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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辛亥百年论坛在哈佛大学召开，会议由哈佛大学留学生学术
团体哈佛大学中国（北岸）学社主办，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协办，赞助方为中道网及博源基金会。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做了会议主题报告。
中国大陆学者袁伟时、杨天石、杨奎松、朱英等教授出席大会，中国台湾学者陈永发与会，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爱德华?弗里德曼应邀为大会做主题报告。
美国余英时、林毓生等教授，大陆地区章开沅等教授，台湾地区张朋园等教授因故未能与会，但都以
各种形式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
有些未能出席的学者应邀提交了学术论文。
　　大陆学者、辛亥革命研究开创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先生应邀为论文集题词，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先生向此次论坛发来贺信，我们再次向两位史学界的前辈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书的结构框架为：裴宜理的《中国尚未完成的制度探索》为全书的序言，《辛亥百年遐思》至
《亡国、亡省、亡人：1919&mdash;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为编者精选的具有代表性质的论
文，《辛亥革命与中国的共和世纪》至《革命与反革命》为与会者的演讲稿，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望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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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 年10 月29 至30 日， 在哈佛大学隆重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年论坛（Conference in Mem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Dr. William
Kirby）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余英时先生向论坛发来贺信，章开沅先生应邀为论文集题词，袁伟时、
张朋园、杨天石、杨奎松、陈永发、黄克武等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从历史、文化、政治和法律等角度
对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中国发展进行了深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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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裴宜理　　中国的将来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预测中国未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影响，很多人都说&ldquo;文革&rdquo;是大错误，但是经
历过&ldquo;文革&rdquo;的一代人，正将成为中国的领袖，他们的行为处事势必受到&ldquo;文
革&rdquo;影响，他们或许担心重新出现&ldquo;文革&rdquo;的混乱，设法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
这可能会有大危险，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本身太过稳定，也就意味着不稳定。
　　中国制度的积极一面，就是有其灵活性并能承载各种挑战，如果只关注政治稳定，就可能无法适
应其稳定性，因为社会在变，但若机制不变、体系不变，则难以适应其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余英时　　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在现代社会所谓&ldquo;民心&rdquo;，也就是普世价值。
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
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什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
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
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
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
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尤其是后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
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
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绝不能靠政治力量
从上而下强迫灌输。
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价值配合。
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
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
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
实际问题。
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
不过，&ldquo;三纲五常&rdquo;已绝不可能恢复了。
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
一次，在老&ldquo;孔家店&rdquo;完了以后再造新&ldquo;孔家店&rdquo;，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
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
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
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
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
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
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我曾经说过：&ldquo;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lsquo;道&rsquo;，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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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我所谓&ldquo;文明主流&rdquo;，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
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
所谓&ldquo;道&rdquo;便是重视&ldquo;人&rdquo;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ldquo;人&rdquo;的
待遇。
只要有&ldqu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dquo;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杨奎松　　我们都知道，中国最早的激烈革命，是孙中山在1895 年发动的广州起义。
起义仅靠少数兴中会骨干成员，动员了一批会党分子，想要擒贼擒王，靠突然袭击攻入都统、总督、
巡抚、水师提督四处衙门，一举拿下广州城。
此一行动因事泄而未成，但孙中山此后近10 次起义大体上也都是如此行事的。
这些举事都没有成功，革命党却屡仆屡举，前赴后继，坚持不懈。
我想对这些情况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但是，可能很多同学不太熟悉的是，近代投向革命的中国的革命党，并不完全是靠这种起义来举事的
，很多人，包括革命党，也包括无政府党人，很多其实是想要通过暗杀，即通过恐怖袭击，来达成威
慑和推倒清朝统治的目的的。
从上表可知，自1900 年起到1911 年止，几乎每年，有时一年好几次会发生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许多
暗杀者都牺牲了。
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从1900 年一直到辛亥革命，这样的暗杀行动一直在持续，而且是愈演愈烈。
为什么在1900 年以前我们很少听说这样的暗杀，1900 年以后却在中国大量出现了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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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北京和台北，海峡两岸都在纪念辛亥革
命一百周年。
那么它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历史意义究竟在哪里？
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
余英时、章开沅、袁伟时、张朋园、杨天石、杨奎松、陈永发、黄克武、罗志田、朱英等海内外知名
的历史学将在本书中为读者解读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历史，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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