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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 

一 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 

  

回顾近40年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不禁感慨系之。从整个近现代史研究领域
看，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似乎尚属薄弱，然若与它自身进展的速度相比较，却又颇令
人欣喜。以各方面的成果为例，建国以来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约600余篇，其
中1980年以前的30年仅为130余篇，而近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是前所不能相比的（第二、三部分详述）；而北洋军阀史专著的出版和有关资料
工作的逐步进行，则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正在扎实、全面地展开。 

资料是科研建设的基石。要进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就必须有信而可征的资料储
备。近年来，由于改变了过去资料工作被漠视的状况，北洋军阀史资料的整理、刊
布工作进行比较顺利，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这是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
要方面。 

作为史学研究可靠性最大的第一手资料应是历史档案，但长期以来，因种种缘故造
成档案资料得之甚难的状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资料即以10万件
计，可谓数量浩繁。1957年，该馆编印了内部发行的一套《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
编》（油印本），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中间一度陷于停顿，从
70年代末开始，该馆同志又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正在整理编辑出版两套资料。一套
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自1979年起已正式出版发行第一辑《辛亥革
命》、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第三辑《从广州军政府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等。
另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按不同专题陆续出版了可供史学研究的
宝贵资料，如《白朗起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北洋
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等。同时，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合办的《历史档
案》杂志及其后分出的《民国档案》从创刊以来，陆续公布了不少有关北洋军阀史
的历史档案资料。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凯被炸案》、《“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
组》、《袁世凯等有关张振武案的电文一组》、《北洋政府处理日本在延吉等地非
法设警文电》、《民国初年日本制造奉天挤兑风潮档案选》、《张敬尧在吴佩孚撤
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杨宇霆破坏曹锟贿选与各方来往信函》、《北
洋政府镇压奉天声援五卅运动函电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出版的
《近代史资料》也刊布了一些历史档案资料，如有关赣宁之役、南北议和、张勋复
辟、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北洋军阀私人财产等资料都甚有参考价值。 

除历史档案外，当时的报刊杂志及当事人私人笔记杂著也是重要的史料。近年来，
民国时期发行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影印本的复制，可使人了
解当时社会面貌的不同方面。特别要提到，持续40余年的《东方杂志》是旧中国历
史最久的综合性杂志，其中不乏宝贵史料和时人评论可资参考，近年亦已影印复
制。这些都给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私人存档的发掘，也使我
们看到一部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近代史资料》曾刊出的。《李廷玉所存电
稿》、《徐树铮电稿》、《夏寿康往来函电》、《冯国璋往来函电》、《张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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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沈曾植电稿》、《吴景濂函电存稿》等。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秘笈录
存》即是由徐世昌家藏的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期间秘书厅归档后的电报编纂而成，
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反映了北洋军阀执政下的北
京政府卖国、软弱的真实面目。这部分资料不仅珍贵，而且比较完整，可以作为治
史的可靠资料。最近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世凯奏议》，收录自1898年至
1907年间袁氏奏片800篇，虽其中的主要内容早已于1931年以《养寿园奏议辑要》付
梓刊行，并作为重要资料而为学术界长期利用，但《奏议》的出版，使研究者得见
原来的完整面目，更便于从中采择。在笔记杂著方面，如《郑孝胥丙丁日记》、
《退庐笺牍》、《憩园存稿》等，都对北洋军阀史研究有所禅益。 

除上述各类单项资料外，还有系统的资料工作。建国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已陆续出版了11套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目前，仅告阙如的最后一套
资料— —北洋军阀部分已由来新夏主编并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300余万
字的大型资料书的选录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和汇编等方面，
并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这套书共包括五
部分：前四部分按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四段，并围绕各阶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分
别选编50万字左右，各成一册，第五部分则包括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
要、论文摘要与附表等。入选的资料均经编者严格筛选和整理校订，可供研究者直
接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为编纂《中华民国史》而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
稿》，包括了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自1972年开始由中华书局陆续出
版。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大量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和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其
中涉及北洋军阀的资料也很多，仅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六册）、
《奉系军阀密信》为例，即整理收入了自1911年至1930年期间奉系军阀与其他派系
军政要员密谋、交往中的大量密码电报和1917年至1928年间的289件密信，这些资料
都是研究北洋军阀可利用的宝贵素材。 

另外，还有建国前关于北洋军阀史有关论著的再版，也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如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是一部首尾完整、资料丰富、且又条理清楚
的重要论著，北洋军阀史是其中的重要篇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采
集多方面的大量资料展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详细过程，其中颇多北洋军阀与日本勾
结的内容。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在陆续
出版的《近代稗海》，虽然旨在选辑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有
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稗史著作，然已出或即出的第1至8辑基
本上为北洋军阀史的内容，这项工程浩繁的工作无疑给求书不便的研究者带来很大
便利。 

同时，随着大量国外有关书籍的进口和开放，使史学工作者开阔了视野。目前一些
有价值的外人著述已在陆续翻译出版。如由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学家骆惠敏整理编辑
的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的书信集已以《清
末民初政情内幕》为书名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这部百余万字的书信集涉及1895年至
1920年间北洋军阀统治者的大量珍贵资料。另外，诸如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等公布
后尽管目前还未有完整的中译本，但其中的很多资料正在被我国学者利用。 

北洋军阀史资料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人的回忆资料也应是研究工作的参
考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号召把近代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丰富多
采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以后，全国各省、市、区政协都设立了文史资
料委员会，广泛征集史料和回忆文章，并从中选辑出版文史资料刊物。其中许多内
容丰富的篇什记人记事，从不同方面提供了资料。杜春和等所编《北洋军阀史料选
辑》即选录了有关北洋军阀史的34篇回忆文章。辽宁文史资料选辑以专辑形式出版
了《郭松龄反奉》一书，其中大都是本人亲历的第一手资料和回忆文章，还选编了
一部分重要函电。这种选编方式可使资料相对集中，使读者减轻了翻检之劳。 



建国以来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但却往往被人忽略的方面— —工具书的
编纂工作也取得一定收获，虽数量较少，但质量较高。刘寿林编纂的《辛亥以后十
七年职官年表》是第一部检索北洋时期官制的工具书，久为研究者所喜用。钱实甫
编著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1984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部研
究北洋政府统治机构的资料性著作，记述了北洋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政、军政、司法
等机关的机构和制度，并附录了有关资料目录和名词索引等简注，是一部资料丰富
的工具书。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也介绍了若干北洋军阀人物的
年谱，颇便检索。 

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建国后有关专著的问世。1957年春，来新夏著
《北洋军阀史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继而又有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
期史话》于1957年至1959年由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前者的特点是提纲挈领、论而有
据，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更迭、派系混战及覆灭作了简明的勾画；后者
的特点是材料丰富，叙述详细，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整个社会面貌做了比较全面
的描述。这两本书可互为参阅，相得益彰，长期以来一直是学习北洋军阀史的必读
书籍。1980年以后，有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常城著《张作霖》、蒋自强等编
《吴佩孚》等人物传记相继出版，推动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1983年，来新夏
主编《北洋军阀史稿》一书问世，这是在《北洋军阀史略》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
集中了当时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台湾学者丁中江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也是
一部记述北洋军阀史的大型著述，对这一时期史实的叙述比较具体，可资参考。另
外，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一书认为，1922年
至1928年中国的政权形态是军绅政权，他分析了军绅政权的性质及这一政权在中国
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本论纲性著
作，其观点可供我们参考。 

以上所述，说明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有
了基础建设的保障，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才会向深度和广度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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