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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史学界最为活跃、最受关注

的研究领域之一，与之相应，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近代史》(以下简称《中国近代史》)在其历

史类各专题中也是体量较大、订数较多的一本刊物，

足见其在学界及读者中的重视程度。2018年度，《中

国近代史》通过对近四千种期刊发表的有关 1840-
1919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反复比

对与系统研读，最后精选了130篇优秀学术论文予以

全文转载。这些论文涵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

思想文化史等几大类，编者在选文时尽量照顾来源

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平衡，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

尽量覆盖更多的期刊和作者，以期将此阶段学术研

究的典型成果呈现于学界，大体反映学界在该年度

对晚清民初历史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向。本文借此

对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进行量化与内容分

析，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展现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特点与走向。

一、转载期刊与作者单位的基本情况

2018年度，公开发表在各类杂志上的中国近代

史研究论文共计 1235篇，《中国近代史》共转载 130
篇，涉及 61种刊物，转载率为 10.5％，该数据与 2017
年度大致相同(2017年度转载 130篇，涉及 69种刊

物)。相较于历史类其他专题的转载情况，《中国近

代史》的转载量和转载率位居前列。《中国近代史》的

论文转载，既客观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课题分布现

状，也在政治史研究领域有所偏重，在社会史、经济

史、思想文化史研究等领域，注意各专题选文之间的

平衡，篇目数量相差不大。

从《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的来源期刊整体情况

看，历史学类专业期刊仍是重要来源期刊。值得注

意的是，在历史学类专业期刊中，如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办的《史林》，非常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

问题，2018年度刊登了众多政治史、城市史领域的优

秀论文，转载量也随之增加，与 2017年度(转载 5篇)
相比有较大增幅。在综合类期刊中，《学术月刊》《广

东社会科学》《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因长

期侧重于关注晚清民国历史的研究，发文较多，且质

量较优，转载量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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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看，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院系统及各高等院

校，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成都。其

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因其长期以中国

近代史为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底蕴和科研实

力，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富，反映在《中国近代

史》中，转载也较为突出，共 11篇，与 2016年度的转

载数(11篇)持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9篇、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各5篇，这几所高校的历史学院有稳定的近代史

研究队伍，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实力较强。从中山大

学历史学系和暨南大学文学院转载情况看，亦反映

出这两所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力。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论文对作

者和来源期刊的规定，《中国近代史》每期对每本来

源期刊上的论文控制在2篇及以下，每个作者全年转

载量不超过3篇，目的是将选文覆盖更多的期刊和更

多的作者。该规定不可避免地会错过许多优秀论

文，但保证了期刊来源的多样性与作者来源的广泛

性，也利于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更多的研究成果

和更丰富的研究观点。因此，来源期刊与作者来源

单位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相关情况，从转载的广

泛性和全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应当更具客观性

和权威性。

二、转载论文内容分析

《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所反映出的研究情况，

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近

代人物等方面。因部分论文在选题和研究中属于多

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在内容上并不适合归属于某一

单一领域，为避免重复或遗漏，本文择其要者暂归入

某一专题论述。同时，在分析概括时，原则上主要着

眼于研究重点、研究趋势和前沿问题等方面，在其他

方面可能会有忽略，此实为本文所论的侧重点不同

所致，并非忽视相关论文的学术价值。

1.政治史研究平稳推进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领

域，晚清民初阶段也概莫能外。2018年度中国近代

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帝退

位等重大政治事件及政治革命、制度变迁、中央与地

方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

2018年是戊戌变法 120周年，学界在召开多次

学术会议研讨和纪念这一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的同时，有关研究戊戌维新改良的论文也陆续发表。

一些论文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颇具新意。如《维多利

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
(《中国近代史》第1期)，以地方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视

角，对 1899年后康有为所领导的海外改良运动从维

多利亚和温哥华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后来的衰落

进行了考察，并对 1911年前当地华人急剧转向孙中

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内外原因及其跨太平

洋影响进行了分析。论文突破史学界关于清末国外

华人改良与革命完全对立的观点，揭示了两者之间

存在的内在联系。《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
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中国

