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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
在现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和19世纪中叶以来近一个世
纪的殖民地制度，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这就足以促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政党的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
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文明制度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研究20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
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21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作
出更好的把握。
一、20世纪中国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不是从来就有的。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是观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
人类社会没有政党存在的历史远比有攻党存在的历史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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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
在现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和19世纪中叶以来近一个世
纪的殖民地制度，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这就足以促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政党的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
　　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文明制度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研究20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
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21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作
出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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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元国民党的分裂，传统的看法多数认为是由于欧事研究会成员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原因仅只是不
愿意按照孙中山规定的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条件履行入党手续。
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革命民主”与“自由”之争。
严格说来，革命民主与自由是文化机制之争，操作起来便会成为体制之争。
革命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一个文化概念，就是武装夺取政权。
《易·传》有天革、地革、人革之说，“汤武革命，应天顺人”。
Revolution意为翻天覆地，即造反。
民主则有中西之别，西方是人民作主；中国是为民作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西方又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分，前者即人民民主独裁，后者日议会民主。
自由，是反对暴力强迫，不管是暴力造反还是革命政权暴力。
中国古代的“特立独行”、“威武不能屈”即是自由之意。
西方自由与平等并提，议会民主便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一种反对一切暴力强制的中介手段。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是暴力革命，而且是“第三等级”的人民革命。
“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和城镇市民小资产阶级，但主要是农民。
农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自由，更要求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机制同样如此。
资产阶级革命却要工农群众去打头阵，这似乎太不合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1644年革命开始的，打头阵的是农民，克林威尔军队的主要成员就是农民，克
林威尔被称为是一位独裁者，因为他不讲究议会民主。
现在英国议会民主体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结果，所以在英国，“光荣革命”又称“自由革命”
，那才是资产阶级打头阵的结果。
但是，如果没有克林威尔的农民暴力革命和独裁，哪里会来“光荣革命”？
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进行的。
1789年革命以后，山岳党人是“恐怖时代”的统治者政党，罗伯斯庇尔也是一位独裁者，只讲人民的
直接民主，不讲议会民主，更不讲自由，但是他的恐怖行为都是以自由为名的。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时一声长叹：“啊！
自由，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一著名悲剧咏叹调台词的汉译出自梁启超先生的手笔。
而拿破仑一世的军队，正是由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农民组成的。
直到1871年，法国才奠定了议会民主的体制。
没有“恐怖时代”的独裁，哪里会有1871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和议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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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在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后出版的。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导师刘景泉先生。
在硕士研究生学习将届毕业之时，先生接受我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使我有幸忝列师门继续留在
南开学习。
3年来，先生在紧张繁忙的学术与行政工作余暇，对论文的选题、结构的设计、资料的查阅及开题与
撰写，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是宏观上的指导、点拨，而且连字句、标点均一一斟酌、修改，体现
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与追求，让我深受感动、获益匪浅。
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中，先生给予我诸多关照，尤其是先生做人、为学的风范与待人、工作的精神，
都是无形的身教，令我从中顿悟许多。
论文写作之时，先生欣然将其纳入自己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中国近现
代政党史研究”；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先生又将其列入项目出版计划，感恩之心、感激之情无法用
言语表达，唯有努力钻研学术以无愧于先生的培育和厚爱。
张静教授、江沛教授在开题报告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使我受益良多。
匿名评审专家给予论文较高评语和中肯建议。
答辩委员会主席朱汉国教授及左玉河研究员、江沛教授、李金争教授对论文作了客观的评论并提出宝
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向各位专家致以诚挚的感谢。
硕士导师侯杰教授非常关注我的学术成长和博士毕业论文写作，我同样表达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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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政学会到新政学系》：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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