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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编年体裁，记述了自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9月中华民国历史时期结束共44年间
的重要史事，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可供查考的参考资料。本书所记内容，不仅包括政治、军事、
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天灾地变；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还涉及人民的革命斗
争和自发反抗；世界大事，与我国相关者也适当列条，内容充实，包容量大，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一
部可供查考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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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广东博罗县商人罢市，反对军队骚扰。 江苏谘议局开局。 10月11日（九月十七日） 孙中山
致函南洋同志林义顺，嘱速集资兴办中兴石山公司，安置被法国殖民当局遣送新加坡之600名河口革命
军。 唐绍仪抵东京。12日晤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及首相桂太郎，谈中日邦交。 清廷以吉林自治会
会长松毓请缩短国会年限，命解散该会，并查禁其所出之《公民报》。 10月12日（九月十八日） 日本
宪兵大尉平田美次郎等37人，在吉林省延吉茂功社修造分遣所房屋，不听地方当局阻止，竟向巡警、
宪兵开枪，击毙巡警两名，伤及多人。 中日在东京订立“中日电线条约”八款。依照该约，清政府允
许日本在旅顺至烟台敷设海底电线。 10月14日（九月二十日）达赖喇嘛抵北京，觐见清帝于仁寿殿。
10月16日（九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致函檀香山同志，告以不久将再次发动起义，需军饷10万元，请在
一两个月内筹足此数。 端方奏陈军政大纲，恳请择要施行。 外务部就延吉茂功社日兵枪杀中国巡弁
之案，电专使唐绍仪（时在日本）会同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向日本外务省严词诘问，并由双方派员会
同前往闹事地方查明核办。 10月18日（九月二十四日） 湖北士绅就湖广总督陈夔龙改湖北谘议局为筹
办处事，会于武昌黄鹤楼，柬请筹办处总办、会办以下官吏进行质问。 唐绍仪同日本外务大臣小村谈
延吉问题及新法、吉长等铁路问题。 10月19日（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警视厅允清使之请，下令查封中
国同盟会本部机关报《民报》。 10月20 日（九月二十六日） 外务部就延吉茂功社日兵枪杀中国巡弁
案，电饬唐绍仪会同胡惟德向日政府提出惩凶、抚恤、撤兵等五项要求。 10月21日（九月二十七日） 
湖北绅民开会，决议川汉路仍归商办，认股400万两。 10月22日（九月二十八日） 清廷以檀香山发行
之《自由新报》倡言革命，命沿江沿海各地严禁行销。 10月23日（九月二十九日） 清廷谕内阁各部院
衙门按照宪政编查馆、咨政院所奏筹备立宪格式统限六个月内，各就本管事宜，将九年应有办法分期
胪列奏明。 10月24日（九月三十日） 台湾全岛铁路告成礼在台中举行。 10月25日（十月初一日） 清
廷以巴黎《新世纪报》（主持人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倡言革命，命沿江沿海各地严禁行销。 
清廷以川边三崖、德格两处藏民煽乱，命四川总督赵尔巽、驻藏大臣赵尔丰严密整备，勒限责令解退
，倘执迷不悟，惟有奋力驱剿，并饬达寿、张荫棠责问达赖喇嘛。 10月27日（十月初三日） 清廷以藏
兵煽乱，命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会商赵尔巽，先行开导，继以兵威，但不可孟浪从事。 10月28日（十
月初四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自新加坡抵芙蓉。次日抵吉隆坡，商筹赴法旅费。 清廷以粤
汉铁路事权纷歧，议论淆杂，命督办大臣张之洞通筹全局，严定限期，并命邮传部及湖北、湖南、广
东督抚实力协助，各省原派之总理协理，均听节制。 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奏报，全藏僧众以传闻西藏
将改为行省，聚众数万暴动，形同反叛，请裁训应否厚集兵力，痛加剿灭。 10月30日（十月初六日） 
云南官兵追逐河口失败之革命军，越界至越南大肆焚扰，经法政府抗议，是日清廷颁诏惩罚滋事官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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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套装共12册)》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任临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政府成
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38年的历史虽然短暂，却足以改变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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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精彩短评

1、一套很不错的资料书,有它查史迹就方便多了.