近代史》第2期)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础上，认为保皇

会是戊戌变法在海外华人中的延续，对澳洲保皇会

成立的动因、过程、初期活动以及作为保皇会机关报

《东华新报》的沟通宣传职能和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

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对深入理解海外华人

如何参与晚清变局提供了新的门径。

近代中外关系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

以来为学界所关注，2018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

成果。《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获赔款的分配方

案——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中

国近代史》第 2期)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法双方

达成的800万两白银的赔偿协议，除700万明确规定

为军费外，对剩余100万两的分配方案和进程作了阐

述。《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从“搭便车”

到“门户开放”》(《中国近代史》第5期)探讨了晚清时

期美国强行与中国建立条约的演变发展的三个阶

段，揭示了美方维持和扩展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条

约权益的意图，深化了对晚清中美关系的认识，有助

于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孙中山

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中国近代史》第5期)则利

用新史料对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进行了

辨析。《“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

尔逊的认同危机》(《中国近代史》第8期)论述了一战

后期列强在处理山东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以及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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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

则之间的选择，最后为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

国的道义承诺，作者认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受难时

刻”的抉择。《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上海的驻军与

撤军》(《中国近代史》第 10期)考察了当时列强在上

海驻军与撤军的始末，指出英国最早提出在上海驻

军，将自己视为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主人”，而德、法、

日等国的驻军要求和提出的撤军条件及其他列强的

反应，否定了英国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

《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中国近代史》第 12期)展示

了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

交”相互纠葛的历史样态，分析了中国“外交之主体”

问题的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趋向，揭示了国民外交从

“主体”到“后盾”地位的转变，从而折射出中国边疆

危机中外交思想的深层变动。

有关清帝退位与各方政治势力的争斗仍为学界

所关注。《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中国近代

史》第 2期)从皇族内争的视角探讨了袁世凯复出的

历程，作者认为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有

意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

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围绕继任内阁总理

之争日趋激烈，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武昌

起义后，袁世凯有意复出，并提出复出条件，清廷也

基本应允袁世凯的条件。作者指出，袁世凯复出主

要是因皇族各派之争，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政权

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中国近代史》第7期)围绕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一

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

束的周旋，力图借清帝逊位之名，主导南北政府合

并，延续清朝法统与承接清朝政府，孙中山虽认识到

袁世凯诡计，但却无能为力，作者据此认为清帝退位

虽实现共和，但留下重大隐患。《逊清皇室与〈优待条

件〉入宪》(《中国近代史》第 9期)则阐述了逊清皇室

借民国制宪之际，积极运作《优待条件》入宪并最终

功败垂成的过程。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也是学界长期研究的重

点。《庚子赔款中央与地方争论补议》(《中国近代史》

第 9期)梳理了庚子赔款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论

争，探讨了东南互保后军机处、各地督抚、在京谈判

全权大臣、总税务司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对庚子

赔款和晚清政局的研究。《清末边疆危机下中央与云

南当局围绕盐课的博弈》(《中国近代史》第 11期)考
察了云南盐政的运作和演变过程，反现了中央监管

权与地方官财权之间的博弈。

可见，近代政治史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呈平稳

推进的研究态势，使用新材料、深化研究层次、加强

中外关系史研究、突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以探明

历史走向等，是 2018年度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基

本特征。

2.社会史研究不断拓展

社会史研究仍具创新活力，慈善史、城市史、医

疗史等论题不断有新成果出现。2018年慈善史研究

较之以往有明显推进。《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

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中国近代

史》第 1期)从“寓善于乐”是慈善义演初兴的重要因

素和内核出发，对绅商阶层、伶界、新式学生群体等

新兴社会力量的参与，慈善义演形成的都市娱乐活

动与慈善事业中的社群网络等新的现象进行研究，

阐述了慈善义演打破传统阶层之间的互相异见、为

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公共事务中的协同创

造了新的场域等体现着慈善义演的张力的特点。《“变

质”的慈善：晚清沪北栖流公所初探》(《中国近代史》

第 2期)通过梳理栖流公所的设立及职能的变化发

展，发现其虽与救助流民的栖流所无异，但在实际操

作中成为公廨饬发各类人员的接收机构，在工部局

与会审公廨挣脱女犯关押权的过程中，被正式确定

为有别于传统女牢的女犯分所，同时男性案犯也有

部门改发栖流公所，这使得栖流公所在承担各种善

举外，还具有近代监狱的职能。《近代河北天主教传

教士弃婴收养活动及其影响》(《中国近代史》第9期)
则对天主教传教士在近代河北地区开展弃婴收养事

业的缘起、措施、特点、影响及其经验与启示作了梳

理和总结。

城市史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目

前，关于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器物和技术切入

考察城市市政设施现代化，以警政和卫生防疫等为

对象，展现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机构的移植，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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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角度研究城市规划、城市地位、城市文化、城市

