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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英国史》由余家菊著，凡十二章，历叙鸿蒙初辟以来英国之发展，以及政制
，风习，思想，民性的来源和变迁；国家的发生，滋长，扩大，乃至衰亡；国民之所欢欣乐道；国民
之所珍贵宝重；国民之所哀痛悲悼为全书主旨，以其行径判断英国未来发展之方向，从而为中国之所
当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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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又字子渊，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
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出身书香之家，七岁入家塾，1909年入县道明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进入设于武昌的教会大学文华大学预科，当年秋转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三年
后考入大学本科中国哲学门学习，1918年6月毕业后担任中华大学附设中学部监学。
1920年2月考入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未及毕业即于1921年冬以教育部公费生赴英国留学，先就读于伦
敦大学主修心理学，后转入爱丁堡大学专攻哲学。
1924年夏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昌高师、东南大学、冯庸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校。
自20岁在武昌中华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以后，终身著书不辍，留世文字近千万言，其中有关文化教育
的论述有数百万字之多。
这些论作颇能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能针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提出一些
颇有独创性的见解，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建树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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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自序 第一章鸿蒙初辟之英格兰 第二章英吉利王国之诞生 第三章英国国家组织之发展 第四章社会
政治转变时期 第五章都铎尔王朝与宗教改革 第六章斯都亚王朝之统治及英国政权之下移 第七章十八
世纪之英国 第八章十九世纪英国之外交 第九章十九世纪英国之内政 第十章十九世纪英国之学术 第十
一章欧战前后之英国 第十二章今日之英国 第一节英法两国政策的对立 第二节英国的内政与经济 第三
节英国与诸属领 参考书 中文名词索引 西文名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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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 社会政策 自一九○六年，自由党当国，由爱斯葵士（H.H.Asquith）组织内阁以来，对于
劳动阶级的利益，颇能有所设施。
最先便通过《职工争议法案》（Trade Disputes Act）以防护劳动组合，使其不至因罢工中的损失而遭
受要求赔偿的压迫。
嗣后又通过《工人抚恤法案》（Workingmen's Compension Act）与《老年恤济法案》（Old
AgePensions Act）。
工人作工，每因意外事件，致使身体残废，甚或丧失生命。
《工人抚恤法》的用意，在对于受伤的工人，或死亡工人的家属给以适当的救济。
《老年恤济法》于一九○八年，发生效力。
凡年在七十岁以上而每年收入又未超过三十一镑十先令者，一概得依其收入之多少，而接受每星期一
先令至五先令之恤济费。
依据此法，得到恤济者，凡五十万人。
又通过《供膳法案》（Provision ofMeals Act），使各地方教育官厅有权供给小学贫苦学生以膳食。
此外，又提出改良建筑，改良市政等各种法案，但有时须经若干的延宕始得上院的通过，有时甚至径
为上院所否决，因为上院议员四分之三尽属于保守党也。
 四乔治鲁意的预算案上下两院的冲突，到一九。
九年财政大臣乔治鲁意（Lloyd—George）提出预算案时，更达于极端的激烈。
所谓预算案，便是来年度政府支出的精密估计，以及支应此项支出的税收来源。
乔治鲁意所提议的各种税收中，有一种是关于土地的。
他主张征收土地的“自然涨价”的一部份。
有许多土地，价值增高，并非由于地主或使用人的努力经营而然，乃因四周情境上的各种社会改良而
后得到增价的结果，是即所谓“自然涨价”（Unearned Increment）。
乔治鲁意主张每隔十年，将土地的价值估计一次，如果价值有因为自然涨价而升涨时，国家得征收其
涨价的五分之一。
此案提出众议院后，很得下议院的信服，因得多数的同意而通过。
但提出上议院时，反对者却有三百五十人，赞成的只有七十五人。
于是自由党便和保守党宣战，于一九一○年解散国会，举行选举，以诉之于全国民意。
结果自由党议员人数较前虽减少了一百人，但在众议院中仍占多数。
而为进行上的便利，因和爱尔兰自治党、劳动党携手，此时上议院因恐权力之减少，不得已也把预算
案通过。
 五国会之改革当时全国人民都感觉上议院之所代表者，并非国民之全部，只是一个阶级而已。
因而主张缩减上院权力的呼声高唱人云。
自由党爱斯葵士内阁也决意缩减上院权力，使不再为众议院之患。
提出一个改革案，其中包含三点：（一）确实剥夺上院关于财政案的一切权力；（二）上院对下院通
过的同一案件，只能为两次的否决，若下院为第三次的通过决议时，则不问上院意见之如何，该案立
即成为法律；（三）同一国会的最长寿命由七年减为五年。
在此改革案上程讨论以前，国王爱德华去世，由乔治第五继位，一时搁置不提。
其年秋间，保守党提议如果上下两院意见不能一致时，则开两院联合会以混合讨论。
上院系保守党占绝对多数，如果此议成立，则保守党操绝对胜利的权力，所以自由党不能接受，只得
出于解散国会之一途。
从新选举的结果，各党势力大体上无所变更。
于是自由党的国会改革案终于通过，是即所谓《一九一一年国会改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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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英国史》由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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