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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史 研 究 的新成 果

— 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王 宗 华

最近
,
袁继成

、

李进修
、

吴德华主 编的《中华 民国政治制度史 》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

这是作者多年

在教学和 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专著
,

是在民国史园地里开拓新领域取得 的新成果
。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 2 0 0 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

建立了中华 民国
。

但是辛亥革命 没有完成反帝反封

建的历史任务
。

它所建立 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
,

在其后的 30 余年中
,

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
,

其内容与实质

都儿经演变
。

研究民国政治制度的历史
,
探讨其演变的规律性

,

总结其利弊得失
,

对于深入研究民国史和中

国现代史
,

对于认识中国的国情
,

对于了解台湾过去和现行 的政治制度
,

对于总结近 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上的

经验教训
,

都是很必要的
。

这部著作的出版
,

将在这些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

通读全书
,
感到这部著作有以下儿个优点

:

首先是其结构新颖
。

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经历 了复杂的演变

过程
。

在 30 余年中
,
存在过南京临时政府

、

袁世凯和 北洋军 阀政府
、

南方护法军政府
、

大元帅大本营政府
、

广州国民政府
、

武汉 国民政府
、

南京国民政府等等不同形式和性质的政治制度
。

在一部专著中如何合理地 清晰

地叙述其演 变的历史是颇 难处理的间题
。

这部著作没有采用通常按时间顺序分阶段逐一叙述的结构
,

而是将

这些政府按政权性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分为三编
:

第一编从南京临时政府到武汉国民政府
,

叙述资产阶级政治

制度和资产阶级与无产 阶级及其他阶级联合的政治制度
,
第二编北洋军 阀政府

,

叙述封建军阀的政治制度
;

第三编南京国 民政府
,

叙述大地 主大资产 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

各编又按历史顺序分章叙述
。

这样的结构
,

不仅便于集中论述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
,

也有 利于人们认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的本质 区别及其

不同的历史作用
。

其次
,

这部著作内容较全面
,

史料翔实
。

该书各编对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
、

建立和

演变的过程都作了系统 的叙述
,

较之其他同类著作更为全面
、

充实
。

例如
,

过去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论

著较少论及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
,

而这部著作列有专章叙述
,

对其中央政权机关
、

中央军事机关
、

地方

政权机关
、

司法制 度
、

文官制度等均作 了较详细的叙述
。

又如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
,

作为全书的重点
,

划分为抗日战争前
、

抗战初期
、

抗战中后期及抗战胜利后 四个阶段
,

用 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详细地加 以论述
。

在史料方面
,
作者重视以法律

、

规章
、

条例等原始文献资料为基本资料
,

同时在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的基础

上 运用了报刊资料
、

港 台出版的有关资料和 回忆录等
,
并参考 了有关的究研成果

。

例如
,

书中
“

贿选宪法
”

一

目
,

就引用 了《直鲁豫巡阅使档案》 、

《政府公报》等北洋政府档案
, 《 申报 》

、 《向导》等报刊资料
,

以及吴宗慈

著《中华民国宪 法史 》
、

吴经熊等著《 中国制宪史》
、

董霖编著《中国政府 》等书的有关资料
。

由于史料翔实
,

使

其叙述真实
、

准确
,

立论有据
。

第三是这部著作立论公允
。

史料翔实为立论公允奠定了基础
。

同时作者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 坚持

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

才能真正作到立论公允
。

该书作者从历史实际出发
,

对不同时期不 同性

质的政治制度作 了实事求是的评 论
。

例如
,

对 1 9 1 2年南京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政治制度
,

既指出
“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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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是以突出国家的共 和国体为基调
” ,

同时也指出
“

其具体内容
,

却较为缺少 民主精神
” 。

并且密切结合当

时形势分析 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 “

当时战事未竟
,
形势要求尽早成立临时政府以作号召

,
一时难以

做到让人 民 自由选举
” ,

而且当时首要的革命目标是
“

推翻封建专制
,

建立民主共和
” ,

因而
“

把重点放在国体的

改变
,

而对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
较为忽略

” 。

此外
, “

各都督府代 表虽以革命派为主
,

但毕竟鱼龙混杂
,

囚此

较少考虑人民的权力
” 。

又如对 1 9 3 8年成立的国 民参政会
,
不但根据其组织条例

,

剖析了其产生的方法及其职

权的规定都表明它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
,
只是咨询的机构

,

同时也指出了其
“

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呈

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
” ,
及其

“
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 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

” 。

不仅论述了其

在抗战前期的积极作用
,

同时也指出到了抗 日战争的中后期
,

它儿乎成了国民党粉饰其一党专政
、

个人独裁

的工具
,

内部民主与反 民主的斗争十分激烈
。

到以后
,

甚至被 国民党完全控制了
。

再如
,

对根据 1 9 4 6年《中华

民国宪法》成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
,

既肯定其关于总统
、

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

立法委员
、

监察委员的选

举
,

五院之间的制约作用等等
“

是训政时期无法 比拟的
” , “

与清朝的帝制
、

北洋军 阀政府的专制相比
, 还是

有较大的变化和一定的进步的
” ,

同时又从权力的高度集中于总统
,

国 民党专政的基本情况未变等实际情 况
,

指出其本质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

这些评论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

客观公正的
。

这部著作也有其不足之处
,
主要是在政治制度产生和演变的政治历史背景的叙述上

,

详略不一
,

有的略

嫌累赘 ; 在对政治制度的剖析和评论上
,

强弱不一 ,

有的较为单薄
。

此外
,
还有个别史实不够确切

。

但总的

看来
,

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著
。

我 相信它的出版必将促进 民国政治制度史和 民国史研究的迸

一步深入开展
。

(本文责任编辑 江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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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幸

《汉英对照千家诗》一书出版

式汉 大学出版社 1 9 9 2年 出版了《汉英对照千京诗》一书
,

填补 了国内外一项 出版空 白
。

其

英译由国内17 位 专家
、

教授合作完成
。

译者除上海译文 出版社 编审吴钧陶先生外
,

还有执教

于北京大学
、

复旦大 学
、

武汉 大学
、

上海外语学院
、

华东师大
、

湖南师大
、

四川师 大和华南

理工大学的专家
、

教授
。

除英译外
,

每首诗还 有简明汉语注释
。

此 书推俗共赏
,

海内外发行
,

全书 3 6
.

9 万字
,

定价
:

一

国 内6
.

5元
,

国玲 5 美元 ; 全国各大书店均有出售
,

式汉 大学出版社发

行部亦办理邮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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