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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
湖北黄冈人。
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毕业以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
1924年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五卅运动中任上海中学生校武汉分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
1926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
1928年在上海与周佛海等主编《新生命》月刊。
1934年组织“食货学会”，出版《食货》杂志。
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8月参加汪伪国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
1940年到香港披露了“日汪密约”的内容。
1942年到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
。
后任《中央日报》主编，主办“月刊”，兼蒋介石私人秘书。
1947年以后曾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中央委员。
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时报》总主笔、《中央日报》董事长、国民
党中央委员、常委、中评会委员等职。
1988年于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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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
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
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
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引起了疑难和论争，论争愈烈，疑难愈多。
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
中国社会史的决算，至少要提出下面两点做中心：　　第一，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
会？
　　第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至少有三个答案：其一、中国社会是封建的，封建制度还是存在；其二、中国
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制度早已破坏无余。
其三、中国的封建制度虽早破坏，但仍　　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有巨大的封建势力存在着。
对于第二个问题，却只有两个答案：其一、中国和外国通商以后，社会构造没有根本的变迁；其二、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后，封建势力日就崩坏，但同时后者又与前者相结成为一大反动的营垒，社会构造
已有改变。
并且，封建势力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或观念的？
这又随论争者观点的不同，引起了腻烦缴绕的辩解。
有许多只不过一二个名词之争：有许多涉及于革命根本问题，提出相异的革命方略，或竟藉论辩的名
词回避革命。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革命理论问题的一个焦点。
但是，革命理论是由社会的实况抽出来的。
要寻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必先对社会的实况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中国社会构造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构造，那末，革命的基础是无产阶级而对象是资产阶级：不然，
则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而革命的目的在收回关税自主权以求遂资本主义的发展。
如果中国是封建制度即封建贵族的统治，那末，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而基础是第三阶级即市民阶级
和农工。
如果封建制度已经崩坏，但士大夫官僚政府抑制资本主义的发达，继续着农村对都市的斗争，停滞中
国社会于前资本主义状态；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官僚迅速和帝国主义结纳，士大夫身分日就衰
残，其社会地位为帝国主义资本支配下的资产阶级所代替；手工业日益破坏，农工生计日益困难，那
末，革命的基础便应当是农工和手工业者与知识分子即小市民阶级。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社会实况没有或回避正确的认识，则革命理论不过空谈。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必待第二个问题解决以后。
那末，中国社会史的决算，在今日实在要痛下一番工夫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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