经济等方面。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主要选取了研

究上海、天津、香港等城市的代表性论文。如，《地狭

人稠型城市的困境与治理——以港九时期 (1869-
1897)的香港为例》(《中国近代史》第3期)分析了港九

时期城市拥挤不堪导致的各类问题和矛盾、政府如

何应对和处理的过程及其成效，具有一定的现实关

怀。《论近代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意义》(《中

国近代史》第 9期)分析了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

形成的政治前提、空间基础以及持续增强的安全岛

功能、强力保障的上海枢纽港地位和超常的自我增

强功能，其安全系数和生产要素集聚互为因果，吸引

上海周边甚至全国各类有权、有财、有才的人物，上

海也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成为人才高地、文化中心。

《公共交通与城市现代性：以上海电车为中心(1908-
1937)》(《中国近代史》第9期)从电车的引进和普及切

入，管窥城市理念的进步和城市现代化的嬗变。《从

书画助赈看晚清上海城市文化》(《中国近代史》第 9
期)则是从书画助赈着手，探究城市文化的走向。《政

治、空间与城区变迁：清末民初天津的河北新区》

(《中国近代史》)从政治和空间的双重因素入手，梳理

了天津河北新区的兴建与发展。《近代中国城市捐税

制度初探》(《中国近代史》第9期)从城市史的角度追

溯传统时期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分析了近代城市征

收捐税的原因、各城市的捐税征收和捐税制度的创

立，进而探析近代财政制度变革及国家公权的关

系。《晚清上海法租界城市治理中的法律移植与司法

实践——以违警罪为例》(《中国近代史》第8期)探讨

法租界中司法的移植、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进而分

析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历程。

医疗史同样是近年兴起的热门论题，中国近代

医疗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社团、疾病、中西医之争

以及中西医在制度层面的确立等方面。如，《近代医

学制度变迁——以中西医社团为视角》(《中国近代

史》第 2期)从西医、中医社团的创办和发展入手，探

讨了医学社团进入政府制度层面的努力，从而解析

了西医如何在制度层面占据上风而中医日渐式微的

过程。《疾病构造史：广州狂犬病的社会起源》(《中国

近代史》第9期)叙述了现代狂犬病的起源过程，认为

狂犬病不仅是一种客观疾病，更是诸多力量参与构

造的一种社会现象。《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及其薪津状

况考析》(《中国近代史》第 10期)分析了清末官聘西

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压迫，并支付了较高

的薪资，还约定了相当的抚恤金及制定了抚恤金标

准，作者认为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已经成为常态，对中

西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积极主动地适应当前史学

研究所拓展的新领域和研究方向，在城市史、医疗

史、慈善史等方面多有创获，研究领域的拓展使中国

近代社会史研究充满活力、前景可观。

3.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

2018年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近代历史中的贸易、财政、金融、工业化等方面问题

的探讨。

近代贸易史研究既涉及国内贸易现象，还重视

中外贸易史的发展轨迹。如，《新瓶旧酒：民初长芦

盐业自由贸易改革与新包商的出现》(《中国近代史》

第 3期)考察了来自英国的丁恩试图将西方“自由竞

争”的经济理念带入中国盐业以增加中央政府盐税

收入的经过，但在长期专商垄断、官商勾结的中国盐

政体制下，这一改革并未达成的事实，作者重新检视

这一被不少学者誉为“早期盐务近代化”的改革，力

图揭示近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某些内在机

制。《晚清民国华北乡村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

(《中国近代史》第 4期)在对晚清民国华北地区乡村

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力探

讨了官中的来源、设置单位、职能、中用、身份、利弊

等问题，并试图就历次变革的发生给出合理的解

释。《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中

国近代史》第 7期)考察了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

展轨迹和贸易特征，阐明了双边贸易在中朝两国贸

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深化了近代中朝海上

贸易史的研究。

财政史研究不仅有财政史个案的考察，还有财

政制度的分析，也有对财政制度理论方法的思考。

如，《改革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

北漕务》(《中国近代史》第6期)考察了咸丰七年胡林

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的过程，认为19世纪后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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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漕运制度变迁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

