 知识青年 基层组织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虞和平 

 
内容提要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

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

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

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

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

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商人外交 民间经济外交 

 

 

19世纪下半期中国知识界的国际法观念 

 
田 涛 

 

内容提要 19世纪下半期国际法的输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晚清知识分子以开放的心态肯定了国际法的现实

意义，以传统文化中的天道思想阐释西方国际法所浸透的自然法观念，强调和尊崇国际法的理性精神；并在国际法的启发下，产生了最初



的国家利权观念与主权意识。但在19世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残酷的民族生存现实使知识界长期为国际法是否可恃所困扰，其国际法观念

始终处于矛盾状态，妨碍了他们对国际法做出最终的肯定性评判。  
关键词 晚清 知识界 国际法观念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葛夫平 

 
内容提要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

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

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

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

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法国 对华外交 

 

 

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黄岭峻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促使中国思想界从30年代起出现了颇

具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倡导者既有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均试图以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

尖锐的社会矛盾，把“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导致其后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也引起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与

其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的思考：“计划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思想界 “计划经济”思潮 

 

 
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 

──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 

 
刘家峰 

 
内容提要 由于农业具有和医学、教育同样的传教价值，早期农业传教士根据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的国情，针对中国教会一贯重视

城市忽视乡村的策略，提出了“教会乡村化”的主张。这一主张激起了部分教会对农业的极大兴趣。本文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讨论

了教会与金大农林科为实现教会乡村化而进行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的过程。在教会乡村化和乡村基督化的背景下，农业科技成为传播基督

教的媒介，基督教充当了传播农业科技的主体，对近代中国农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 基督教 农业传教士 农业科技传播 金陵大学农林科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吴义雄 

 
内容提要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

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

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

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

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关键词 新教传教士 《圣经》中译 译名之争 修订会议 

 

 
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 

 
戴东阳 

 
内容提要 康有为《突厥游记》的稿本和刊本是同一题目下的两个文本，刊本已将反映稿本主旨的政教风俗部分彻底改写。这种改

写，体现了康有为政治思想从清末到民初的变化，即由清末认同并试图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立宪，到转而否定以至诋毁之，并将兴趣



点转向土耳其历史的另一层面即政教合一问题。康氏因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而改变其对外国历史的褒贬取舍，这在他生前刊发的其他游记

中，也并不少见。  
关键词 康有为 突厥游记 文本考异 

 

 
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 

 
刘增合 

 
内容提要 本文在以往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研究的基础上，从广义媒介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舆论空间的扩张问题。文章注

意到关注近代文化和精神系统对开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所以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

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有机联系；文章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

文化精神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着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

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媒介形态 公共领域 互动性质 

 

 

“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徐秀丽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我们与这个年份渐行渐远，历史的尘埃慢慢落

定，围绕这个年份所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经过、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49年，逐渐成为我国史学工

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2000年新年前后，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学术关怀的集中体现。 

 

 

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郑起东 

 

1999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质升量增的态势。全年论文为415篇，较1998年猛增42．6％。低水平重复和文章“克隆”现象均有所收

敛，而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现将其主要特点分述如下。  
一、跨学科研究蔚为时尚 

1998年，吴承明先生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有的学者既而主张要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但同

时应该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及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

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 

 
李 玉 

 
湖南时务学堂到底招收过多少学生，史界有多种说法：曾是该学堂学生的唐才质称该学堂“共师生二百余人”；曾掌教该学堂的梁

启超说，他在时有学生40人；汤志钧先生称，“时务学堂招考三次，第一次取学生四十人，第二次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

生七名，第三次取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备送北洋学生十名”；周秋光先生称，“时务学堂共招收三批学生，合内课、外课、

附课诸生共计203名，住堂肄业者116人左右”李喜所先生称时务学堂共招生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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