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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代表了国内民国史研究水准的代表性论著。
《中华民国史》的论述时段，上起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领导反清革命，下迄1949年国民党败退
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后人记述的历史时段，也是距离当下最近、对于
今天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历史启迪的时段。
举凡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关键的历史节点，活跃的重要人物，这一时段中国的内政、外
交、战争、革命等等所反映出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问题，都在该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
的研究。
辛亥武昌首义、孙中山领导革命派创建共和，北洋年间纷繁多变的政局、军阀混战的复杂头绪，国民
党登台后的派系纷争、内政外交，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及其历史性胜利，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共产党的崛起与胜利，等等，经由诸位作者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在书中平实细致地道来，为民国史
勾画出一幅多样化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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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宪文，1934年生于山东泰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系
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
曾赴许多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
在民国史领域，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六五”“七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及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
目。
担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首席专家。
出版《中华民国史纲》《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著作10余部。
主持编纂《中华民国史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等。
发表在《历史研究》《求是》等国内外刊物上的论文涉及民国政治、军事、中外关系、人物、史料评
述及学科理论体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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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晚清的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划
　 一、疆域与行政区划
　 二、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
　 三、人口分布与流动
　 四、民族构成与分布
　 第二节 列强与中国
　 一、列强在中国的争夺
　 二、外国资本在中国
　 第三节 经济关系的变动与新兴政治力量的发展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二、资产阶级社团的兴起
　 三、新型知识阶层的出现
　 第四节 晚清的政治改革与皇权危机
　 一、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
　 二、北洋系势力的崛起
　 三、各阶层民众的自发反抗运动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三章 民国初年共和政制的演化
　第四章 军阀政治的发展与权力更迭
　第五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
　第六章 新思潮新势力的勃兴
　第七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社会
　第八章 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中华民国史》第二卷
《中华民国史》第三卷
《中华民国史》第四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国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该诏谕指出：“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
学之本源也。
⋯⋯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又说：“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
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总之，法令不更，锢习
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
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
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
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宪典具在，决不
宽贷。
”谕旨显示了清廷在内外交困形势下实施整顿改革的决心，显示了在世界发展潮流的激荡下清王朝陈
旧的观念意识在开始转变。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已清楚地感受到无法再照老样子进行统治了，变革是必然之途。
1901年1月29日谕旨的颁布，标志着由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所组成的晚清10年改革时期的开始。
 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的惨败，在中国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要求改革以挽救危局，成为社会的
普遍呼声。
报纸舆论，朝野上下，呼吁改革，成为共识。
张之洞、刘坤一、张謇、沈增植等督抚、绅商更极力推动。
1901年张謇发表的《变法平议》以及张之洞致各地督抚的函电，均完整地阐述了他们对变法的主张和
方案。
由张之洞等联署提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规划了清末改革的基本蓝图，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趋向
。
第1折，主张“育才兴学”，要筹设文武学堂，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鼓励赴海外留学。
第2折，主张“整顿中法”，提出12项措施，崇尚节俭，整顿吏治，改进刑狱等。
第3折，鼓吹改用西法，派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进制造工艺，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以健全工
商制度等。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获清廷支持和采纳。
慈禧晓谕各地，责令就“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舍此更无他策”。
 综观1901～1905年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政治上，为了加强对改革的指导，清政
府设立了督办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等为督办政务大臣；由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参预政务大臣，共同主持新政工作。
为了适应频繁的外事交往，1901年8月又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扩充为外务部。
这一变革表明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更新。
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1903年9月设立商部。
为了发展新式教育，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1905年冬设立学部。
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加强社会控制，1905年成立巡警部。
此外，在中央和地方，还裁撤或合并了一些机构，以进一步改进和强化机构的功能。
如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其事务划归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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