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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研究》是关于研究政党研究的专著。
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短暂的民主共和国的实践，出现过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政党
，仁人志士也曾经追求并希望实现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理想；但是由于清末民初经济、政治、社会等
的复杂原因，以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追求
的理想和艰难的实践，一一化作镜花水月，如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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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基本概念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方法 上编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之产生与演变 第一章甲午以前部分中
国人对西方政党的初识与介绍 一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 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朋
”、“党”观 三对西方政党等现象之观察、介绍与认识 第二章甲午至辛亥以前政党思想之建构 一清
末政治团体和政党的发育 二政党意识之自觉 三政党之作用 四政党与宪政体系之关涉 五革命党人之政
党观 第三章民元以后政党思想之实践与演化 一民初的政党、党争与“政党政治” 二理想政党之发抒 
三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之主张 四“党争”与“党德” 五政党改造诸说 下编清末民初主要人物之政党
思想 第四章孙中山的政党思想 一民初孙中山的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主张 二“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政
党思想的发展 三孙中山政党思想之价值 第五章梁启超的政党思想 一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政党思想的萌
发 二民初粱启超的政党思想 三梁启超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反思 四梁启超政党思想的重要地位 第六章秦
力山的政党思想 一党派存立实为天下常理 二政党之作用既广且巨 三立党的原则和途径 第七章宋教仁
的政党思想 一政党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民初政党思想的发展和实践 三宋教仁政党思想之地位 第八章黄
兴的政党思想 一黄兴的党派属性和党派活动 二辛亥革命以前黄兴建设革命政党的思想 三民初黄兴的
政党思想及其特点 四“二次革命”后孙、黄政党思想之分歧 第九章章太炎的政党思想 一章太炎所参
与的党派活动 二政党思想的演变和特点 三章太炎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第十章章士钊的政党思
想 一有关政党的一般观念 二提倡两党制 三瞩意政党政治 四章士钊与“毁党造党”说 第十一章孙中山
、黄兴政党思想之比较 一民元以前为革命党事业共同奋斗 二民初政党主张基本趋同，关注点稍异 三
“二次革命”失败后政党主张迥异及其原因 结语清末民初政党思想论评 一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主要
特点 二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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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晚清各类学会、政治团体和政党等，皆以知识分子团体或者以精英型政党的形式呈现。
从前述各类团体形成过程可知，晚清中国无论立宪派政党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是从知识层面的学习、
宣传与模仿西方已有制度开始的，这种宣传、学习与模仿，又主要是为了应对晚清政治危机的需要而
进行，它不同于西方政党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产物。
尽管中国政治社会的改变亟须政党的成长和参与，但政党尤其是体制内的政治团体大多是被动产生的
，不是中国社会自身经济和政治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是我们在了解和理解晚清政党思想和主张时无法
回避的实践和逻辑起点。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派相继组织的学会和政治团体，均以实行君主立
宪和议会制度为奋斗目标，组建合法政党也为其题中应有之意。
他们的努力以及尔后出现的宪友会等所谓政党均是建立资产阶级政党的某种尝试。
立宪派人有一句话很典型地概括了这种尝试的指归：“救国为前提，立宪为目的，国会为手段，政党
为向导。
”他们对政党的鼓吹和实际的政治活动，为民初政党的勃兴及政党政治预设了一定的舆论基础，民初
众多政党也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
 二政党意识之自觉 从甲午到辛亥年前，先进中国人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勇敢地冲破清政府
的禁令，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治团体乃至政党，创办报纸、杂志等刊物，议论时政，参与变革。
应对政治革新的需要，西方政治思想也通过各种渠道较多地输入中国，报纸和译书是当时西方政治思
想输入的主要媒介。
戊戌时期翻译出版的主要西方著作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的《
论自由》、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论》等；译自日本人的著作主要有《政治原论》、《国法学》、《万
国宪法比较》、《英国宪法论》等。
1900年以后，官方开始提倡翻译政法方面的西书，此类书籍的出版遂大大增加。
据顾燮光所著《译书经眼录》统计，自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1—1903年），共翻译书籍533册，
其中史志115册，法政70册，学术48册，政法书籍已占前三位。
政党方面的译著主要有《明治政党小史》（上海广智书局）、《欧美政党论》（镜今书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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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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