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调新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调新弹>>

13位ISBN编号：9787509717998

10位ISBN编号：750971799X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曾业英

页数：5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调新弹>>

前言

　　屈指算来，我忝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近50个寒暑，却未能拿出多少像样的研究成果
。
这里仅从以往发表的为数寥寥的旧作中，选出37篇，外加一篇附录，结成这个集子，供识者一笑。
　　我出生在江西于都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儿时听母亲不无内疚地说过：为了让孩子“学点文化，不受欺侮”，他们也曾咬牙送我大哥去读书，
但没读几年就叫停了。
原因是需要大哥那双孱弱细嫩的小手，协助父亲养活我们几个弟妹。
由于大哥又哭又闹，死活不肯就范，母亲竟将他所有的书本作业，连同书包一起投进厨房的灶里，让
大火化成了灰烬。
大哥没了那些书本作业，才死了读书的心。
　　我是幸运的，1949年8月13日，不到9岁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一个团攻占了我的家乡于都
县城。
这年冬天，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家里分到了田地，从此不用再为上学发愁，大哥的悲剧自然也就没
有再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一路由村镇小学升入县城初中，再到赣州高级中学。
这是一所在当年蒋经国所办中华儿童新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点高中。
1958年7月，又顺利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成了村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
1963年7月，依靠国家提供的“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随即分配到了当时令人向往的中国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但是，幸运中也夹杂着几许不幸。
自大学时代起，就政治运动不断，少有安心读书、做学问的时候。
我一进大学校门，就赶上大炼钢铁，“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等运动。
一年级基本没上课，五年大学，实际只读了四年。
来到近代史所后，先是下乡“劳动实习”，继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年复一年，无休无止。
“思想改造”成了必修的主课，本职读书研究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业余选修课。
紧随其后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眼看孔子说的“不惑之年”就要到了，可学问之
事，还没真正动手摸过。
人生中的十五六个最佳年华，就这样白白流逝，难道还不是不幸？
　　不过，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国家改革开放，全力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现
代化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各行各业从此走上了发展的正道。
打那以后，政治挂帅的年月终于远去，我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从事渴望已久的读书研究工作了。
虽然此后又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冲击，但它毕竟存在一定的可控性，而且影响也
因人而异，与此前强制实行的覆盖一切的政治运动大不相同。
因此，就我总的人生道路而言，不幸终归结束了，应该说还是幸运的。
　　所谓幸运与不幸，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经历，绝非我个人所独有。
个人固然可以通过追求、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说到底，关键的因素还在时代，没有时代提供的
必要条件，个人哪有用武之地？
唯有时代提供了这样的用武之地，个人的努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才能分出个人成就的大小与高
低。
所以，较之时代，个人努力永远是第二位的，任何行业，任何工作，任何岗位，莫不如此。
我无意于以此为自己的不才和懈怠辩解，只是想说，纵然如此，我的今天也是时代所赐。
对于过去，我无怨无悔。
　　我因承担的是民国史的集体工作，因此，我的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以后逐次延伸到北洋军
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其间还同时担任了十年《近代史研究》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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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困惑和难题，是前辈师长给了我勇气和信心，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他们的谆谆教诲，使我懂得了研究历史，一要从广泛搜集、认真辨析史料做起；二要依据真实的史料
，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三要冷静、理性、全面思考问题，抵制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四要依据真
实的历史说话，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五要服从真理，对历史负责，随时准备修正缺
少史实依据的新旧见解等等。
而主持学术刊物，则一要关心学术信息；二要倡导优良学风；三要不徇私情，严格用稿制度；四要据
实论史，不以猎奇求胜；五要“英雄不问出处”，唯以来稿质量为准；六要坚持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
；七要积极培养学术新人等等。
我不敢说真正吃透了前辈师长教我的精髓，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只能说是追求了，努力了，
实践了。
至于是否不折不扣照办了？
效果如何？
能打多少分？
那要由真正的裁判读者说了算。
　　本书所选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讲政党、社团，计６篇；第二组讲人物，计11篇；第三
组讲史事，计8篇；第四组是评论，计12篇。
其中第二组有两篇分别是与国家图书馆李希泌研究馆员及本所徐辉琪、王学庄研究员合作完成的。
李先生已于2006年12月11日仙逝，谨在此表示我的深深怀念，并由衷感谢徐、王二位先生的精诚合作
。
书中有个别篇章，为照顾内容的完整，稍有重复。
各组文章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原载报刊、论文集及时间注于篇末。
对注释标注，未作统一处理，基本维持不尽一致的各原载报刊的标注方式。
对篇名和内容，除个别因发表时有所更改和删节，或属明显的史实失误，予以适当恢复和改正外，其
余各文即使今天明知有修改余地或必要，也一仍其旧，以便于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金以林研究员，周斌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徐思彦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谨致崇高敬意和衷
心感谢。
　　真诚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2010年8月5日于东厂胡同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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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凤仙是“名妓”、“侠妓”吗？
蔡锷与小凤仙“相恋”吗？
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了吗？
蔡锷京津脱险的真相是什么？
如何评价此时的小凤仙？
蒋介石、张学良1928年为何双双选择和平统一方针？
张学良既然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又何以不顾蒋介石的迫切愿望，一再拖延东北易帜的时间？
他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只有协调和配合，而没有矛盾和争夺吗？
张学良在争夺什么？
其内心有何隐情？
蒋介石为什么能取得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
除了政治、经济等优势外，是否也有军事谋略方面的原因？
国民党“剿共”军在哪些方面不如共产党和红军？
如何分辨历史当事人记述中的历史“虚假”与“真实”？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何以会破产？
是谁造成的？
怎样造成的？
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启示？
本书依据史实，认真回答了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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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业英，1940年生，江西于都人。
1963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1994～2005年任《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1912～1916)，主编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
大百科全书‘中华民国史》第二版，编有《蔡锷集》、《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合编)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调新弹>>

