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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瞿秋白 

  
一、北京屠杀后，反动潮流随英日吴张之战胜而日益高涨：京津鲁奉军的蹂躏，国民军之困守南口；吴佩孚的利用红枪会夺取河

南，压榨湖北人民，进窥长沙（叶开鑫）；孙传芳之利用傅筱庵，稳定上海买办阶级之统治……帝国主义的法权会议、关税会议停顿，指

使颜惠庆内阁实行大卖国计划，虽未成功（现时在阁内部冲突），然而假仁假义的让步政策已经用不着了。 

二、但是反动势力内部早已开始裂痕，英日之间争夺北京政权的滑稽剧开幕已久；奉系军阀之下张宗昌、杨宇霆之间的争执也很显

露；直系军阀的崩溃尤其明显，孙传芳及所谓新直系的暗抗吴佩孚，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张江明 

  
彭湃是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和领袖人物，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战士。他在青年时期就追求真理，较早地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艰苦深入地进行农民工作，曾经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农会和苏维埃政

权，并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他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写下了不少关于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的论著，对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发展作出了

杰出贡献。 

  

  
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 

  
徐义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曾经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较为坚决的斗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这场

革命斗争中，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并且形成了某种行之有效的反帝外交策略，即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帝国主

义侵华势力，分化帝国主义反华联合战线的策略。 

一、反帝外交策略的制定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曾有所谓“领袖公使”的设置。所谓“领袖公使”，原为礼仪之设，但后来“领袖公使”的活动范围，竟被

各侵华国家扩张到某些重要的外事交往中，形成联合干涉，给侵略者施展侵华外交带来方便。 

  

  
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 

  
李明三 

  
如何看待武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党内一些同志对此进行了

大量的探索，作出了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上来看，当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是不足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本文

拟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红枪会 

  
罗宝轩 

  
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压迫，曾揭竿而起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红

枪会，就是这种反抗斗争的组织形式之一。 

一 

红枪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初是农民为抗捐抗税，反抗军阀的暴敛及土匪败兵的骚扰而组织起来的半武装自卫团体。其历史源

流可追溯到白莲教和义和团的流派。除了红枪会外，还有白枪会、绿枪会、黑枪会、天门会、硬肚会等等各种名目，其性质大体相近，都

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以揭符念咒练功耍拳作为组织联络的手段。 

  

  

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的丰碑 

  
李安葆 

  
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两年英勇卓绝、艰苦曲折的斗争；沿途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

截，克服了雪山草地等无数自然险阻，战胜了党内左倾与右倾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之后，终于以一、二、四方面

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而宣告结束。会宁会师，是三支长期被敌人分隔的主力红军的一次空前团聚的盛会，是伟大长征取得最后胜

利的光辉里程碑，“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能设想的。” 

  

  
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 

  
吴根樑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根据日本政府对华新方针，对退隐在北京的北洋军阀直系著名首领吴佩孚，开展劝降活

动，以促其出山，收拾时局。这项“吴佩孚工作”，从一九三八年八、九月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多，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吴佩

孚突然死去才告结束。它是日本战时对华推行诱降政策的重要一环。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中内情，多不了解。 

  

  
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 

  
邵云瑞 李文荣 

  

1935年6月—7月间，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所谓“何梅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国

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证之一。但是，从当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到今天的台湾当局，一直否认该协定的存在，想以此开脱历史罪责。

另外，史学界对该协定的某些提法，诸如对它出笼方式的称谓、时间的标明、内容的表述等等，也有一些混乱和不尽妥当之处。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郭毅生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

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

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

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只称“佃户”，而不得称为“粮户”。 

  

  
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 

  
〔美〕汪荣祖 

  

引  言 
戊戌变法为晚清极惊心动魄的一幕，亦可说是满清帝国存亡的一个转捩。假如变法有成，中国未尝不能步武彼得的雄图，明治的富

强。但是戊戌百日维新来得骤，去得也迅，以悲剧收场。近代学者探究此事，莫不孜孜于其失败之由，或谓帝后之冲突，或谓新党操之过

急，或谓袁世凯卖主求荣，或谓有国际之背景（联俄派胜联英派），都言之成理，有所依据。但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似尚未有



系统的解释，本文乃就此一问题加以述论，略进一解，并无意屏弃前人所说。 

  

  
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 

  
吴桂龙 

  
地方自治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至今还相当缺乏。 

清末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即已发轫，为全国首倡。本文准备就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发生原因、机构性能

及阶级性质等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经过及其机构性能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发始于1905年，一直延续到1914年，前后共达十年之久。 

  

  
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 

  
邱 捷 

  
粤商自治会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广东资本家的一个政治性组织，这个组织领导过几次反帝斗争，又相当积极地参与了立宪运动，它的

一些骨干人物在辛亥广东独立时也起过一些作用。研究一下这个组织，有助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资本家的动向。 

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人即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家组成。它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是广东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和资本家投身政治运

动的表现。 

辛亥革命前，广东是国内工商业最繁盛的省份之一，商业的繁盛更为突出。 

  

  
从沈家本的奏议和修律看他的法律思想 

  
李光灿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著名法学家，是清末法制改革的倡导者和法制革新派首领，是我国近代启蒙的法理学家。他留

给后人的法律文化遗产是极为丰富的。 

沈家本（1840—1913），清代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字子惇，别号寄簃。光绪年间进士，历任天津知府、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

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他收集我国古代法律史料，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又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奏议废止凌迟、枭首、

戮尸、缘坐、剌字等酷刑，禁止刑讯。 

  

  
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 

  
林文照 

  
中国科学社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群众性科学团体。它成立早、规模大，曾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过积极的

贡献，在我国现代科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于国内国际都有较大的影响。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历史表明，一个有效能的科学组织，对于现

代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对中国科学社的历史功绩作出正确的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作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我国

科学事业的借鉴。 

  

  
访英简记 

  
丁名楠 杨诗浩 

  

根据中英文化交流协定，我们于1981年9月前往英国进行学术考察，同年12月返回北京，在英国逗留了3个月，主要的活动地点在伦

敦，并到牛津、剑桥、曼彻斯特、里兹、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地作短暂的停留。这次在英国主要是访问英国国家档案局等单位，了解那里

收藏有关近代中国历史档案的情况，此外还参观英国著名的大学和图书馆，考察英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现状，并会见一些英国学者和朋

友。 

  

  
外国和台湾的“红枪会”研究 

  



申仲铭 

  
红枪会运动的研究，在邻邦日本一向是被注意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有上海同文书院出身的田中忠夫，最早就和中国的农村

经济研究者合作，在1926年前后对红枪会的情况作了些调查研究工作，也发表了一些文章。1930年他出版了《革命支那农村之实证的研

究》（众人社）。号称“支那通”的长野朗和末光高义，他们在1932年至1938年间于大连的《满洲评论》上发表了些有关红枪会的文章。 

  

  
洪秀全“斩邪留正”概念考释 

  
沈茂骏 

  
洪秀全什么时候提出“斩邪留正”？这个概念的内容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洪秀全思想的发展过程。 

据洪仁玕说，洪秀全早期写过《斩邪留正》、《剑》等一系列反清诗篇。笔者对这些诗有过粗略考证，认为这些诗仅见之于洪仁玕

的一些传述而且前后互异，诗中某些思想内容和字句不属于洪秀全而是属于洪仁玕的，诗的风格特点与洪秀全著作中的诗篇也不一致，而

与洪仁玕诗则大致相同，故认为这些诗是洪仁玕的伪作。 

  

一九八一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