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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史事论述》为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史论文集，1987年8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所辑文章多作于上世纪80年代，代表了吴相湘先生晚年关注的问题和治学境界，其中大部分文
章所论述的内容不外乎现代史上三大议题，即孙中山革命活动、同盟会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史事。
这三大议题至今仍是治现代史的主体内容，而吴相湘先生考辨史料的态度、方法，以及他看待许多具
体问题的结论，都是值得格外重视和认真参考的。
    时值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以为对中华英烈百年间前仆后继革命壮
举的由衷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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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
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多次随军在前线
参战,到敌后了解情况,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
他阅读日本军部及外交档案,掌握了中日战争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他在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的两巨
册《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
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
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出版了大批专著、专论。
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
价值。
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
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
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
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
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
值的史料长编。
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
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了其长篇自传《三生有幸》。
他的论文和著作也发行于祖国大陆,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民国史、民国人物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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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国父生平最早政论国父为什么上书李鸿章“孙先生曾见过李鸿章”系属
无稽之谈关于中山先生与李鸿章见面问题国父与日本关系国父联系北洋皖奉各系的一些史料——国父
致吴忠信及段祺瑞与张作霖函原迹暨吴忠信跋文国父论革命的意义“孙文策略”被曲解了——国父广
州蒙难后严正声明武昌首义第一枪及其他辛亥阳夏之战的重要性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生平事迹赛珍珠
看抗战时中美关系——为抗战胜利受降35周年作抗战时外交活动一页——颜惠庆使美文电撷要抗战史
实永志不忘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日本窜改教科书的对策北伐誓师60周年80年前国人对西医
的观感——美国胡美医士的亲历经验大江会与国家主义杨宇霆之死不是端纳告密教育家陈润霖先生传
略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运动——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序从定县经验谈台湾基层建设马
神庙·译学馆·汉花园——北京大学忆往胡蝶和她的时代刘廷芳的“内幕”订正有关卿云歌三种权威
性的资料《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影印本)前言《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影印本)前言——《民国
史料丛刊》第一种《鲁案善后月报特刊——铁路》(影印本)前言——《民国史料丛刊》第十七种《农
业论文索引》(影印本)前言——《民国史料丛刊》第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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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先生手撰《有志竟成》自传（《孙文学说》之一章）有云：“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
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
盖前此虽身当万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进取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
及吾身而成者也。
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则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
自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之革命同盟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矣。
于是乃敢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
焉。
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
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事实上，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不过六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目标就已达
到。
　　中国同盟会能顺利组织成立，程家柽实是关键人物。
他早在1902年即因旅日香山县华侨三合会会员郑可平之介，往横滨拜晤孙先生，孙为程言民族民权民
生道理，五权分立暨以铁道建国大道。
程深切感佩，“请毕生以事斯语”。
欲树党全国以广传播。
但孙先生意惟欲东京留学生中联属20人：以陆军十人率两粤三合会、长江哥老会为起义之师；以法政
十人于占据城池后，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
程却嫌人太少——1905年夏，孙先生自欧洲到日本之初，仍持1902年对程家柽所言“联属二十人”原
计，与少数留日学生争论不决。
程乃力陈三年来形势演变，已自开山引泉，达于大川；今昔不同，勿再提旧议。
留学生欢迎会中，程致辞更强调：“必须联合留学生，归国之后，于全国秘密会党有以操纵之。
义旗一举，大地皆应。
旬日之间，可以垂手而摧清廷。
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
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
外交牵涉，国难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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