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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15年的中国》

内容概要

《1895-1915年的中国:大变革时代》作者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1895—1915年问的中国思想史，获得许
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
的短暂困难，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
“世纪末”的恐慌，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在政治层面则先
后爆发戊戌维新及袁世凯帝制自为等一系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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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15年的中国》

作者简介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1973年初入伍至杭州警备区当兵，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外还有
城市，还有世界；1977年回故乡继续当农民，稍后至淮北矿务局朱仙庄煤矿掘进队当农民工，知道还
有比农民还苦的事情，于是发愤，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入学后依然不甘心，继续复习，第
二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四年后再接再厉，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
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二十余年始终在历史学领域中游走，经历过实习研究
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一切阶段，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著《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
专著类二等奖；《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2年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一
等奖，199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家提名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副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该书获近代史所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郭沫若历史学奖等；《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获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成果奖及第七届国家图书奖等；所
著《1911年中国大革命》获广东南方阅读盛典2011年“最受关注历史类图书”奖、《中华读书报》评
为“2011年十大好书”、“2012书业发展论坛十大好书”、《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度优秀图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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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15年的中国》

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的唯一希望
可怕的预感
内耗与日俱增
浪漫的政治理想
变革的极限
中国唯一之希望
历史的偶然
民族与种族
第二章 谁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西太后为何翻脸？
从器物到制度
谁来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
保国与保种
列强在中国的目的
权与利：政变的本质
谁是保守主义者？
留给历史的遗憾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失望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谁是改革的阻碍者？
皇权与民权
立宪与共和
革命与改良
理想与现实
第四章 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与失败
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权力危机
解决权力危机的两种思路
学理探讨与政治运作
政党政治的竞争规则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第五章 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意义世界的丢失与寻求
信仰的崩溃与重构
权威的丧失与恢复
传统主义的泛起
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变
对共和与文化传统内在关联的迷惑
新传统主义的困境
反传统思潮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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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15年的中国》

精彩短评

1、反动的旗手。。。
2、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1895年至1915年，就是近代最重要
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20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变化：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甲
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历史经过短短20年的周折仿佛又回到了它的起点。难道中国只能实行“帝制”
？中国人难道只能在“皇恩浩荡”的荫蔽下做“顺民”吗？这正是大家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3、一直很喜欢读马老师的书，觉得十分过瘾，知道了许多历史书中不知道的史实，同时还有马老师
个人对事件的理解很分析，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正如书中所说，1894年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二十
年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想不到中国可以没有皇帝，可以人民自己做主。1915年之后的中国，无论
再遇到多少挫折，多少皇帝，也不管真的假的，个人还是集团，谁都没有办法离开民主宪政继续玩。
4、历史的细节和全新的视角，作者后边的论述略显冗长了，给出版社编辑差评
5、真不知道这本书评价为啥子这么高，完全没突破现代化理论的框架，说好的真心是不读书的人==
6、略枯燥
7、略显枯燥冗长，尤其一口咬定宋教仁还是被袁世凯所杀，岂不知早已翻案⋯
8、看我大天朝今年兴起的反宪政运动和晚清时期的立宪运动。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都只是“低能量”
的社会事件，人心早已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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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15年的中国》

精彩书评

1、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1895年至1915年，就是近代最重要
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20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变化：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甲
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历史经过短短20年的周折仿佛又回到了它的起点。难道中国只能实行“帝制”
？中国人难道只能在“皇恩浩荡”的荫蔽下做“顺民”吗？这正是大家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2、这本书是好朋友推荐我看的，读了以后感慨颇多，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期许，从中可
以了解很多原来我们从教科书中不知道的历史史实，通俗易懂，非常好读，推荐给大家看看啊！1894
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短暂困难，至19世
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
面已获得长足发展。
3、1894年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想不到中国可以没有皇帝，可以人
民自己做主。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1895年至1915年，就是
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20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变化：从洋务运动到戊戌
变法，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4、在甲午战争之后，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革命、改良、激进、保守、排满等相继而起，在政治层
面先后有1898年维新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5
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等。所有这些运动，都表明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过程中。本书根据历史事
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分析。其结论相对说来是新颖的，引用的史料比较适度，其语言比较通俗易
懂，比较适合非历史学专业读者阅读。
5、1894年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想不到中国可以没有皇帝，可以人
民自己做主。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1895年至1915年，就是
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20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变化
6、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最大考验，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以及中国会以什么样的
方法、方式完成这个转变。林则徐不论用强硬的，还是柔性的办法去应对西方，中国都必将通过化解
鸦片危机而与世界沟通，重建关系，这在当时已被许多人朦胧意识到。所谓近代中国，其实就是怎样
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尽快将中国先前的农业文明转换成工业革命，追随西方一起往前走。在具体
方式上，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从后世情形看，西方巨
大的资本冲动，除了市场、利润外，主权、土地、人民并不是资本的争夺目标。
7、历史的发展总是呈阶段性的螺旋上升态势。在平静中孕育着突破，经过突破却又往往回复到先前
否定过的阶段。当然，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历史研究与历史解说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我们是
否认识到了“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能否透过“历史现象”本身观察那些“已变”和“不变”的本
质与内涵。马勇老师这本书《大变革时代：1895-1915年的中国》正是透过原来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来
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
8、挺喜欢这本书的。值得一读。“1915年之后的中国，无论再遇到多少挫折，多少皇帝，也不管真的
假的，个人还是集团，谁都没有办法离开民主宪政继续玩。 ”，“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
，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
”
9、18世纪的中国，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这一个世纪毕竟是有清二百余年历史上的鼎盛时
期，不仅康、雍、乾的个人作为以及种种外在条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
，与18世纪相终始的康、雍、乾三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绩，
中华帝国虽不能说真正达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帝国的标准，但18世纪的中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
方人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强大而不容忽视的力量。
10、！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至19
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
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 “世纪末”的恐慌
，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 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 在政治层面则先后爆发戊戌维新
及袁世凯帝制自为等一系列运动。 本书则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了全面解读。 
11、一直很喜欢读马老师的书，觉得十分过瘾，知道了许多历史书中不知道的史实，同时还有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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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15年的中国》

个人对事件的理解很分析，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正如书中所说，1894年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二十
年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想不到中国可以没有皇帝，可以人民自己做主。1915年之后的中国，无论
再遇到多少挫折，多少皇帝，也不管真的假的，个人还是集团，谁都没有办法离开民主宪政继续玩。
12、历史的发展总是呈阶段性的螺旋上升态势。在平静中孕育着突破，经过突破却又往往回复到先前
否定过的阶段。当然，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历史研究与历史解说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我们是
否认识到了“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能否透过“历史现象”本身观察那些“已变”和“不变”的本
质与内涵。马勇老师这本书《大变革时代：1895-1915年的中国》正是透过原来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来
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
13、1895-1915年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实在是近代中国急
剧变化的一个缩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全面地阐释这20年中国政治变化与思想变化的内在关
联，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怎样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怎
样摈弃纯物质主义、国家主义，转向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
14、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至19世
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
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 “世纪末”的恐慌，
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在政治层面则先后爆发戊戌维新及袁
世凯帝制自为等一系列运动。本书则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了全面解读。
15、1895—1915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这20年的中国具有时代的转折特征和意义
。马老师的著作带我们走进这1895—1915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并从大历史背景详说重大历史事件，是
一本不可多得的、值得一阅的好书。
16、这本书是朋友推荐的，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值得一读，所以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
把枯燥的历史事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无论是学习历史专业的，还是门外汉，都能在读书中找
到乐趣。是一本有用，能读，通俗，能用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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