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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民国时期的新疆，就让人想到杨增新，因为杨增新不仅是民国时期统治新疆时间最长的地方行政
长官，而且以其有特点的治理思想及措施，使新疆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政治环境，并注意维护西
北边疆的领土主权。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位于中国西北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陆地边界线最长的省区。
自古以来，众多民族聚居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新疆也以其中西交通的重要战略枢纽地位，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民族与宗教关系缓和，有“塞外桃源”之誉。
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看，杨增新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值得认真研究。
正因为如此，段金生所著《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一书的出版，在历史与现实
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杨增新具有一定难度。
据我所知，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成果不少，且不乏一些见解精辟之作。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中对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一些情况
的论述，因作者个人生活背景方面的因素，资料最为丰富翔实。
当然也存在因内容过杂、条理不清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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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的专著，书中包括了：杨增新的政治理念、民族与宗教认识、
杨增新的经济思想、杨增新统一新疆、辛亥革命在新疆及杨增新上台、杨增新思想的传统与现代性等
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调适与冲突>>

作者简介

段金生，1981年生，云南师宗人，先后求学于兰州大学、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边疆史地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思想战线》、《西域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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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第一章  杨增新的政治理念  一、对民国时政的看法  二、“天下定
于一”  三、以道治天下  四、“霸王道杂之”  五、“共和与专制无优劣”  六、弱兵思想及外交认识  
七、民族与宗教认识第二章  杨增新的经济思想  一、“人生天地间，莫贵于自养”  二、打破传统社会
的角色格局  三、提倡实业、倡导实学第三章  道治主义哲学中的治民之道  一、“为无为，则无不治”
 二、“常使民无知无欲”第四章  杨增新统一新疆  一、近代新疆的社会与政治  二、辛亥革命在新疆
及杨增新上台  三、新伊议和及伊犁革命党势力的逐步消解  四、“戡定”内忧  五、科布多事件及阿尔
泰并新第五章  杨增新的治新民族与宗教政策  一、治新民族政策  二、治新宗教政策第六章  杨增新思
想的传统与现代性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  二、传统与现代之间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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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杨增新思维意识深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
正因为这一影响，杨增新在赞赏西方宗教仪式上的平等、较专注于某一宗教的信仰模式的同时，对西
方基督教并不完全赞同。
其赞赏西方宗教，也只是希望借助于它的那种民众较稳定的宗教信仰模式来强化中国原有的宗教观念
，使其利于社会的安定，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官僚政治家的道德隋怀的要求，这与
其政治愿望相一致。
从宗教社会功用的角度出发，杨增新将西方宗教信仰情况和中国儒家意识结合起来，对国内提倡“以
法治国”，反对“以礼治国”的情况发表如下见解：“西人笃信宗教，道德之观念素深，故专言法治
而无害。
中国民俗浇漓，虽读孔孟之书，实未遵从孔孟之道，若复弃礼教于不顾，将举国为无忌惮之小人，虽
空言法治，何能挽陷溺之人心而归于正”。
通过中西宗教道德对比，杨增新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心涣散、世风日下，单凭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须
“以礼治国”，通过宗教的劝谕功能来保持人心平稳，以利于社会治安，并进一步将人们引导到中国
传统的儒家意识观念，这符合他传统官僚政治人物的思维架构。
既然杨增新重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而当时中国并无全民信仰的宗教，于是合乎逻辑地，他主张以
“祀天”为中国宗教，进而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将“祀天”与尊孔结合起来。
他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儒教学说已沦肌浃髓般沁润着国人的社会生活，因此“尊孔教为中国
心理所同。
中国无宗教，即以敬天尊孔为宗教”，“第每生活上得多数人为之提倡，久自成为风气。
中国人欲敬上帝，即不能不尊孔子，欲尊孔子即不能不敬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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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一书，是在我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
善，修改而成的。
当此书稿即将交付出版时，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得到了诸多师长的悉心指导、诸多学友的鼎力帮助，
满怀感激之情。
我于1999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即今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年有幸被保送到本校中国近现
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王劲教授。
入学之初，王老师鉴于我来自云南，就让我以杨增新为研究对象，在论文的选题、立意，文章最后框
架的确定，乃至行文标点上，均得到了王老师的帮助与支持。
本科时没有想过将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读书较杂，专业知识较为薄弱。
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间，王老师不以自己生性愚钝、认识幼稚而责备，时耳提面命，循循善诱，自
己在专业方面的进步和一点肤浅认识与王老师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
兰大历史文化学院近代史所的张克非教授、刘国铭教授等师长，均在学习期间给予了指导，十分感谢
。
2006年7月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工作。
2007年9月考入云南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方铁教授。
方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和蔼可亲。
他要求我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理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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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
　　——CCTV-10“探索·发现”2008年12月6日 专题节目：《杨增新要塞》他（杨增新）差不多是
过去时代的末一个代表，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
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统一。
　　——斯文·赫定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民族与宗教关系缓和，、有“塞外
桃源”之誉。
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看，杨增新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教授左宗棠与杨增新，是两位对新疆近代历史
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之间有着思想和事业上的一些联系。
⋯⋯杨增新虽有落伍于时代的思想和表现，但在几个主要方面，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事业的一位继承者
。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劲教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调适与冲突>>

编辑推荐

《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是由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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