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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考上大学后，曾读到王造时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
该书由黑格尔（1770-1831）在柏林大学的讲义编纂而成，出版于19世纪中期，一直被视为黑格尔思想
体系的代表著之一。
其主题讲述以欧洲和日耳曼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有关中国的描述也贯穿全书，且占有相当篇幅。
黑格尔在书中强调，只有日耳曼与欧洲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成熟形态，北美新大陆也是代表未来的
“明日的国家”。
黑格尔不无悲悯情怀地描写了迦太基等亡逝文明的“破帆断樯”，又指出历史从东方开始，中国是未
被征服的民族，但正如印度的命运一样，“不久之后，中国也必然要屈服于这种命运”。
黑格尔预言的冲击力，不止于他的论点，还体现于其哲理思路与叙述方式，他视野广阔全景描述上下
数千年东西方文明的轨迹线索，其恢宏气势与雄辩逻辑，非我读书时代那一些教科书或主流论著可比
。
联系史实加以思考，黑格尔去世后不到十年，就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华等系列战灾陆续发
生，古老的中华帝国陷入上百年的灾难状态，黑格尔的预言仿佛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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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题不在于追踪辨析文明形态的讨论，所关注的是梁启超、雷海宗与黑格尔等中外学者的中国文
明史或近代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于军人与军事问题的考察，也都涉及到了掌控国家武装力量的体制的
研究。
黑格尔强调战争与武力对于历史的绝大动力作用，梁启超呼唤中国的“武士道”，雷海宗要求改变传
统的“无兵”状态。
可知无论是断代的具体的近代中国问题考察，还是文明史或历史形态的宏观思索，都离不开“无兵”
与“足兵”等基础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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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共两党革命理论及其宣传文献的学理因素与来自学术界的较为明确的研究定性相比较，政党
宣传等类型的资料的学术价值受到更多的质疑，一直未能获得有效的利用。
由近年一次学术会议引出的讨论，可为此点佐证。
那次讨论的问题是：20年代吴稚晖、王世杰等人曾在报刊上进行了关于蒋介石是否军阀以及当时军政
关系等问题的论战；如何分析这一场论战，是视之为政治辩论，还是可以纳入学术范围进行研究，这
在与会学者间产生了范围不大却没有最终统一的分歧意见。
①所以，对于军政关系与军阀概念研究的学术起点及其研究范围问题，需要追溯军阀概念出现之初各
类研究成果，同时廓清政治与学术界线，把握其有机的联结关系。
所谓时政类型文献，包括中共的成立发展、政治报告宣言等，国民党改组、北伐等时期的各类文献，
两党各次代表大会、重要人物的文章讲稿等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如孙中山的“政治领军”理论与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等论述。
毫无疑问，这些时政论著，构建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政治学说，对于当时的社会与战争实践发挥了决
定性的实效作用。
我们需要确认并加以强调的是，这一类政论著述应该并能够纳入学理研究的范围，作为军阀话语及军
政关系的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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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稿由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改写而成。
先后在开题、答辩等项工作中给予指导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徐万民教授、王晓秋教授、房德邻教授
、欧阳哲生教授、罗志田教授、杨奎松教授，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
指导教师刘桂生教授出国期间，房德邻教授代理论文后期手续、答辩会议组织等工作。
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曾专函惠告学术信息，以鼓励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章伯锋先生惠赠专著与资料，又不顾年高与眼疾障碍，通读论文初稿提示宝贵意见，
并出席答辩会议担任主席。
在若干专门问题、学习过程若干实际事务方面，得到了彭小瑜教授、高毅教授、沈仁安教授、宋成有
教授、牛大勇教授、资料室王美秀研究馆员诸位老师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杨宁一教授、中共党史研究室马贵凡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
员等为笔者提供了帮助。
研究生张会芳为本文的中、英文资料的收集、整理、译校付出了许多劳动；女儿世超参加了一部分英
文资料的整理、译校；研究生欧阳烈丹参加了一些英文资料的校对。
先后担任教务工作的杨克敏老师、岳凤琴老师在学习事务方面多有操劳。
博士生胡少成承担了预答辩与答辩诸多事务的繁杂劳动。
鲍世修先生等军事科学院多位师友同仁，给予了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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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为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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