市场程度的加强，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

代。《安福国会审议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探析》

(《中国近代史》第 6期)围绕民国八年度政府总预算

案审议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虽然总预算案

最后并未严格实行，但国会积极行使财政监督权，

促进预算民主的努力仍值得肯定。《息借商款与晚

清财政》(《中国近代史》第 7期)对甲午战后息借商

款的源起、借款经过、停借与去向、还款等做了阐

释，认为息借商款并未达到目的，但大部分如期偿

还。《晚清杂税与杂捐之别刍议——兼论杂捐与地

方财政的形成》(《中国近代史》第 8期)厘清了杂税

和杂捐的区别，并探讨了杂捐的征收与地方财政尤

其是县级财政形成的关系。《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

收支与库存数量新探》(《中国近代史》第 11期)对
“皁保实银清单”的性质、各省解交户部银库的实银

数量与规模、官票银是否计入银库黄册等三个问题

做了考察，深化了对咸丰时期财政问题的研究。

《“发覆见宝璧”：晚清战时财政协济研究散论》(《中

国近代史》第 12期)认为晚清财政协济问题需要拓

展视野重新梳理新旧文献，追求精密化研究，捕捉

历史关键环节的复杂信息，研究时应采用整体史

观，贯通战时财政协济与非财政问题，秉持“人是历

史最具活力的因素”的理念，注重长时段、中时段和

瞬间时间的连缀。

近代金融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币制改革、银行业、

钱庄等方面。如，《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中

国近代史》第4期)考察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

来华帮助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过程，分析了双方

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实则各有所

图的内在矛盾，作者认为清政府拒绝精琪货币改革

方案的主因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及

相关主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

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近代银行制度

的形塑与政商关系》(《中国近代史》第5期)围绕近代

银行制度的形塑过程，梳理了政商之间的合作、互动

乃至博弈的关系，揭示了近代银行业发展与相关制

度之间的内在理路，拓宽了金融史的研究视野。《近

代中国私营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与难题——以侨资中

南银行为例》(《中国近代史》第8期)考察了中南银行

由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立向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

演进的历程，弥补了近代金融史、企业史在该问题研

究上的不足。《“大分流”之后的与时俱进——传统钱

庄业在近代中国的变化与特点》(《中国近代史》第11
期)通过阐述钱庄业依据时势变迁的三个阶段，证明

传统行业并非都与现代相对立的事实，得出传统行

业只要与时俱进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有

所发展。

对近代贸易史、财政史、金融史的探讨，其课题

意识与当今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

问题与理论问题并举，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

特点，这也使相关研究更具深度。此外，学界对工业

化的讨论也有重要成果出现。如《近代中国工业化的

第一次大讨论——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申报〉振

兴蚕丝业论争的考察》(《中国近代史》第 8期)对中国

工业化问题第一次大讨论的缘起、演进过程及意义

做了分析，拓宽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视野，

增进了对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关系的

认识。

4.思想文化史研究耳目一新

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除在传统的议题上有所推

进外，近年来受新文化史影响，各种新议题频现，给

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晚清学制变动中学官仕宦

生态与西学体认——以叶昌炽初任甘肃学政为中

心》(《中国近代史》第 10期)以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一

个案为研究中心，管窥晚清地方官场升迁和对西学

的体认与焦虑，体现了学界研究视角的下移和对微

观及中观层面的关照。性别与身体史的解读也是学

界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的咏叹：近代儿童性别意

识启蒙——以20世纪初儿歌为中心》(《中国近代史》

第 10期)通过爬梳 20世纪初各地流传的儿歌，分析

其中的性别意涵，探究社会性别制度与观念史是怎

样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形塑儿童性别意识的。《新书、

新学与新党：清末读书人群体身份认同的趋向与印

刷文化的转向》(《中国近代史》第 10期)从清末中国

新书、新报出版与流通的角度，分析了清末科举改制

及随后以废科举专重学堂为表征的教育体制变革对

近代中国印刷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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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有关中国人如何看西方与西方人的

