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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尤其着眼于结果。
也就是说，政治上采取哪种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直接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就事论事。
因而，相当典型地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从属于政治。
同时，由于政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因此，相关的政治表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随地而异”。
  但是，科学则不同，就性质而论，科学只能着眼于问题本身，只能就事论事，无须顾及其他，也不
能从属于其他。
一句话，科学是不能随地而异的。
    这里所说的科学，具体指学术。
政治与学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别和范畴，因此，两者在性质上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既然性质不同，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有的时候两者肯定不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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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近些年来，杨奎松、茅海建、邓野、沈志华、高华、杨天石等学者关于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作品，逐
渐成为文史读者的“新欢”，这些文史读者愿意以历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愿意阅读带有详尽注释的
专业研究著作。
与戏说、掌故、秘闻相比，这些专业研究著作稍显艰深但却有趣，阅读起来稍觉辛苦但也更刺激，不
读则已，一读就很容易上瘾。
这些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行重新梳理，那些人物和事件虽已经“定论”，
其实都扑朔迷离，真相终不为人所知，因此不仅注重对旧资料的重新重新理解和运用，更注重对新资
料的挖掘和利用，对旧人旧事做出更符合真相的解读和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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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　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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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l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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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　论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
其人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第五辑　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
缘起　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　《毛泽东选集》所收《学习和时局》一文时间与史实的出入
　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　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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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　　工读互助主义与它的化身——工读互助团，兴
起于1919年底，1921年以后便逐渐消逝。
在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它并不显赫一时，它的存在与影响始终是较为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这一思潮或赞助过这一运动，可以
说，他们正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
　　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
他们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均带有若干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工读互助主义的实践上。
同样，对工读互助主义由接受到摒弃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到马克思
主义者的转变过程。
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　　工读互助主义是五四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五四运动以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和摒弃、对新社会向往和追求的结果。
王光祈在发起工读互助团时写到：欧战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
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
工读互助主义正是在进步青年要求新生活的急切愿望下，作为一种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的模式，
应运而生。
　　工读互助主义是把五四时期一部分现成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加以综合　　而形成的，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　　(一)互助主义。
《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的主要著作之一，其理论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克鲁泡特金在方法论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也是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考察人类社会的。
但同达尔文主义和为人所引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克氏认为：“竞争既不是动物界问之规则，也
不是人们间之规则”，认为互助互援才是一切生物与人类社会进化的要素和自然法则。
这一论点当时被称为“新进化论”。
如果说“五四”以前，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在五四时期
，随着人们对借口“生存竞争”而进行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弃，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
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否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而接受以《互助论》为代表的
“新进化论”。
恽代英就认为：“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
”1917年10月，恽代英等成立“互助社”，指出：“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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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 “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
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
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　　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口号：其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其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两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之间的阶级
关系。
　　国共两党尚未经过战场上的决定性较量，却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了变更国家政体并改组政府的
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革命并不符合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的逻辑。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正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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