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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
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
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
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
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
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
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
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
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
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
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 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
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
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心内容和基础背景。
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
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
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
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
；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
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
，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
。
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
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
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
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仍然较大。
我什1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
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
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
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
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
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
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
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
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有特色、各有优长
，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
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
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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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素玲，女，河南滑县人，暨南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后在郑州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读书，获中山大学历史、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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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港台地区的学者做了许多扎实的研究工作。
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②，系统整
理大量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的研究资料。
在论著方面，戚世皓的《辛亥革命与知识妇女》④认为，晚清时期，基督教、清政府、维新派和革命
派均注意女子教育，虽然着眼点仍在于培养有知识的贤妻良母，忽视女子本身的志趣，但已经是革命
性的转变，为女权运动播下种子。
廖秀真《清末的女子教育（1897-1911）》论述清末传教士与中国女子教育、国人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
以及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④。
她的另一篇文章《清末女学在学制上的演进及小学教育的发展（1897-1911）》对清末女子教育制度的
演变和女子基础教育的发展规模作了较深研究，但论述重点在于小学。
鲍家麟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思想》⑥认为，戊戌变法是妇女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清末妇女
运动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由觉醒的中国妇女本身参与、领导，已不再完全依赖于男性思想家的鼓吹
和西方传教士的督促；二是妇女运动与排满革命相结合，以推翻满清专制为实现男女平等理想的途径
；三是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已经具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思想，激烈者已不以相夫教子、识字读书为满足，
进而要求经济权、参政权等各方面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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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改变命运。
本书从教育透视中国女性之近代转型，揭示教育于女性之特殊意义，对营造和谐平等的两性社会关系
不乏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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