中国观，从外部视角作为“他者”身份窥视对方，多

面向地展示了各自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反映了近代

中西方文化心态的变迁。以中西对视为主题的论

文在2018年度的《中国近代史》都有呈现。如，近代

土耳其与中国有相似的命运，国人关注土耳其的处

境，反映了国人对本国命运的审视与反思，《近代中

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中国近代史》第 5期)勾
勒了近代国人对中土关系认知的演进轨迹。《1868
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中国之患”形象的确立》(《中

国近代史》第 12期)考察了亚洲文会黄河科考的缘

起、过程、价值，及亚洲文会报告的出炉直接影响了

此后西方人对黄河的描述，进而奠定了“中国之患”

这一负面形象。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概念史研究继续推进，

新作不断出现，范围也由原来偏重于政治史的词汇

向晚清新名词的整体反思演进。如，《“文以载政”：

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中国近代史》第6期)论
述了新名词在晚清民初的流行，时人的大量讨论和

反思，作者也对新名词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

为研究新名词时不能仅讨论新名词出现的频次和事

件、有多少“实”的含义与精英如何表达、言论如何独

特，更应关注新名词究竟如何再生产、如何转化为日

常生活中的经验、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造成何种社会

结果的现实塑造问题。这种反思对于概念史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有启发作用。

近年来，学界对报刊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出现，

涉及的报刊种类也由《民报》《新民丛报》《新青年》

等，继续向《申报》《益世报》《时务报》《甲寅》等扩

展。如《北洋时期舆论环境中〈申报〉的言论策略与

身份定位》(《中国近代史》第6期)探讨了北洋政府时

期的舆论环境与《申报》的言论策略与身份定位，体

现了《申报》面对政府新闻政策所展现的言论策略和

博弈智慧。

学堂、学校与近代史学也引起学者的关注。《旧

学新制：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史事考》(《中国近代

史》第 6期)则从学科建制、筹建招生、师资教学等方

面讨论经科之缘起流变，审视经学在近代知识与制

度转型中的命运。《东京大学与近代中国——以日本

(文部省往来文书)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第 6期)记
录了东京大学与中国的学术渊源以及彼此交往的历

史。《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

立传(1914-1927)》(《中国近代史》第1期)论述了民国

初年各方势力围绕如何书写清代历史的博弈。《论

〈清史稿〉对孝钦太后传记的处理》(《中国近代史》第

3期)，阐述了《清史稿》如何从体例和行文上处理孝

钦太后传记的问题。

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研究趋向的影

响下呈现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对文化史的概念、范

畴的重新认识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新颖、学科理

论活跃，各种新的研究领域被拓展开来，特别是观念

史、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更受到学者的重视。不

过，近代新文化史研究尚需找准适合于中国史学自

身的学术研究路径，使其研究得以长期、稳定地延续

下去。

5.人物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2018年度的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著名政治人

物依然是重点。孙中山长期以来是近代中国历史人

物研究中的“显学”，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2018年
度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仍有创获。如《孙中山与天命

论》(《中国近代史》第1期)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

政治理论两个层面都与天命论有关。在革命实践层

面上，他用“生命无常”做口号，使用“天运”纪年，巧

妙暗示自己具有“天命预兆”；在政治理论层面，孙中

山以汤武革命叙事为中心，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批

判和改造。在孙中山政治理论的庞大体系中，世界

潮流、先知先觉、民心所向等概念组成了一个有关现

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小结构，这一小结构就是汤武革

命之天命论叙事的世俗化版本，也是孙中山对于传

统政治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孙中山民生主义理

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兼议孙中山阶级观点问题》

(《中国近代史》第 6期)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存在

深刻的内在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陷阱：一是

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

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在主观

设计上避免中国出现同样的阶级斗争；二是他的阶

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割裂的。作者认为从阶级斗争

的认识上，孙中山的民生观唯心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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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也引起学界

颇多关注。如《重思内外：作为国际体系解读者的康

有为》(《中国近代史》第 5期)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

将康有为的一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

系，“大国协调”日渐让位于“万国竞争”；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康有为预测维尔纳体系将走向终结，但“终结

