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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内容提要  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学潮不断。面对学潮，蒋介石一向态度僵化，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惟恐被中共所利用。

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更不免反应强硬，往往大打出手，造成惨案。对此，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

授们虽不以为然，又无可奈何，只能亡羊补牢，居间调和，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但随着类似事件频频出现，一些国民党人由抱怨

不满，到逐渐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几不可免。从国民党人在“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即可一窥其端倪。 

关键词  国民党、学潮、“一二·一”惨案 

肖朗  施峥：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 

内容提要  1901年创立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也是清末最大的警察教育基地。虽然京师警务学堂聘用了一批日

本教习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并由川岛浪速担任监督（校长），但其主权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

警察教育机构，京师警务学堂为清末各地警察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和警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教习  京师警务学堂  清末警察教育 

余子侠：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 

内容提要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寇操纵和控制伪华北政权先后制订一系列的留日奴化教育政策，设法使留日教育在一种改变了质味的形态

下得到缓慢推进，企望借此造就出全面彻底地贯彻执行日本全面亡华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目的的高级汉奸和奴化知识人才，并

由此带动整个华北沦陷区的教育事业走上整体日本化——全面奴化的不归路。 

   关键词  伪华北政权  留日教育  奴化 

许建英：试论杨增新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1912—1928） 

内容提要  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在杨增新时期最有特点，可分为三个阶段：1912—1917年为平稳运行阶段，1918—1926年为快速发展

阶段，1927年后步入衰退阶段。在对新贸易中，英商通过发放高利贷、抬高商品价格和贩运鸦片等手段谋取暴利。英国与俄/苏在对新贸

易方面既有合作和互相利用，也有竞争和矛盾，甚至走向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仅源于英苏双方的经济利益，更源于它们期望在新疆取得的

政治利益。 

关键词  杨增新  新疆  英新贸易  俄/苏新贸易 

吴滔：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内容提要  明清鼎革以降，“一田两主”制对江南地区城乡格局的重组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在“一田两主”制下，居城的地主士绅与农

民之间只剩下土地租佃的关系，日常生活已没有较紧密的往来，主佃的居住空间可以不在同一地点。如何协调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利益愈显

重要，与此相关的应对策略和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地主”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的“在地性”，进而对清代江南的城

乡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以后，随着抗租事件的不断增多，业主更愿意选择类似租栈的专门收租机构进行收租，由此导致

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 

关键词   清代  江南  一田两主  城乡关系 

梁尚贤：“彭湃把持农民部”说的辨析——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所藏档案为中心 

内容提要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指控农民部秘书彭湃在彭素民、黄居素、廖仲恺三位部长任内把持一切部务。其时国民党中央

各部实行的是部长负责制，农民部的办事细则规定“部长统理部务”，“秘书勷助部长整理部务”。彭湃作为部长的助手，是在其分管的

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彭素民、廖仲恺两位部长都是尽忠职守、事必躬亲，并未放弃其部长职责而放任秘书把持一切。黄居素是“总理手

谕”免去代理农民部长，并非彭湃排挤走的。邹鲁的指控是错的，应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关键词  彭湃  彭素民  黄居素  廖仲恺  农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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