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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一可以反三。
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
解。
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
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卜史学的创新。
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
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
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
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
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
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
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问不
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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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大昌纸厂则是兼有辅助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两重属性。
在为纱厂提供包纱纸方面，它是辅助产业；在利用纱厂下脚飞花方面，它又是相关产业。
大昌纸厂由张詧、张謇等人集股1.1 万元创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它是在收购通州竹园纸坊的旧式生产设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的。
张氏兄弟创办纸厂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大生纱厂飞花，为纱厂提供包纱纸和翰墨林印书局所需要的印
刷用纸。
但是，纸厂成立不久，飞花价格大涨，因设备简陋，所产纸张厚薄不匀。
高成本带来的是劣质产品和低收益。
几个月后大生便与大昌解除合同。
此后，由于纸质太差，销路不畅，包纱纸也不符合大生纱厂的要求，而开办费用已超过了原始资本，
大昌很快闭歇。
通过张謇等人的努力，他们粗略地建立了以棉纺织业为中心较为合理的辅助产业和相关产业。
在学理上，这些产业能够减轻纱厂的负担，有利于各企业的独立核算，充分调动各企业的积极性；但
是这些产业发育不平衡，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以棉纺织业为主导的企业群，没能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
一个有弹性的生长空间。
资生铁厂机器设备齐全、配件充裕，具备一定的制造能力，理应为纱、油、面等企业的运行保驾护航
。
但由于技术力量不足，缺乏制度性的经营管理，原料依靠进口和外地，修造成本较高，历年盈亏互见
。
资生在检修“大解”轮时，即使照成本收费，其费用也高于上海，无形中增加了大达轮步公司的支出
。
1918年，成本之高终于使大生系统各厂都望而生畏，各厂宁可自己扩建修机问。
其后果不仅是资生失去了业务伙伴，而且作为辅助产业的资生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
1920年，因建造驳船亏损2万多两，资生更难维持，1930年停歇，主要机器设备拨归大生一厂。
没有脱离手工业阶段的大隆皂厂，也因技术落后而亏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停办。
它与大昌纸厂一样，根本没有形成气候。
较之资生铁厂，面厂和油厂的经营状况比较好。
面粉在满足大生纱厂需要的基础上，远销华北、华南。
油厂渐渐悉数消化了纱厂的下脚棉子外，并自行生产花生油，产品也远销华南、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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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与近代社会》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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