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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国的军阀政治》一书的作者，得知该书能够以中文出版，当然感到特别欣慰。
这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的厚爱，他们仔细求实的翻译工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
辑们在编排校对等工作上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问世。
谨此要向他们再三致谢。
　　撰写本书的初意，是个人在学生时代对中国近代史的爱好的延伸。
最早的构思和初步成品，萌芽于做研究生的时期。
成书则是在学校教书的时期。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虽然时隔多年，最值得怀念的，还是自己在做学生的时代，因为攻读这个课题而
得到的一些启发。
　　在学生时代，最初找题目当然也经过了一些思考，主要的考虑有两方面：一是可以找到足够的材
料去进行研读，二是在当时学术界的成果中还留有空间，允许后学者去做一个有原创性的尝试。
剩下来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了。
　　对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本质，该说的都已经在书中说了。
因此不拟在这个篇幅中继续发挥。
倒是当年写此书的过程中，有两三件小事，或许值得向读者们略为报告。
　　一是师生的关系。
看过本书的读者们，一定会熟悉卡普兰（MononA.Kaplan）教授的名字。
他是我做研究生时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
他在当时刚刚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传统学派非常不一样，甚受学术界重视。
我作为一个初进研究院的学生，当然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他精通国际关系，欧美外交史，博弈论，心理学，音乐和文学，等等，但是偏偏并不
十分了解中国。
然而经过了几番讨论之后，他表示愿意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而我也认为可以在他的指导下，学
到许多课内和课外的知识。
因此，双方就把关系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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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
其原创性贡献在于，井未囿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把“军阀政治”视为由拥兵自重的武夫所组成
的军政集团，聚焦于军阀的逸闻趣事，而是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前提下，以“权力均势系统”和“角色
行为规则”为观照，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历史要素中，勾勒出全方位政
治运作的多元图景。
研究思路独特，创见迭出，熔历史与理论于一炉。
读者既可从中感知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又能从中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堪称一
部跨学科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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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锡生，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国深造，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
1967-1992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1992-2002参与香
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
曾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和台北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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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合法的政治制度的角度研究中还存在另一种可称之为“两极路径”的表现形式，这个路径强调
这个国家中的政治分裂，亦即在北方，军阀是很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南方，则处于高度的政治觉醒
并结合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
在谈及“北”和“南”两方时，他们认为中国有点类似“两极”的局面，即在两个政治地理区域之间
存在着直接对抗。
①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因为它夸大了南方的作用，并把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看成是一个毫无区别的范畴。
它还倾向于认为，南方的组织特征就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真正掌权。
此外，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不少学者陷于许多争论，例如关于宪政和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大部分
别的政治角色来说，最多只有一些附带的联系。
　　“两极”研究路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有四：一、所谓“北洋集团”决不是一个统一和
巩固的集团，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二、南方同样为
不断地出现内部的倾轧和骚扰，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三、在这两个集团的重要角色之间经常有交
叉的联合；四、一直到这个时期的后期，国民党才在南方真正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根据地。
它的早期存在是名义上的，无关紧要的。
在这些年中，政治活动以某些关键的北洋军阀为中心，国民党的存在（或不存在）对北洋军阀几乎没
有什么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提供一种胜利者对历史的解释，却很难公正地判断北洋军阀在国民党成为强力角
色之前，曾长期地控制着当时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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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方学者治军阀史，有两书印象最深，一本是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另一本就是齐锡生先
生的这本《中国的军阀政治》。
齐先生历史书写得很有社会科学的味道，但文字却相当平易，一点都不晦涩，其中对军阀派系网络的
分析，丝丝人扣，读来如醍醐灌顶，每每恨不得“呀”的一声叫出来。
近代军阀的背景，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的西方民主制度，军阀本身，也是国人现代化的产物，为何橘
越淮而北而变枳，绝非痛骂几句封建军阀所能明了。
齐锡生先生是国学底子很厚实的海外华人学者，站在外面往里看，事情看得很清楚。
一本小册子，不厚，相信只要翻开，肯定应了那句老话，开卷有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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