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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佑同志的新作《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即将付梓，嘱我写一篇序。
这本书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论析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我对此缺乏深入研究，所以迟迟未敢应命。
但世佑同志再三催促，坚辞未免不恭，只好利用这个机会，谈一点自己对有关“近代化”问题的不成
熟看法，聊以塞责。
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本书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问题，成了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一个热点，吸引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这自然是毫不奇怪的。
当全国人民都在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力拼搏的时候，史学家毫无疑问地会把
自己的学术视野，较多地聚焦于以往走过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历程，或者探索今日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渊
源，或者从中寻找历史依据，或者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获取历史的借鉴。
但是，“近代化”是一个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相对不确定的概念。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近代化的目标、任务、内容、途径等，都会
有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近几年来，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存在着对立和分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
很多，如果仅仅从学理这个角度来探究，对“近代化”的不同理解，恐怕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
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
文中，叙述了“美国当今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经历
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
文章说：“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
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非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
，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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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政治革命为视角，重新探究辛亥革命的内涵、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革命性质等重大问题，力
求透过错综复杂的晚清政治风云，把握近代政治革命的真实场景，而不是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活动来
论述近代政治革命与辛亥革命，也不以简单的历史结果来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
作者既充分注意到暴力方式的重要作用，又不把“革命”仅仅等同于暴力，而是以审慎的态度，以世
界近代历史为重要参照，将梁启超、张謇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论者的言行也作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而
不是作为“反革命派”来考察，由此所展示的历史画面就不是线形的与褊狭的，而是立体的和完整的
。
　　本书既立足于历史事实本身，注重某些资料的考据，也看重“革命”、“革命派”、“资产阶级
”等基本概念的确定性与一致性；既不囿于某些传统的论点，也不为尊者讳，对许多自相矛盾的定论
与思维方式提出挑战，以洗练清新的文字展示史实与逻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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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太平天国：旧式“汤武革命”而非近代政治革命 　一、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与太平天
国领导者的个人缺陷 　二、从“江永女书”看江永劳动妇女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者的真实态度 　三、
动态的历史过程与辩证的历史分析 第二章 逼出来的“新政”：政治革命的一个背景 　一、19世纪国
家振兴良机的丧失 　二、“无形之瓜分” 　三、“新政”的开端 　四、新气象与新问题 第三章 来自
“中等社会”的奔走呼号 　一、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 　二、1903年的留日学生与1905年的中国同
盟会 　三、关于政治革命的笔战真相 第四章 “新政”的深化与危机 　一、软硬夹击中的承诺 　二、
预备立宪面面观 　三、“新政”补议 第五章 武昌起义与政治革命的转机 　一、同盟会的组织分裂与
中部总会 　二、刘复基——一个被遗忘的武昌起义主要筹划者 　三、鄂湘之别：静候黎元洪与速杀
黄忠浩 　四、反满大合唱与政治革命的契机 　五、共时性的“三角戏” 第六章 评说与沉思 　一、民
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二、阶级基础：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 　四
、“规律”及其他 参考书目举要 附录一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附录二 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
议 附录三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 附录四 郭世佑论著代表作要目(1981—2008) 后记 增
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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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981年，当海内外辛亥革命史专家云集武昌起义之故址时，有的学者就开始感到这一课题已经研
究得差不多了。
10年之后，当学者们故地重游，有近20本同类著述一一送到他们手中时，大家最容易做到的似乎也不
是对“研究得差不多了”之类固有认识的反省和顿悟，反而恰恰是对这一既定认识的强化和强调，进
而形成某种刻板印象。
在1991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学者尤其不难听到同类的感叹。
应该说，学科的研究起点很高，并不等于说学科本身就研究得差不多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尤其如此。
站在前辈师长的研究基础上，也许不难感觉到：第一，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史学主体之于
史学客体的认识和阐释将不会终结，如同人类之于真理的认识和阐释不会终结一样。
第二，历史同现实生活一样，总是错综复杂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历史进程尤其
如此。
许多前辈学者以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的言行为主轴来研究辛亥革命，已做了大量工作，成就显著
，至于从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中西关系史、清末政局等角度来研究辛亥革命的工作还方兴未艾，还
不是呜金收兵的时候。
第三，由于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或多或少地偏重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立宪者的暴力反清活动，把
君主立宪者推向辛亥革命的对立面，垂青于武器的批判而不适当地冷落了批判的武器，唯恐让梁启超
及其追随者分享历史的荣光，因而，研究视野显得不够宽阔，对辛亥革命历史内涵的理解也显得有失
片面。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IJJ等人当年对于暴力反满强调甚多，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才是辛亥革命有别于
以往形形色色的“汤武革命”（包括太平天国的产生）的关键所在。
然而，无论是民主共和方案，还是君主立宪方案，都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
成功的革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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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著总算脱稿，但我并不为之感到轻松。
一是我深感学无止境，知无际涯，学问做不尽，书稿写不完。
即使还在写稿过程中，我就觉得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进一步研习，某些章节还应进一步充实和斟酌。
对于自身的浅陋与不安，也只有在此时此刻才算体会得更多与更深。
另外，许多书稿之外的思绪早已涌塞脑际，许多书稿之外的话语早已挤扼在喉。
眼下，书刊狼藉，卡片凌乱；窗外，秋风萧瑟，寒星闪烁。
站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西望故乡，抚今追昔，我浮想联翩，忽如西湖荡漾，忽如钱江潮涌。
饮水思源，我首先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即湖南益阳随表兄居住的古稀双亲。
他们除了我这个远离膝下的异乡游子外，别无子女幸存于世。
为了把我拉扯大，身居郊外农家的父母侍门侍闾，茹苦含辛。
他们尝过没文化的苦头，总希望儿子能多读点书，总觉得儿子读书会比只知盘中餐有出息，对国家对
社会的贡献要大。
有件往事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那是1972年1月，即我初中毕业时，神州大地时兴“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由于我家既不是烈军属，
亦非贫雇农或“干部”之家，我不在推荐之列。
消息传来，家母既气愤又担心，她白天下田劳作，夜问一一上访大队党支部书记等，据理力争，风雨
无阻。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既不可能知道亚里士多德，也从未听说过康德者流的名字，遑论读懂他们的
著述和学说，但浓烈而炽热的爱子之心驱使她不无挑战性地向一群识字者和盘托出了她所认定和演绎
的社会逻辑与生活逻辑：“我的儿子学习成绩优秀还不说，他是独子，你们应该照顾他。
你们家的子女都不少，这个上不了高中，下一个还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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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辛亥革命史研究早已具备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学科形态，在此基础上撰著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其难度是
显而易见的。
但浙江大学郭世佑教授的新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堪称是近年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
该书独辟蹊径，以基础理论突破和史料考证为前提，敢于对学术界早已视为通说定论的一些认识发起
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新论。
⋯⋯《新论》对晚清政治革命研究的突出贡献，则正是在于它超越了近年来学术界对立宪派功过是非
曲直等具体问题的纠缠，从宏观角度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派和以梁启超、张謇为代
表的君主立宪派统统纳入晚清政治革命的大体系中加以考察，构筑了晚清政治革命研究的新体系。
　　——《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本书批判了以往“贫穷→革命”的论调，从独特的角度展开了一段
清朝末期的政治历史，受到了高度的好评。
　　——日本广岛大学“东洋史学资料阅读讲解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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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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