者”会是一个最适合于“万国竞争”的霸权力量。但

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维也纳体系下的反抗力

量，在维尔纳体系崩溃之后，纷纷走向舞台的中心。

作者认为，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理解康有为何以

从政坛中心走向边缘，也有助于重估康有为的思想

遗产在今日的意义。《敷衍“国家身体”：梁启超与“生

病的中国”形象之散布》(《中国近代史》第 3期)阐释

了梁启超“生病的中国”的理论来源及在喻象层面对

“生病的中国”形象的敷衍、传播及其影响。《梁启超

归国与民初政局》(《中国近代史》第5期)论述了1912
年10月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国的经过及其与

各派的关系，从而对理解梁启超思想历程的变迁及

审视民初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有助益。《谭嗣同对“康

学”的接受与宣传》(《中国近代史》第 1期)分析了谭

嗣同与康门弟子的交往、初识“康学”的学术转向、其

《仁学》与“康学”的异同，及对“康学”的宣传与维护

等，透视了“康学”对谭嗣同的影响及其接受、宣传

“康学”的历程。

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除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

等人外，《中国近代史》还撷取了其他一些领域或不

同身份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物同样在近

代历史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对他们的研究有利于

从多方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面相。《王韬春秋历学

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交往》(《中国近代史》第3期)考
证了王韬与他人在春秋历学方面的学术交往，分析

了其春秋历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著作。《从江西护军

使、讨袁都督到“止戈和尚”——二次革命中欧阳武

角色变换及背后动因》(《中国近代史》第6期)对赣督

手下健将欧阳武的角色变换及背后动因进行分析，

体现了民初时局变动下武将的复杂面相。《丁韪良与

晚清“祭祖之争”》讨论了晚清“祭祖之争”发生的原

因与过程，反映了旅华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

度和所起的历史影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与甲午中

日议和》(《中国近代史》第8期)系统梳理田贝在甲午

中日议和期间的外交斡旋，并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

实质是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在华侵略权益。《伯希和

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中国近代史》第 8
期)依据新史料，对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

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问题进行重新考

证，厘清了相关事实真相。

由 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可知，学界对近代历

史人物的研究，对象更趋丰富，视野更加开阔。对于

那些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近代历史人物，学者努力

从更深的层面发掘其对历史所做的贡献或产生的多

方面影响；对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近代历史人物，学

者正在不断加强对其的研究力度；对以往研究涉及

较少或尚未涉及的近代历史人物，学者也在积极地

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使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更为全

面和丰富。

三、《中国近代史》转载成果呈现的若干特点及

反思

综上，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

果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研究视角和方法多元化的趋势下，一些

研究成果已很难归入某一类专题，通常可以同时划

归两个或多个专题，针对这样的特点，《中国近代史》

不仅从专门的历史类期刊或人文社科综合性期刊的

历史栏目中选取论文，还从经济、科技、农业等相关

学科的专业期刊中择选优秀的学科史方面的论文，

如从《自然科学史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研

究》等刊物中选取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同时，作者来

源也有部分并非主要从事历史研究，他们有的主要

从事经济学、自然科学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

研究，这些作者的论文因探究了近代史研究的某些

面相，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维度，对拓展近代史学者

的视野大有裨益。

第二，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近代史学研究者

更加主动地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如从全球史、跨

国史的视角对某些近代史事件进行解读。在2018年
度《中国近代史》转载的论文中，有多篇文章是从全

球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比较典型的有《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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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 (1899-1911)》
(《中国近代史》第1期)、《重思内外：作为国际体系解