2、体例仿大事年表，详列年月日发生的大事，检索方便。
3、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而成。
　　    《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始于1972年9月。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1971年全国
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编撰中华民国史的任务，随后，在李新先生的组织和领导
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拟订了编写多卷本《
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亊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
资料）》的编撰计划。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负责大事记编撰
工作的同志们仍然尽心尽力，在1973年12月编辑完成、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
稿?大事记》第一辑。其后，我们不断积累研究的成果（至1990年共计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
事记》31辑），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于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
　　    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大体已如李新先生在1997年为《中华民国大
事记》出版所撰“序”中所列明，总体要求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取材方
针是：大事突出，要事不漏。这样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反映了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体
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撰写和编辑过程中，我们以此
为指导，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科学的标准决定事件的取舍，避免主观随意性，对所用材料认
真审查核对，不能确定者则宁可存疑，从而保证了编写工作的质量，也体现了“大事记”编写总体要
求和取材方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者，主要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也有一些室外和所外研究机
构的学者，先后参与其事者有50余人，还有20余人参与审订与校阅。韩信夫主持大事记的编纂，负责
审稿及定稿。姜克夫在分管大事记编纂工作期间，尽心尽力。章伯锋负责初期规划及组织编写。齐福
霖、吴以群对大事记的编纂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述曾为大事记审稿贡献殊多。我们谨对所有为“大事
记”编纂付出辛劳和贡献的学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对大事记的编撰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李新
先生、姜克夫先生以及编纂者中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更当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
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也对《中华民国
大事记》的编纂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后，我们不断收到各界读者的反馈，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
见和建议。随着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国史资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环境的不断变化，
已经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也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诸如一些历史事件的收录还有缺失、冗余之
处，一些史实还有讹误之处，有些事件的排列顺序可能不够精确，有些文字也还不够简练平实，等等
。我们本有在适当时机进行修订的计划，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殷切期望。因此，2009年，
我们决定对《中华民国大事记》进行全面的修订，主要工作是：增删一些历史事件的条目，补正缺失
、错讹之处，调整一些收录事件的排序，统一全书的技术格式，等等。我们认为，应在修订过程中，
尽量利用近些年来新开放的民国史资料，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尽力做到客观求实，反映历史的
本来面目，并以此为这次修订工作的基本方针。不过，考虑到修订工作的时间有限，篇幅亦不能扩充
过大，我们大体维持了原先的篇幅，而着重在内容和文字方面有所增删、调整。
　　    此次《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由韩信夫负责，韩信夫、江绍贞、齐福霖、孙思源分
工承担，全部修订文稿由韩信夫通读订正。参加修订工作的诸位先生，均已退休多年，本应安享晚年
，但他们克服年高体弱的困难，本着退而不休、善其始终的精神，继续担任修订工作，分工合作，认
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完成了本书的修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及近
代史所科研处、图书馆和所内外的诸多学者，一如既往，对本书的修订工作大力支持。我们谨对他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过此次修订，《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收录的事件更全面，征引的资料更丰富，文字表述更简
练，并采用统一的编排方式，重新排印为12卷。至此，我们堪可以新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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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诸位开创先进、学界同仁以及广大始终关注并支持民国史研究事业的热心读者。
　　    对于出版民国史研究室的系列著作素有渊源，贡献良多，并曾对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
事记》付出甚多辛劳的中华书局，此次克服诸多困难，慨然承允接手，出版本书。中华书局总经理李
岩、总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编辑张荣国等，对于本书的编辑成稿多有贡献。值此《中华
民国史大事记》修订工作完成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
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虽已告成，但是我们深知，囿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本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个别历史事件或有缺失，利用新出史料尤其是海外史
料还有不及，叙述还存有当年时代的痕迹，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精益求精，等等。所有这些不足之处，
正是我们今后应当着力改进的方面。我们希望每过若干年，都能对本书进行新一轮的修订和增补，使
其不断完善，成为学界研究民国历史和社会各界了解民国历史的可靠的、必备的参考著作，并经此而
使民国史研究事业生生不息，代有传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2011.5.28
　　
4、对孙中山的评价欲言又止，造成事实与平说冲突，是不足。有改进的极大空间。
5、内容慢慢看，版本很好，中华书局的书可以信赖，就是价格太贵
6、精品，不是一般的书籍能比的
7、厚重，暂时压书架
8、看了第一本，目录
9、这本书是近代史期待了很久的书，真的期待了很多年，它是近代史研究学术的集成

10、总体十二本，用纸印刷都算上层，编年体记事
11、关于民国史，考虑了很久，最终还是只买了这套《大事记》。不错，印刷、包装、内容都不错！
12、内容翔实，丰富，充实，值得
13、小箱子外又套一个大箱子，包装很好，书还没来得及细看
14、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共36卷，这是其中的“大事记”12卷。这套中华民国史堪称官修正史
，但和官修正史的二十五史的体例格局完全不同，不再分为纪，传，等，而是分为：史，大事记，人
物传。而且用简体白话文撰写，更易于阅读。中华书局出版，实属精品。对于研究近代史的人员，是
部非常好的参考书。这次以50%折购买，尽管价位仍然高，但考虑其使用和收藏价值，也觉得值了。
