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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之体，与时俱变。
“序”原是用于讨论政事和学习，后变为临别、聚会之记叙体，逮至现代，凡书付梓之际，总要诠叙
主旨、弥论全书，乃为不刊之例。
今为我的学生出版著作作序，虽同乎旧例，理有不同，非为随俗。
综观全书，概有三点可陈。
　　其一，法乎其上，仅得其中。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主持湖南师大政治系时，曾经用巨资购买皇皇240多册的民国北京政府的《政府
公报势影印本，成为国内少数拥有这套原始资料的高校之一。
我要求在此处下力，考辨、发掘、实证、研究民国北京阶段的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理论做解
构。
这就是本书的因缘来处。
事实证明，这套资料是巨大而丰富的矿藏，依据民国初年20多册的《政府公报》做出的论著，自有其
可靠的史料基础。
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他证、考证、自证、互证之别，但尤其以自证方法最为扎实、可信。
用民国自身的资料解读民国历史发展，具有信史性。
本书就是一个证明，为此感到欣慰。
全面深入地研究民国北京政府的《政府公报》，至今仍然是一个有待来者继续努力的任务。
惜乎，作者由于后来工作的变动，没有继续沿着这个研究路线走下去，犹有余憾。
　　其二，言之必名，名之必可言。
作者对民国初年《政府公报》的感悟和理解，使用了“社会结构”的方法，这就是本书结纲联目的写
作方法。
用“社会结构”的方法再现民国初年的社会群体地位、功能、作用及命运，具有共时性、开放性、兼
容性、非线性，充分体现当时社会的合力互动特点，从特定历史条件下揭示各个社会群体“个性”和
转型、选择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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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课题是民国史，采用了民国社会史的历史体裁。
主要资料来源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政府公报》和其他资料。
    本书研究的历史时段是民国初年，具体划分是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大致与
袁世凯统治民国北京政府的时期相始终。
    本书研究民国史的方法采用了“社会结构”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综合了历史学、社会学两门学科
的概念和功能，并且规定了进入研究民国史的社会视角和叙事方式，而这种方法的规定性必然是社会
史内容。
这是对民国社会史研究从理论到方法、从方式到内容的新尝试。
采用这种方法具有共时性、综合性、包容性的特点。
这是一种跨学科、总体性的研究。
    本书研究民国社会史的资料《政府公报》，并非仅有，多处可见，但进行系统的解析和研究不多。
历史研究考证之法，源远流长，有互证、考证、他证、自证等方法，其中尤以自证为最具说服力。
本文就是用《政府公报》的自身资料去解析民国社会，可以视作自证自解。
历史研究历来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之说（王国维语）．用民国《政府公报》的文辞、治法去解
析民国社会，能够循此入乎其内，至于“出外”之处不敢多言。
    本书研究民国社会史，是以一种世纪回眸的胸怀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激荡当作一个较长的历史周
期，民国初年这一时段仅是百年周期之一环。
民国初年的社会结构的形态和世相不过是这一环节中的一个历史葛结。
我们以今视昔，持有一种“后来者的优越性”，可以用特有的历史距离、平静的理  智、科学的认识
去评价和多角度地反思前人得失，以取鉴于前史。
       本书研究民国初年社会结构的目的是，揭示民初社会结构的历史背景和来源，展示社会结构中各
种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价值、角色和社会功能，说明辛亥革命以后，近代以来民主和民
族革命的矛盾在民初的纠缠交织、错综复杂的新变化。
说明民初社会结构的利益互不惠顾性和不可整合性的矛盾，实际上宣告一切旧式“改良”和“借权、
借军”革命方式的终结。
从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揭示，这种社会结构对于近代两大主题实现的阻碍性，它本身既
不可能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物，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必须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体
力量，这是一个需要思想、文化、经济等全面变革的伟大社会工程。
它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提供了参照性的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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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庙堂青衣 旧臣新主：民国社会中的逊清皇室　　为什么要选择晚清王室作为民国初年社
会结构的“首选公民”，因为民国初年的社会是新旧混合形态，满清皇室几乎占有二分之一的天下。
　　满清王室的皇冠落地标志着两干多年的专制历史的结束。
自《春秋》成传，事在录中。
帝制既消，何以兴代？
此为民族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大枢机，综观历代，持续前史，虽有帝王相系，统治集团组织形式和地
位升降，化成社会结构不同。
先秦有周封诸侯，世家持国，卿禄不坠，这是世袭贵族社会。
秦一统六合，至汉唐八代，有高门世族据上品，门阀部曲占乡里，豪右大族与朝廷抗礼，是为中古社
会特色，延至唐末农民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世系谱牒一悉扫尽。
自宋至明清，世无门阀之累，豪强地主和士绅群体独运风流，皇权专制愈演愈烈，淫威之下无有敢以
抗颜者，然家贫兵弱，官冗将孱，积弱之势不可逆转，元灭宋，清代明，有清一代反复于列强之手，
终不能自强而鱼烂致亡，殷鉴不远，可为后师，民国何以立国？
举世企盼，四海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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