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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收录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著作30种，34分册，总字数近1400万。
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辛亥革命时
期的商人、商团和商会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
施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关系研究等。

马敏的这本《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为该文库中的一本，主要介绍了过渡型社会
与早期资产阶级，畸形的内部结构，社会组织形态的过渡性，过渡型心理结构等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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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马克思说，资本家是“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来发生作用”①的。
明确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的性质及其资本的性质，就不难判明其操纵者和投资经营者的阶级属
性。
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封建大官僚，尽管可能有少量私人投资②，但这批人主要是倚仗政治地位和权
势把持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一类企业的领导权当属无疑，“他们的消长进退，完全以本身封建权势的
升降为转移”③。
因此，他们本质上是封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是代表国家来行使特权和使用官款、官股等国家资本的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他们仍然基本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只是渐次显露出某种资本主义
化的倾向而已。
而那些大小商股的拥有者，虽然可能捐有或实或虚的官职，或者挂着总办、帮办、会办的大小头衔，
但他们本质上是私人资本的代表，属于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只不过对封建官府具有更大依赖性
而已。
这批资本家在来源上以两类人居多：一是买办，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卓培芳等；一是旧式商人
的上层，如朱其昂、经元善、郁熙绳、谢家福、蔡鸿仪等。
至于盛宣怀、周学熙一类人物，他们在早期以官方代表身份主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时，
并未脱出封建地主阶级的窠臼。
但后来他们通过化公为私，拥有大量胚芽形态的官僚资本时，便开始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
不过，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1860-1913年）内，官僚资产阶级还远未形成一种独立阶级形态，而
是作为同封建官府关系最紧密的阶层或集团存在于统一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之中。
关于这，我们在第一章讨论早期资产阶级基本特征时，已经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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