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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
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
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
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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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山陵可谓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重要亮点，历经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的剧烈变迁，始终是公共
生活领域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本书秉承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融会当代新文化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
面考察了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并将之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党治国家”体制建
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在娓娓的叙事过程中，展现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进程当中一个相对隐晦的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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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恭忠，1974年出生于江西省遂川县，1992～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完成
大学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业，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2年9月至今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引航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译著《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
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2004），发表《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等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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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探讨修筑中山陵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分析晚年孙中山“再造民国”的政治目标、孙中山
逝世后各方对他的不同评价，以及国民党在孙中山丧葬事务方面的政治策略。
孙中山的葬礼包括三重形态：1925年3-4月间国民党人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段祺瑞政府的“
国葬”，以及1929年5-6月间的“奉安大典”。
到底是国葬，还是别有其他内涵？
以往论者只是简单叙述这些丧葬活动的盛况，对此深层问题未予重视。
本章的研究表明，孙中山的正式葬礼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新式国葬，而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党葬”大
典，它与国民党再造国家的目标相对应，贯穿着国民党营造“总理（国父）”孙中山这一精神偶像、
型塑国人主流历史记忆、增进现代国家认同的持续努力。
　　第二章，探讨中山陵的主要“作者”——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沿革。
以往一般笼统地认为国民党主持修建了中山陵，更有不少人以为蒋介石一直是孙中山身后葬事的主要
操办者。
其实在孙中山逝世之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尚低，根本没有资格主持孙中山的身后葬事。
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正忙于组织整合、军事征伐和政权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不同人士如何对待陵墓修建一事？
其间的立场转换、态度变化，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变迁而言有何深意？
蒋介石又是如何从无缘参与孙中山身后葬事，在短短4年之后就成为孙中山正式葬礼中的核心人物？
本章疏理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结构与功能，及其与国民党中枢当局关系的变化，由此展现了孙
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再造国家的“内向”努力，即内部组织权力从涣散到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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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从墓葬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将孙中山的丧事、中山陵的兴建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家再
造过程结合起来分析，细致展现了国民党人通过墓葬途径来营造孙中山的身后形象、树立新式精神偶
像、增进国家认同的努力，揭示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变迁当中相对隐晦的一个侧面。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蔡少卿　　这是一项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作者不仅细致剖析了孙中山的葬事与“再造民国”政治目标的互动过程，还进一步揭示了民国再造过
程中政治权力的文化运作方式，从文化视角来审视政治史，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
　　作者是一位思想活跃，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
他在充分占有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得出的一些大胆而新颖的见解
，无疑会丰富我们对民国时期政治文化史的认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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