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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3年中国的革命和政治充满了变数，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这三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在政坛上
进行着一次次的纠缠和交锋。可以说，从1911年清帝退位到1913年“二次革命”，这三种力量在国家
统一、五族共和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统一国家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和国家如何运行等问题有
本质的分歧。
本书以1913年重要历史时间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讨论“大选与大决裂”、“宋教仁遇刺”、“‘
二次革命’”以及“1913，革命与政治”四个主题，深刻反思1913年的革命与政治，探讨百年中国的
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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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1913：一个走向破碎的共和国
大选与大决裂
1913年，北洋集团还不懂民众政治，他们在1913年大选中比较消极，结果国民党胜了。国民党胜选之
后，宋教仁等开始根据宪法，正大光明地与北洋集团竞争政权。于是，通过南北各方妥协而产生的民
国政治结构到了无法依靠“政治化妆术”维持下去的地步，决裂势不可免。
1913大选与“大决裂”/章永乐
危机四伏的“大妥协”
必然的“大决裂”：从《临时约法》到实力政治
1913年的选情与变局/张　永
没有北洋的大选
民国政体的破裂
宋教仁遇刺
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民初鼎沸的议会
政治与政党活动也随之如昙花一现，就此归于沉寂。宋教仁遇刺，只是历史大势的一种偶然表现形式
，还是由此造成了民初政治的最终转向？民国初年的中国，是更需要一个高度集中、强有力的政府，
还是本来能够沿着民主政治之路一道走下来？
民初刺杀宋教仁案及其政治波动/迟云飞
道路之争：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政治背景
民初政局：当传统政治遭遇民主宪政
宋教仁遇刺与民初政治/高全喜
民初政治的转向
革命的退场与重启
宋教仁：“暗杀时代”的牺牲品/陆建德
历史充满悖论：主张暗杀的人死于暗杀
从建立有效中央集权的角度看袁世凯称帝
宋教仁之路与民初时政/章永乐
晚清国家能力的削弱
政治美德不常有
关于袁世凯的谜团
袁世凯或与刺杀宋教仁案无关/张　永
刺宋案始末：袁世凯到底参与了多少？
缺乏制衡：袁世凯个人局限导致中国丧失建设良机
“二次革命”
随着宋教仁遇刺案的展开，刺杀元凶直指袁世凯及北洋政府。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此事件，还是动
用武力进行“二次革命”？革命党人的观点发生了分歧。 孙中山力排众议发起的“二次革命”，是民
国初年从议会政治到武力斗争路线的转折点。“二次革命”的南北之争，是制度之争还是权力之争？
是革命的继续还是对革命的反动？
正义但仓促的“早产革命”/杨天石
专制皇权与民主共和之争　69
抉择与争议：政治斗争与武力革命
制度缺席的“二次革命”/袁伟时
“二次革命”先天不足
“二次革命”的历史教训
“二次革命”与“不断革命”/杨天宏
“二次革命”师出无名
革命党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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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唯一的选项？/张华腾
斗争与妥协
理由充分吗？
“二次革命”与时局转型
帝国主义，共同的后台/瑞贝卡
“二次革命”只不过是参议员之间的风波
戊戌变法比辛亥革命还重要
1913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延续
北洋的帮闲政客黎元洪/冯天瑜　121
渔父遇刺，风云暗涌　121
湖北兵变，反遭血洗　123
霸王请客，被调入京　126
1913，革命与政治
从1911年清帝退位到1913年“二次革命”，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在国家统一、五族共和问题上
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统一国家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和国家如何运行等问题有本质的分歧。革命党、
立宪派和北洋集团，民国初年的这三支主要政治力量，随着在政坛上一次次的纠缠和交锋，开始分化
、蜕变⋯⋯
民初社会治理秩序崩溃导致立宪失败/秋　风　131
民初立宪，忽视了北洋与清廷　131
地方士绅与清末立宪派　142
1911—1913：共和理念深入人心　145
从“南北议和”到“二次革命”/章开沅　152
财政困难是“南北议和”的一个原因　152
法统之争与“二次革命”　154
1911—1913：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高全喜　159
1911—1912，从革命到国家建构　159
1913，政治的转向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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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采访章永乐的部分还可以。
2、1913年，围绕刺杀宋教仁和二次革命失败两件大事，历史学家们给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两件大
事的背后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两种治国方略脱出了宪政的可能性，分别走上帝制和革命的路径。在书中
，历史学家各抒己见，精彩纷呈，很多分析和判断各循理路，趋同或截然相反的观点前后对照。
3、颇有意思的一本小书，从不同的角度对1913年的二次革命进行了评价，其中美国学者瑞贝卡的观点
尤为有趣，值得一看。
4、采访形式呈现学者对于1913年宋教仁遇刺和革命党人“二次革命”的不同看法，优于观点直接且能
互相对比，缺陷在部分内容欠论证且受访者态度不一，有几篇答非所问，敷衍明显。1912大妥协的不
稳定性在1913年爆发，所谓革命的“反革命”体现出斗争双方政治上不成熟以至对革命成果的背离，
革命党在孙文的领导下以宋案与善后借款为名，以极端行为处理政治冲突，最终形成了否定共和民主
政制的表征（杨天宏）；而两派力量都强调党派（军阀）利益甚于国家利益（高全喜），使得“二次
革命”沦为参议员风波（瑞贝卡），违背了人心思定的环境，本身并不具有极强进步性。章永乐认为
“大决裂”的必然性，不能指望超常的政治美德来平衡实力政治的错位以及规避已然存在的国内外现
实矛盾。彼此预期的差异带来解释不同，国家成为背景，1913及后续令人遗憾。
5、内容有新意，但信息量不够大。还是希望能够引用历史材料，出一本逻辑严密，史料丰富，有观
点有内容的书，而不是此类单薄的“谈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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