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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研究》

内容概要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现
为CSsCI来源集刊。创办十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
会影响。本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力争成为海内
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
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又是本刊对来稿的基本要求。
本辑(15辑)主要刊载关于民国社会、宗教、经济、城市研究领域的论文及研究综述文章等共16篇，既
有新视阈、新观点，亦有新史料，堪供学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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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国社会研究  “吃茶与国运”——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政治与茶馆政治文化  “俯顺舆情”重于
“消除迷信”——1936～1937年四川旱灾中政府对拜神祈雨的态度民国宗教研究  福音与社会的契合：
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  劳工问题为例  基督教与民国时期的乡村识字运动民国经济研究      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中国GDP下降之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上海铜元危机及其应对——以马路商界
联合会为讨论中心  富华贸易公司始末  “有限内迁”与经营扩张——战时大后方的刘鸿生企业（1937
～1945）  民国城市研究　南京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及其特点（1865～1937）　“弘我汉京”：民族主义
与国民政府的现代都市认知——以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首都观为例    日伪物资统制下南京商人的
生存策略专论  民国初年“救国储金运动”概论  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组织变迁论略研究综述     2008年中
国现代史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的宗教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史料视窗  一个消失县份的珍贵乡土史料—
—民国时期《西康省义敦县乡土教材》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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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敝会几度之辩难，始有税务处禁止入口之电令，如欲敝会再请该两省勿以沪为尾间，彼将以税务
处早有禁令反唇相讥，虽明知其中必有私行运销情事，然既未当场得其佐证，彼亦讵肯承认，是此说
之无效与前说等。饬关照扣铜坯，敝会自见停铸之议，未能实行后，即于民国十年间，约同各省商会
，向币制局及税务处连电力争，卒以內局关系，迄今亦未实行。总之贵会现时所筹议者，皆为敝会三
四年来所百计图維之事，此等案牍，高可盈寸，敝会以空言无补，未愿尽情宣示，故局外人有所不尽
知也。（1）总商会自有总商会的苦处，案牍盈尺，效果渺渺！总商会的苦衷何尝不是各路商联会的
苦衷呢？本来，各路商联会希望将政府施救与商界自救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彻底整顿钱市秩序。无
奈政府施救无力，商联会便只有在各自街区范围内采取拒用、折价两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
中小商人的利益，但拒用之后剩余的铜元如何处置？折价之后如何弥补无辜受损的消费者？作为铜元
危机中的利益攸关者，自然难以站在全局角度考量，作为街区性的基层商入团体，其权力与能力也不
足以善后，虽然他们为善后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因此，拒用、折价使用的结果，只是以新的混乱
取代了旧的混乱。当然，对商联会在铜元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平心而论，
商联会在铜元危机初期，从维护中小商人自身利益出发，曾经满怀希望地积极应对，以维护市场的秩
序，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自身，也都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们对市场的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以为
单凭自身力量就能使钱市恢复到正常水平，对政府的权威性与执行力也缺乏正确的判断，以为依靠函
电往返、隔空喊话，就能达到禁铸禁运的效果。他们所设想的官商合作克服铜元危机的目标没能实现
，在对政府的希望中累积起了更多的失望，这更加坚定了中小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转向。当自
救与他救的种种措施难以奏效后，商联会也不得不放弃最初的努力。但是，透过铜元危机初期商联会
的自救行动，我们看到了基层商人团体在如何扮演一个勉为其难的市场维护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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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校图本。总体而言水平不高。特别是王笛的《“吃茶与国运”》，明显就是先搜集相关材料，再
分类，最后用闲散的句子把它们串起来，拼凑痕迹非常重。《富华贸易公司始末》结论，“但由于其
官僚机构的性质所决定，它与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一旦时局发生变化
，富华公司最早就被复兴共性公司所兼并也就不足为奇了。”（P116）姑且不是最后一小句是不是病
句，这个结论不是很荒谬么？《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组织变迁论略》P198，随着杜笑山的被枪毙——病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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