读者的康有为》(《中国近代史》第 5期)等。随着新

文化史的兴起，学界着力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

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作文化

分析的核心理念。视野和方法的转换，必将引起研

究成果的变化。学界已将这一方法论深嵌于各自

的研究中，以致选题更加多样化，研究成果更加丰

富。这些变化，《中国近代史》在转载中也给予了充

分重视。

第三，各类数据库资源和检索工具的流行与普

及，使得研究者查询资料的范围大大扩展，获取的资

料也变得更加丰富。许多学者通过搜查关键词，获

取大量史料，再对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充实了论文

的内容。同时国内外资料也日益被学者使用。国

内资料方面，除传统的档案和官方文献外，各类日

记、信札、诗词等也成了学界研究的资料来源。新发

现的资料如南部档案、巴县档案也纷纷为学者所使

用，并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随着区域史和全球史

的兴起，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展及外语水平的提

高，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搜集与研究相关的史料。

资料搜集的范围日益扩大在《中国近代史》转载成果

中表现明显。

然而，随着近年来研究日趋深入和拓展，也有一

些变化和不足之处值得反思。《中国近代史》2018年度

索引囊括了该年全部中国近代史(从 1840年至 1919
年)的论文，共计1235条，2017年度是1463条。较之

2017年度，2018年度在总篇数上有所减少，主要表现

在对晚清史研究的论文数量上，说明晚清史研究力

度总体呈稍显下降的趋势，相对而言，对1919年以后

的民国史和抗战史研究的论文数量则明显增多。这

种现象，固然与近年来民国时期史料的大量出现和

2017年是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所导致的研究热点

集中反映于 2018年的学术刊物上有直接关系，更为

深层的原因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民国

时期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有着最为密切的

联系，1949年至今已经有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加强

此前的民国时期历史的研究，其意义和重要性愈来

愈被学者所关注，同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

百年来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来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

抗战胜利使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地

位和国际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和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抗战史研究的

意义同样得以凸显。在史学界将中国近代史的下

限普遍划定在 1949年的情况下，更多的近代史研究

者将其研究重点转向对民国时期历史的研究，遂造

成晚清民初阶段(1919年以前)历史研究成果数量有

所下降。尽管如此，1840-1919年是中国历史大变

革的时期，这一时期，西风东渐，社会动荡不安，政

治经济等各项制度有破有立，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

理论上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晚清史研究仍大

有作为。

与此前学界热衷于探讨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

史上的重要事件、近代史研究范式等宏观性历史理

论问题不同，现阶段研究者更重视具体的实证研究，

对宏观问题的思考至少在研究成果方面反映得十分

有限。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关注各自的研究领域，课

题分布较为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争鸣的局

面。学者在关注各自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时，较少

将目光放在整个学术发展的链条上去审视，从而导

致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这种现象已经引起近代史

学者的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

问题的讨论，在2018年度仍是一个热点，但是各种观

点之间尚存在分歧，对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忧

心忡忡者有之，视其为正常现象、强调“非碎无以立

通”者亦有之。无论如何，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本身，

说明了建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而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是实现这一学术目标的重要

环节。

从《中国近代史》还可以看出，因选题趋新，研究

者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新发现的资料上，以期利用

新资料做出更为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实，进入

21世纪以来，国内晚清史的文献资料大量整理出版，

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需要研

究者爬梳大量史料，并对已有成果进行厘清与辨析，

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如何平衡新旧史料的关

系，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学界都跟风试图搜集新

史料以求占据学术前沿，忽视对一些基础史料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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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则有些本末倒置。处理好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关

系，是学界应该审慎对待的问题。在追求新议题、寻

求新史料的同时，融合新旧史料，对一些旧的重大问

题作出新的解读，应该更值得期待。

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学界尤其是

中国近代史学界借鉴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后现代主

义理论、全球史观等观念，结合本土实际，在更广的

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历史的面相，为中国近

代史研究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

荣与发展。但是，这些新的理论与方法大多植根于

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契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仍

不确定，学界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借鉴西

方史学方法本无可厚非，但学界应有更大的责任与

担当。随着中华民族逐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国重返

世界舞台，基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适合

中国历史的理论解释体系，明确中国史学研究的进

程与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历史学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今，学界更应冷

静对待中西史学，立足本土，兼采内外，确立在中国

近代史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一席

之地。

注释：

①目前学界一般以 1840年和 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上

限和下限，复印报刊资料仍沿用传统划分，将内容在 1840-
1919年间的论文归入《中国近代史》，1919年之后的论文归入

《中国现代史》，特此说明。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ering on 2018 Modern Chinese History

Liu Jiang

Abstract：In 2018, after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nearly 4000 journal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rom 1840 to 1919, while taking care of the balance between source journals and authors, and ensuring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papers, the collection of copying newspaper material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130
excellent academic papers for reprint. From papers reprinted b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 can see that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2018 experienced steady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history, constant expansion in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nd continued deepening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Besides,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was refreshing, the vision of figure study was more open, th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was more obvious,
and the data utilization was more abundant. However, the researchers paid more attentions to specific empirical studies,
while macro discussions were insufficient.

Key words：copying newspaper material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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