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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事与人物》

前言

1958年，我写过一本《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曾请史学家左舜生先生作序，
他认为“读来确比读‘清史稿’里边那些传记文学要感兴趣得多”，并且“觉得其完整与正确，也决
不在近人薛福成、恽毓鼎、梁启超、罗悖最诸家所写这类纪述文字之下”。前辈推许，使我汗颜。嗣
将该书改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发行增订本，增加篇幅约三分之二，共三十余万言，事实上只是汇集一些
零星短篇而成，算是我辞去公职后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起步。    至于长篇的述作，曾相继由“中央
研究院”近史所出版《黎元洪评传》，联经出版社出版《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传记文学出版社出
版《尹仲容先生年谱初稿》及《徐世昌评传》等专书，大抵以传主或谱主为经，有关史事为纬，运用
传纪体和编年体的混合体裁加以剖析叙述，凡所涉及史料，必多方搜集，旁征博引，予以适当剪裁和
处理，并详加考订，不厌其烦，以致每本书从十万字到百万字不等，虽耗费不少时光和精力，却仍乐
此不疲，垂老无悔。因为这是我自1949年来台以后，自行摸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成果，遂亦不免
有敝帚自珍之感！    我治中国近代史，抱定几项原则：一是不肯人云亦云，随便苟同，包括外国学人
隔靴搔痒和别有用心的浅薄观点与极可笑的论调，决不引洋自重；二是对史事不可任意歪曲，对人物
不可厚诬或是瞎捧；三是不以成败论人，不敢枉是非之公；四是尽量排除主观成见，提供客观史实，
比较功过得失，让读者自行体会研判；五是遵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我国史家治史传统，有几
分证据，说几分话，决不武断地轻下结论。三十年来我在这方面孜孜砣石_乞，寝馈于斯，无论长篇
或短篇写作，始终信守这几项原则。区区用心，诚如胡秋原先生所说：“考究历史，始不目盲。史无
讳饰，始不为谎。知鉴知戒，成功津梁。盲谎若张，国乃灭亡。”(见沈云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
胡秋原序)这几句话，是我引为治史座右铭的。    畏友刘绍唐兄创刊《传记文学》杂志，垂二十载，销
行海宇，允称独步，经营殊非易易。对近代史事与传记人物，常不断有别出心裁的崭新构想；如
自1976年1月起，有“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的举行；1978年1月起，更辟有“民国史事与人物”的专
栏。前者我曾被邀参加多次发言，后者几乎每期都有我的专文。其间有若干问题，多年来一般史学工
作者，泰半有所顾忌，不愿深谈，或明知有所讳饰，不愿说破，尤其在课堂里，遇到质疑问难，亦往
往含糊其辞，或乱以他语，无从公开讨论及详细阐释。我接触过不少历史系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很惊
讶他们或她们对民国史何以若是之迷茫不解。因此，我明知以当代人而言当代史，必为当道所不喜，
唐突时贤，自亦在所难免，然为历史求真求信起见，爱就民国以来具有关键性而影响深远创痛深巨的
重大史实，加以剖析。就我所知，不揣谫陋，扼要指陈，俾能增强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及使命感，
鉴往知来，毋蹈覆辙，为历史教育稍尽绵薄，相信不是毫无益处的。    今特选辑座谈会发言纪录及专
栏拙文三十篇，汇为《民国史事与人物》，藉资纪念。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国家，在多灾多难中
成长之不易，虽日天命，岂非人事？愿国人猛省，时加警惕！惟引用资料，为题目所限，难免有若干
重复，深滋遗憾。付梓以后，承史学前辈李幼椿教授以年逾八旬高龄惠予署签及赐序，绍唐兄慨允作
跋，陶英惠、林抱石两兄经常协助搜集史料，赵克森先生悉心校稿，费神尤多，谨附此致以诚挚之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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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事与人物》

内容概要

《史学名著丛书：民国史事与人物》为著名史学家沈云龙先生代表性著作之一。收录《民国初建与南
北议和》《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五四运动的历史回顾与
价值评估》，以及有关宋教仁、汤化龙、蔡元培、黄膺白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文章。全书行文流畅
，气韵生动，通俗易懂，为学史治史人士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好读好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民国史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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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事与人物》

