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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近代史事浩如烟海，错综复杂，曾引起为数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去探讨，去求索
，去寻个究竟，笔者即是其中之一。
引领我到这块史学园地来的，是我的先师林增平教授。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整个家族世代务农，不曾出过一个文人，多亏长在新中国，我才有幸成为
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在我这里，既无家学渊源，又无过人才智，只有求真务实和吃苦耐劳的品性。
1963年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史学大师陈寅恪及史学家刘节、梁方纵、梁钊韬、金应熙等都在那里
任教。
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些学者们的崇高价值，也没有及时向他们虚心讨教。
今天想来，实在追悔莫及。
从大一到大三，我参加了“小四清”和“大四清”，后来又卷入“文化大革命”，荒废了许多永远无
法挽回的宝贵光阴，没有读多少书，更谈不上史学研究了。
离开中山大学，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在海南岛五指山区做基层工作，历时十余年，当过“伙头
军”、中学教师、县教育局教研员、县委宣传部干事等，有可以自信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而史学
研究的能力则只能用“阙如”来表示。
　　值得庆幸的是，1980年我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
师从当代著名史学家林增平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
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逐步走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园地。
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使这个园地百花盛开，令我目不暇给。
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百花丛中穿梭，努力吸吮营养，填充久遭“知识饥荒”的肚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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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史事探索》由六组论文构成。
第一组文章是对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宏观考察。
第二组文章是对晚清具体政策的探索，包括教务政策、留学政策以及首批留学生的派遣。
第三组文章是对近代中国诸多史事的微观分析，既有对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事、史籍考订成果的评述
，也有对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唐才常入两湖书院时间、辛亥“三·二九”之役陈竞波并非侦探以及“
左公柳”纪实诗文句的考证。
第四组文章是讨论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及其精神，评析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
第五组文章是对史学研究的一些思考，认为历史研究应侧重考察人的发展过程，把研究的视角从群体
与社会转向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建构历史人学；主张历史研究要努力与社会现实契
合，要尽可能地贴近社会生活。
第六组是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成果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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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出现，意味着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是19世纪中期以
来中国社会改革以及西方影响不断扩大的产物。
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这一时期最具革命精神和时代特色的
纲领，他本人也以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成为民主革命的伟大旗手。
革命派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动革命斗争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其自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
其一，革命派的基地大多集中在海外和通商口岸，与内地下层民众的联系较少，社会基础相当薄弱。
其二，革命派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治团体。
除反对满清政府外，革命派内部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虽能很快担当起领导的职责，并为民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却
无力控制革命的进程，只能与前清官员、立宪派达成妥协，最后把权力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的实验，随着宋教仁被刺杀而烟消云散。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不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
关于这一点，孙中山和梁启超早已认识到了。
孙中山在宪政实行之前设立了一个训政时期，梁启超认为在实行民主政治之前，要有一段时期的开明
专制。
问题在于由谁来领导两者之间的过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过渡。
　　袁世凯执政后企图以恢复帝制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传统的君主制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制如
同建立议会民主制一样不符合国情，共和制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得以保存的。
北洋政府挂着共和制的招牌，肆意践踏共和制的原则。
尽管还有少数人为共和主义理想而奋斗，然而共和主义的实质已在中国政坛上荡然无存，中国开始走
向极权主义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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