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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收录的是杨天宏教授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民国史研究的部分论文。
作为受业弟子，我们跟从先生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少则一年，多则六年，朝夕相处，讨教学问
，对于先生的道德文章，自忖有比他人更深的认知。
　　适逢国家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逾30年，先生1978年春进入大学学习并研究历史，至今正好30周
年。
为了纪念国家教育政策3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为了纪念在业已逝去的岁月里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作
出的学术贡献，特选编此论文集。
基于编者立场，须作如下交待。
　　在时间上，先生既有的研究领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此番编辑，只选取民国史研究的相
关论文。
收入文集的论文凡21篇，其中《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
主思想之比较》及《“人权”讨论与胡适的政治思想》3篇曾为8年前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近代转型
与传统制约》收录，为了全面反映先生对民国史特别是民国政治史的研究状况，在征得原出版社及先
生同意的前提下，此次一并录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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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旨在理清民国政制演绎的大致脉络，从国家政制建设与实际政治运
作的层面，展示民初西方取向的政制建设及实践概貌。
内容关乎制度建设者有约法制定、政党建设及国会内阁诸端；关乎政治实际运作者有段祺瑞执政府对
北洋势力的整合，地方意识的兴起及中国政治的区域化，以及晚清以来变幻反复的文武关系等。
对于这些民国政制史上的重大问题，《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作者作了视角独特的观察和严谨深
入的学术及思想诠释。
列强及被视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对中国事务的干预以及作为其反动的强烈民族主义宣示，系这
一时期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中一些事件通常被划归外交范畴，但考虑到斯时外交与内政“打成一
片”、不复可分的特殊语境，故一并纳入讨论。
《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也涉及学术与宗教，以其或与政治趋于一途、或与政治瓜葛纠缠，故多
少染上了时代所特有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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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宏，1951年生，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教授。
先后受聘于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政制史、通商口岸史、基督教
在华传教史研究。
著有《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口
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另有译著两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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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国会政治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
划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之比较民初国会制度衰亡之政治语境分析胡适与1934年全国考铨会议
第二编 权势转移与民初政治格局变化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国民党与善后
会议关系考析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
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第三编 民族主义与北伐前的中国外交北伐前夕中国政治
中的外国因素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北洋外交与“华府条约”框架的突破民族主义与中国教
会教育的危机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第四编 泛政治化背景下的民国学术与宗教新文
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趋向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学术“人权”讨论与胡适的政治思想基督教与
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与中国的反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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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国会政治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是辛亥年问各派政治势力最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也最招致非议的一句政治口号。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或许找不出其他政治口号曾经招致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批评。
不仅历史当事人攻击，旁观者谴责，就连时过境迁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几乎众口一词予以批评。
其实，“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可以并且实际产生了促成中国政制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
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人对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当然是主要原因，但章太炎口号的适时提出，
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既有的批判明显包含对于该口号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在政治实践层面，这一误读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判反映了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政制
思想建设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北洋时期”议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被排挤出局的历史后果；
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影响到了历史事实重建的准确与完整。
　　1928年，当北伐成功、史学撰述也因一个时代结束而再现生机之际，章太炎尝撰文感叹清季民初
无“信史”：　　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今又十七
年。
事状纷挈，未尝有信史。
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
盖身不与其事，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
书其美不隐其　　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
　　在太炎看来，为了“同志”之“光宠”而“书其美”并“隐其恶”，是导致清季民初无“信史”
的重要原因。
太炎曾“身与其事”，是革命的当事人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者，所言应该也包括对
于这一口号的认知和历史评价。
太炎之后，虽然历经数十年，对清季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对这一口号，也有学者提出
颇具价值的学术见解，但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既有研究大多经心注目于口号之由来及其含义，对于口号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党对这一口号持续不
断的批判对尔后中国政制走向产生的影响却较少留意，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政制史研究中最具理论和
实践价值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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