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55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动态信息 / 期刊集刊 / 《近代史研究》 / 《近代史研究》目录与摘要 / 1988年《近
代史研究》目录与摘要 

1988年《近代史研究》目录与摘要

2005-12-14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近代中国研究网    点击: 1791

1988年第6期 

 1988年第6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4:21:59      
1988年第6期 
 
 
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嬗变轨迹的新探寻 
──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评 
 
姜义华 
 
  1912年至1949年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旧嬗替，是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五千年未有巨变的

继续与深化，是经济、政治、社会大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这段历史很

少有人问津。问题自身的复杂与曲折使人望而却步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恐怕还

是缺乏对这些同当代关系特别密切因而特别敏感的课题进行严肃的科学探究的适宜环境。可喜的

是，近十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变。 
 
 
戊戌维新与传统儒学 
 
汤志钧 
 
儒学对中国政治起过深远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显著地位。 
中国近代史上的先进人物，为使中国人民从封建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为接受近代科学文化创造

条件，都曾对儒学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总结。 
  然而，他们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学；冲击了旧传统，又不能摒脱儒家的羁伴。戊戌维新时期

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这样。 
一 
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再论同盟会的成立 
 
何泽福 
 
  我对同盟会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基本看法，起初写在《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一书里。由于体例所限，未能作详细说明，随后便写了《同盟会成立新论》一文。

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撰写专文，对有关问题作

了进一步考证；有的如桑兵同志则说我的观点并不新奇，而且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为了弄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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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会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我想对有争议的问题再谈些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同志们。 
 
 
熊成基谋刺载洵辨析 
 
朱兰亭 徐凤晨 
 
  熊成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先后参加过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光复会，发动和领导

了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后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继受同盟会总部黄兴指派，冒着悬赏缉

拿的危险，回到祖国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不幸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英勇牺牲。 
为什么熊成基被清朝政府逮捕？以前不少报纸、刊物、著作几乎都认为系因谋刺载洵事泄所致，

至今有些论著仍然沿袭此说，如颇有影响的专著《辛亥革命史》写道：“1910年1月，熊成基在

哈尔滨谋刺载洵，因臧贯三出卖，被捕遇害。”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杨天石 
 
  不少日文资料都提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对于此事的真伪，

日本学者山西四郎、久保田文次、藤井昇三等人已作过很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藤井昇三，多年来

孜孜兀兀，发现了不少重要资料。本文将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本人发现的材料，对这

一问题进行介绍和考察。 
1912年森恪与孙中山的会谈 
 
 
蒋介石与广东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 
 
曾庆榴 
 
  1925年春季和秋季，广东革命政府先后两次出兵东江（包括广东的惠州、潮汕和梅县三个

地区），讨伐军阀陈炯明。这两次东征，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举行的，以铲除广东革命政府的敌

对势力、打倒地方军阀和保卫工农运动为主旨的一场革命战争。它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史上的一

页重要篇章。 
  两次东征都与蒋介石有关系。第一次东征时，蒋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率领黄埔军校教导

团加入东征右路军；并以粤军参谋长的身份，参与指挥东征右路军。 
 
 
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 
 
吴景平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中国

进行了一系列经济调查，参与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重大财政金融事务。分析李滋罗斯中国之行，

有助于我们从经济问题入手来研究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并把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错综复杂的中

外关系。 
一 
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发韧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吁请提供财政援助的要求，以及英国财界实业界敦

请英国政府奉行较积极的对华方针的压力。 
 
 
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述论 
 
孙果达 
 



  国民党政府在成立后的10年内，为了维持与巩固其统治，曾聘请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工

作，并通过这些顾问发展了与德国的双边关系。德国军事顾问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发展与中德关

系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中德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本文试图作一评述。 
一、聘请德国顾问的原因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曾在北伐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苏联军事顾问全部被迫回国。蒋介石为了尽

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嫡系部队，以维持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立即着手寻找新的外国军事顾问。 
 
 
19世纪下半叶的九龙中国海关及其有关交涉 
 
刘存宽 
 
  香港长期是对华走私中心，尤以鸦片为最。1858年以来，鸦片进口“合法”化，鸦片税及

其它商品的进口税成为清政府及地方当局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港英当局无视条约义务和

国际道义，继续纵容港商走私，从中大肆渔利，使中国财政遭受重大损失。这就迫使清政府在香

港附近设立税关，对鸦片等物征收进口税及厘金。港英当局及香港商界对九龙中国税关的设立竭

力反对，大叫特叫中国“封锁香港”。 
 
 
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 
 
王永年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下，汉口的商业发生了

深刻的演变。这种演变，一方面构成了晚清汉口的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影响

和制约着这个进程的发展。而这种演变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格局，则又是艰难曲折的晚清汉

口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一 
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之处的汉口，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道交通，作为一个新

兴的商业城市，至鸦片战争前，已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述评 
 
冯 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在敌人严密封锁、猖狂破坏的局势下，要象战前仅依

靠商人的力量，经营对外贸易，已绝无可能。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经济需要，乃设立贸易委员

会，制定并实施战时贸易管制政策。对战时贸易管制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情况，一些经济史专著里

有所提及，但多是一带而过，并全盘否定。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评述剖析，不当之处，恳请读

者指正。 
一、贸易管制机构沿革 
 
 
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 
 
徐万民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贸易，是远东两个反法西斯大国──中国与苏联之间友谊的物质体现。

当时，两国政府求同存异，力图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维护

国际和平的斗争中相互支援，开创了中苏关系史上十分珍贵的篇章。 
本文拟重点考察中苏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方面，不准备多作贸易专业问题的探讨。 
一、中苏贸易的政治基础 
 
 



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 
──答刘仲麟同志 
 
朱玉湘 
 
  刘仲麟同志《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一文（本刊1987年第4期）对拙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提出了商榷，个人颇受启发。今天看来，我

1963年发表的上述论文，主要缺点是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田赋征实的评价不够全面。着重揭露国

民党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对人民的掠夺性，是必要的。但是，应当肯定国民党政府通过田赋征实与

粮食征购，充裕了战时财政，使政府较有把握地解决了军粮与公粮的供应，有利于稳定中国抗战

的局势。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对中共的影响 
 
管文虎 
 
  “布尔什维克化”就其本意来讲，就是马列主义化、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

化”口号对中共起过良好的作用，但也有很明显的消极后果。 
一 
“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是1924年6—7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五大

指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并且

说，“只有随着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真正变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才会不是在口头上，而

是在实际上变成为贯穿着列宁主义思想的、统一的、世界性布尔什维克党。” 
 
 
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长征的时机选择 
 
赵 蔚 
 
 
陈独秀为国民党设计的一条“正轨” 
 
贾立臣 
 
 
关于林则徐一封重要信札的写作时间和地点问题 
 
胡京春 李 力 
 
 
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陶文钊 
 
1988年7月25日至29日，由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

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全国第二次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举行。全国各地

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美国史的教学、研究人员以及档案工作者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提

交论文共38篇。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美文化关系。 
一、从“九一八”到太平洋战争 
 
 
华北地区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简述 
 
言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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