15、书是好书，内地找不到《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这书正好将就看看，反正大事记之类就当史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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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也是比较详尽的书了！
中华的书，越来越贵！唉！
16、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17、上面写着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收到的是第二次印刷的。
18、很好的书，还没有来得及细读，翻了翻，内容挺详细的，对于民国的历史，挺全面。
19、是替夫买的，他是历史学家，书控，家里有2万多本书，但还在不断添加中。他很喜欢这套书，正
与他现在的课题相关。
20、印刷清晰、纸张优良、装帧精美。内容就不容质疑了！好书值得购买！
21、好书要极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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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而成。《中华民国大事记》的
编撰工作，始于1972年9月。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近代史
研究所接受了编撰中华民国史的任务，随后，在李新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
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
亊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虽然在
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负责大事记编撰工作的同志们仍然尽心尽力，
在1973年12月编辑完成、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一辑。其后，我
们不断积累研究的成果（至1990年共计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31辑），并以此为基础，
完成了《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于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
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大体已如李新先生在1997年为《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所撰“序”中所列明
，总体要求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取材方针是：大事突出，要事不漏。这
样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反映了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撰写和编辑过程中，我们以此为指导，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
目，以科学的标准决定事件的取舍，避免主观随意性，对所用材料认真审查核对，不能确定者则宁可
存疑，从而保证了编写工作的质量，也体现了“大事记”编写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者，主要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也有一些室外和所外研究机构的
学者，先后参与其事者有50余人，还有20余人参与审订与校阅。韩信夫主持大事记的编纂，负责审稿
及定稿。姜克夫在分管大事记编纂工作期间，尽心尽力。章伯锋负责初期规划及组织编写。齐福霖、
吴以群对大事记的编纂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述曾为大事记审稿贡献殊多。我们谨对所有为“大事记”
编纂付出辛劳和贡献的学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对大事记的编撰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李新先生
、姜克夫先生以及编纂者中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更当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
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也对《中华民国大事
记》的编纂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我
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后，我们不断收到各界读者的反馈，提出许多
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随着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国史资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环
境的不断变化，已经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也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诸如一些历史事件的收录还
有缺失、冗余之处，一些史实还有讹误之处，有些事件的排列顺序可能不够精确，有些文字也还不够
简练平实，等等。我们本有在适当时机进行修订的计划，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殷切期望。
因此，2009年，我们决定对《中华民国大事记》进行全面的修订，主要工作是：增删一些历史事件的
条目，补正缺失、错讹之处，调整一些收录事件的排序，统一全书的技术格式，等等。我们认为，应
在修订过程中，尽量利用近些年来新开放的民国史资料，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尽力做到客观求
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此为这次修订工作的基本方针。不过，考虑到修订工作的时间有限，
篇幅亦不能扩充过大，我们大体维持了原先的篇幅，而着重在内容和文字方面有所增删、调整。此次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由韩信夫负责，韩信夫、江绍贞、齐福霖、孙思源分工承担，全
部修订文稿由韩信夫通读订正。参加修订工作的诸位先生，均已退休多年，本应安享晚年，但他们克
服年高体弱的困难，本着退而不休、善其始终的精神，继续担任修订工作，分工合作，认真负责，任
劳任怨，不计名利，完成了本书的修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及近代史所科研
处、图书馆和所内外的诸多学者，一如既往，对本书的修订工作大力支持。我们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经过此次修订，《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收录的事件更全面，征引的资料更丰富，文字表述更简
练，并采用统一的编排方式，重新排印为12卷。至此，我们堪可以新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告慰
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诸位开创先进、学界同仁以及广大始终关注并支持民国史研究事业的热心读者。
对于出版民国史研究室的系列著作素有渊源，贡献良多，并曾对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
付出甚多辛劳的中华书局，此次克服诸多困难，慨然承允接手，出版本书。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总
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编辑张荣国等，对于本书的编辑成稿多有贡献。值此《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修订工作完成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
此致以由衷的谢意！《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虽已告成，但是我们深知，囿于我们的研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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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个别历史事件或有缺失，利用新出史料
尤其是海外史料还有不及，叙述还存有当年时代的痕迹，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精益求精，等等。所有这
些不足之处，正是我们今后应当着力改进的方面。我们希望每过若干年，都能对本书进行新一轮的修
订和增补，使其不断完善，成为学界研究民国历史和社会各界了解民国历史的可靠的、必备的参考著
作，并经此而使民国史研究事业生生不息，代有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
室20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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