作者简介

沈云龙，著名历史学家，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上海《国论月刊》编辑，后在台湾任东吴大学教授
、台大等校特聘导师，并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主持人、文海出版社总主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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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后和平之初探 逊清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
），散布在湖北新军中之革命党人，起义武昌，拥驻鄂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为中华
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以辅佐之。黎固非革命党；汤则著名立宪派
，乃起义仓猝时所推定者。洎军政府成立，宣布清廷罪状，照会各国领事，俱以黄帝纪元四六。九年
为年号，举动文明，匕鬯无惊，各国遂视为国际法上交战团体，严守中立。因是迄10月中旬，各省及
重要地区，先后继起响应，纷纷宣告独立，除直隶（河北）、河南、甘肃、新疆、山东及关外奉天、
吉林、黑龙江三省成立保安会尚受清廷支配外，革命军已奄有全国三分之二，时距光绪二十年（1894
）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组织兴中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仅十七载耳！其成功之速，实
为历史上所罕见。盖晚清亲贵专政，一味以九年预备立宪为拖延之计，不识民心之向背，逆势而行，
自召覆亡，有非人力所能挽回也。 初，清廷闻武昌起义讯，甚为震动，亟命陆军部大臣荫昌亲率近畿
两缜（师）兵援鄂，无如与革命军战不利，乃又召回荫昌，改起用罢黜已两年余之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及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各军，并以冯国璋、段祺瑞分任第一、二军总统，冯、段系世
凯小站练兵时之将佐，而所统部队又多从世凯一手组训之北洋六镇抽调而来，有此渊源，将士无不用
命，自可悉听其指挥。然世凯始则推托“足疾未愈”，辞不应命，继则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宽容革命党人，开放党禁，赋子调遣水陆各军全权及充足军费各条件，均获清廷接受。至是世凯方
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勉赴孝感视师，而冯国璋即于是日攻下汉口，焚掠极惨。捷报至京，清廷对
袁益坚其信任。 汉口即失守，革命军退汉阳。适黄兴自港经沪潜行抵鄂，元洪钦其威望，拜为战时总
司令官，督师反攻，与清军相持。至九月十九日（11月9日）世凯经清廷任命及资政院公举为内阁总理
大臣，离鄂北上，濒行，派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为代表，由驻英领事葛福偕至武昌，奉书
元洪，开列四条：①下罪己诏；②实行立宪；③赦开党禁；④皇族不问国政。与革命军议和，并称如
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元洪当即召集都督府高级职员举行欢迎会，请刘、蔡宣布来意，并
由汤化龙致辞： 今日蔡、刘二君来到武昌，我等同胞极为欢迎。但是我们武昌此次首义，并非专行种
族革命，实政治革命。我中华民国据有二十二行省，内有汉满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须
改建五族共和。处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加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
求是，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
，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谙蔡、刘二君，转达（袁）项城（世凯
）不必固执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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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史事与人物》行文流畅，气韵生动，通俗易懂，为学史治史人士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好读好
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民国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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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非论文，购买需谨慎。
2、很好一本书.
3、頗值一讀。洞见颇多。
4、传记文学出版的
5、偶然在豆瓣书店碰到，没想到内容引人入胜，文笔典雅，非常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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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刊于 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沈云龙，刘以芬孰是孰非？ 李海默   发表于2014-11-16 近阅沈云龙先生《
民国史事与人物》一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在其107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谨拈出与诸位读者分享。　　沈先生在此引用了刘以芬的《民国政史拾遗》，刘原文是：梁启超、
汤化龙等进步党人加入段祺瑞内阁后，“双方感情乃日趋疏隔”，“选举本应归内务部主持，而新国
会选举乃全由徐树铮等暗中操纵，内汤（内务总长汤化龙）几不能过问”（见刘著，上海书店出版
社1998年版，17页）。一般研究者都喜欢引此条史料以证梁、汤与段祺瑞之逐渐离心，且一般都不会
再追加案语更动或进一步说明，比如，汪朝光先生著作中引此材料时就未加任何案语（《民国的初建
》，193-194页）。沈先生则在刘氏“新国会”三字后加案语：“按，应为临时参议院”，度沈先生之
意，此临时参议院似是由选举而生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11/16/12048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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