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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一可以反三。
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
解。
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
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
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
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l。
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
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
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
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
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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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辛亥革命发生的这一年，边疆民族中也开始发生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
这一年的11月8日（旧历十月十日），清王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
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
⋯⋯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
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
⋯⋯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
”①紧接着，新疆、西藏也相继发生类似的分裂思想和运动。
梁启超在1911年10月～11月问撰写《新中国建设之间题》时曾预见：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有人会以
清王朝覆亡为借口，提出脱离中国的要求，“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
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而且“诸藩疆与本部之关系，平昔本已阂隔，尔来强邻介煽，久已生心外向，今若非别有道以维系
之，则惟有俟戡乱之后，陈兵镇抚。
窃恐此愿未偿而物已非我有矣”②。
事情果如梁氏所料，边疆民族分裂运动在内地起义发生，满清统治倾倒时，受英、俄等国的挑唆，借
口保护土地、宗教之名，接连宣布以分裂为实质的“独立”。
摧毁旧制度的革命使久已习惯、彼此关联的统治方式破碎于一旦，又没有立即拿出制约各方力量的新
规范，一时间造成国内上下关系的散乱和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只要能按新的观念迅速建立起
新的政权，重新调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依靠新政权的强大力量，依靠民主政府
制定的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政策，虽仍不免会有相当时间的磨合，不难再度实现全国各地区包括少数民
族居住的边疆在内的统一。
但是，参与革命的各界人士同举着“倒满”、“建立民国”旗帜，对建立怎样的民国却并没有认同的
明确方案，又都想在新建政权中发生影响，这就使新建的共和政权存有许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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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之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