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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金冲及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来的，但后来因为担心它会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而抛开了

这面旗帜。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继续高涨，为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纲领做了思想准备，但其中有些人又有着浓烈的狭隘民族主

义色彩。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贡献在于：不仅把民族主义同民主、民生幸福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

的观念，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反过来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是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

作。 

关键词 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 

 

 
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迟云飞 

 
内容提要 清末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内容主要有四项：一、准许满汉通婚；二、

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东三省大量任用汉官，同时裁撤副都统等旗官；三、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司法同

一，逐步实行旗人犯罪，与民人同法律同审判机构。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他地方由

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

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 

关键词 满汉畛域 晚清 新政 预备立宪 东三省 旗民生计 

 

 
“国民”之发现 

──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严昌洪 

 
内容提要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

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

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关键词 国民 国民公会 拒俄运动 

 

 

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刘克祥 

 

内容提要 1927—1937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1932年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

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

繁，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明显的马鞍形。1934年是

鞍底，1932、1936年为鞍峰。但最高年份为1932年，而非通常说的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



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关键词 农业生产条件 经营规模 耕作制度 作物产量 

 

 
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 

 
吴景平 

 

内容提要 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银两制与银元制的并存，是钱庄业得以维系其传统优势与特权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

上海银行业便就废两改元问题与钱庄业协商，但后者始终持消极态度。1932年上海银行业与钱庄业之间围绕是否实施废两改元问题爆发了

激烈的争辩，由于银钱业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既定方针的导向，上海银行业取得了优势，得以参与拟订废两改元方案，但这

场争辩客观上也为国民政府实施对银行业的统制做了相应的准备。  
关键词 银行业 钱庄业 废两改元 

 

 

试论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 

 
崔志海 

 

内容提要 1903年的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虽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为扩大美国在华投资和贸易提供了某些条约保障，但由

于清政府国权意识的增强，该条约在主要方面并没有实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目标，也不一定都对中国的利益构成危害，甚至在某些方

面较诸以前的不平等条约有所改善。  
关键词 清末 商约谈判 中方代表 美方代表 

 

 
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 

 
龙盛运 

 

  内容提要 在咸同20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勇营军不仅逐渐取代经制军成为清军主力，且出现守旧、创新、改良三种类型，其中创新

型湘、淮军虽然对内战的逆转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营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些地区，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

营军史研究中，却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

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  
关键词 晚清军制 勇营 

 

 
松沪护军使辨名 

 
李学通 

 
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曾在上海地区设置护军使一职，为该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许多权威的中华民国史著作，都将其确切名称

写作淞沪护军使，“淞沪”之名似已成定案。但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当时的《政府公报》，就会发现其实不然。  

自民国2年松沪护军使设立，至民国14年裁撤，有关该护军使、镇守使的历次任免，《政府公报》均有明确记录。在大总统令及临时

执政令中，都明确记载为“松沪护军使”、“松沪镇守使”，而从未有“淞沪护军使”或“淞沪镇守使”一说。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檀江林 

 

2001年5月28至30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发起，南京太平天国

历史博物馆承办的“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发

扬罗尔纲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出席代表80多人，提交论文7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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