书籍目录

自序政党、社团  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  民国初年的自由党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  民国初
年的民主党  民国初年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  略论日伪新民会人物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正  护国战争
时期的朱德  蔡锷与“二次革命”  梁启超《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真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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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料选评》读后  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  我
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  “文抄公”惯用的手段  新年寄语  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
术研讨会  抗日战争研究不能以偏纠偏  实现了本所几代人的夙愿——读《中国近代通史》有感  《近代
史研究》三十年之路与未来走向  《追远录——纪念万福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序  《冯玉祥的前半生
——兼对其自传辨析》序附录  无怨无悔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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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日学术界，在对待历史当事人的记述问题上，似乎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倾向，一种是沿
袭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思维，自觉不自觉地以个人的好恶和向背为取舍标准，对于所谓“正面”人物
的记述，大都深信不疑，基本无怀疑其是否真实或可靠的意识，而对于像李一之这种可视为“反面”
人物的记述，一般只相信其对彼方的过程性的或某些有利于竞争对手的记述，而对其某些不利于竞争
对手的记述则往往疑窦丛生，总觉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非但不能引以为论证某些“历史真实”
的依据，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强词夺理，严加排拒，稍能顾及学术品格者也只是故装糊涂，以不可能
反映竞争对手的“历史真实”为由，简单地弃而不用而已。
另一种思路和倾向又与此不同，由于仍然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心有余悸，往往有意
无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对所谓“正面”人物的记述常常多所怀疑，宁愿信其“假”，不愿信其“真”
，而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记述却情有独钟，往往不加思考，不辨真伪，拿来就用，甚至有意无意在
“反思”的旗号下，以为唯有这类记述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而倍加珍惜。
这其实只是新时期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否定的“非此即彼”思维定式的翻版，同样不足为训。
因为它同样无助于“历史真实”的探求。
　　与此同时，在民国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报刊资料似颇受研究者青睐。
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报刊的记述，既及时又不脱离历史现实，有其鲜明的时空性，可说是地道
的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自有非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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