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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12-新政、立宪和辛》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内容简介：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
，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
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
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
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
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
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
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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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册内容似乎不如前四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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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和回收利权运动无疑是席卷清朝最后几年的政治运动，回顾起来，它
们一个是民族主义的狂欢，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的骚动。直到现在，恐怕人们依然没法证实速开国会是
否利大于弊，无法精确论证实行宪政究竟需要几年预备，然而当时的人似乎当真觉得非立宪、开国会
无以救中国于危亡。可惜后来五色旗共和国的实践证明了宪政与救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么看来，当
初哭喊着立宪和国会的人如果不是很傻很天真，就大概是居心叵测。当然我比较相信是前者。回收利
权运动是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排外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令其缺乏理性---因为中国恐怕不具备足够的资
本、技术、经验去经营近代矿业，去修筑和管理近代铁路。废除跟外国人签订的商约本身就底气不足
，花钱赎回开发权更是花冤枉钱，而赎回之后的商办其实也不成功，反正就是人傻钱多--明明是很穷
才是，但民族自尊心和排外心理蒙蔽了大众的心智。最后清政府因处理手法低劣，令自己民心丧
尽----本来它借外债筑路的决策合乎理性，却被民族主义者的非理性怒火给烧死。如果今日的政府仍
旧把民族主义当作工具使用，终有一天它自己亦难免被类似的怒火给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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