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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夏春涛 

 
内容提要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在频繁选美的同时，却又借助于严刑峻法，继续推行隔绝男女、拆散家庭的政策，规定

即使夫妻同居也是死罪，使得两性关系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导致广大军民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日益滋蔓。弛禁后，太平天

国推行严判上下尊卑的婚姻政策，同时仍然强调严男女之大防，严禁异性在婚姻之外稍有混杂，但总的来说局面已日趋失控。围绕婚姻等

问题所引发的事态和变化是太平军军纪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对其战斗力的消长和军（官）民关系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它又

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太平天国时代，洪秀全等人根本不可能萌发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或男女平等意识。  
关键词 太平军 婚姻 严别男女 女馆 多妻制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刘 巍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

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

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

“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

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

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

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关键词 胡适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范式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冯筱才 

 
内容提要 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

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以“五四”、

“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减

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

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

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者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  
关键词 罢市 抵货运动 商人 利益 

 

 
贝思福访华述论 

 
戴银凤 



 
内容提要 贝思福应英国商会联合会之聘，于戊戌政变结束不久来华考察商务情形。他在通商口岸作了广泛考察，除会见外国驻华

外交官、商务代表外，还与中国的官绅商界广泛接触，向他们提供改革建议。100天后，贝氏取道日本、美国回国。在中、日、美访问期

间，他始终鼓吹英、美、日、德建立商务同盟，实行门户开放，共同保全中国，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以保护英商利益。他的对华政策构想

遭到英国政府的反对和主张在华攫取租让权的英国人的鄙视，不过，在日本却反响强烈，日本官绅商界都希望贝氏主张能付诸实施。贝氏

的中国政策建议颇受中国各界注目。中央大员、地方督抚起初普遍对贝氏的练兵建议感兴趣，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最后他们都抛弃了贝氏

的练兵方案；中国绅商界热烈拥护贝氏主张，希望由英国人助华练兵和管理财政金融等。  
关键词 贝思福访华 四国同盟 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封锁香港”问题研究（1868—1886） 

 
陈新文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期，粤港洋面鸦片走私猖獗，对中国关税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中国政府为此在香港周边地区广设关卡巡船，专

责查缉走私。但港英政府和商界诬蔑中国政府的正当行动是对香港的“封锁”。“封锁香港”问题由此产生。“封锁”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海关主权

之争，鸦片税收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清政府在维护国家关税主权、挽救经济权益的抗争中，最终滑向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经济利益的

错误道路。  
关键词 鸦片走私 封锁香港 中英关系 

 

 

200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张海鹏 

 
一、政治史 

2001年恰逢太平天国运动150周年与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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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0月份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在

一系列纪念活动与学术会议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的研究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但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依然显得冷静。研究者的兴趣仍然集中

在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谢 维 

 

2002年8月21日至23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本次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

门中西创新学院和美国黄兴基金会共同主办。来自海内外的约1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90篇，涵盖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说来，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1）普遍

重视发掘新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2）一些“老”的问题得到了新的研究。（3）采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去提

出、分析和尝试解决新旧历史问题。（4）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一些过去被认为处于革命或现代化进程之外的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

野。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全部论文，而仅就部分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及其澳藏原刻本 

 
王庆成 

 

《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是太平天国文献中一本很值得研究的书，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十一月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

凡，教导并要杖责天王洪秀全的经过。这本书当年由太平天国出版，但似不为当时的对手──清朝将帅所见所知。奉曾国藩檄委搜集“贼情”

而编成的《贼情汇纂》一书，只在“首逆伪天王洪秀全事实”中记：“秀清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

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这是《贼情汇纂》的主要撰稿人、曾与太平天国中人多有交往而从南京逃出的程奉璜

述说的，事实基本无误。但所记“伪书”书目中并没有列这本书，更未有其内容的著录；太平天国失败后，文籍被毁殆尽，它更不为时人和

后人所知。直到70年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程演生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发现这本书，把它抄录传回国内，编入他在海外搜辑

的《太平天国史料》（第1集），才首次为学人所知晓。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日〕伊原泽周 

 
一、前 言 

黄遵宪（1848—1905）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官，随同首任公使何如璋于1877年12月到达东京后，以其诗文与日本朝野人士交

往，悉心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近代日本国情，未及两年完成《日本杂事诗》一书。该书于1879年孟冬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出。黄

在该书自序中说：“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

其新政，辄取杂事，衍为小注， 之以诗，即今之杂事诗也。”由此可知《日本杂事诗》是后来《日本国志》的“母体”。 

 

 
郭嵩焘与万国公法会 

 
张建华 

 
作为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位常驻使节，郭嵩焘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国际法，他与国际法学术团体的联系与交往也很引人注

目。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徐中约，他介绍说：中国在西方世界建立公使馆之后不久，即被邀请参加国际法改革和编纂协会

（theAssociationfortheReformandCodificationoftheLawofNations）的第6次年会（1878）。该协会1873年成立于布鲁塞尔，在1876和1877年的

第4次和第5次会议期间，表现出了欲将国际法推广至远东的极大兴趣。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 

 

左双文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为因应对外交涉的迫切需要，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

会”（以下简称“外委会”），作为临时性外交决策机构。该机构的运作是此一时期南京政府决策活动的一个重要侧

面。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注意到外委会的，似乎还不多。笔者拟就外委会的若干问

题，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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