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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闭关到开放：中国早期现代化与
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林　　祝 介 梅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３－２５日，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

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从闭关到开放：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济南

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山

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８０余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社会

转型”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主要论文及观点综述如下。

一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外交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变迁和道路选择，而这种变迁和选择又是在外部冲击下进行

的，因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以及中外关系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

响。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制度变迁、政治话语、政治主张、政治势力、教案、中日、中美、中英关系

等方面，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从八个方面阐释了研究制度变迁应注意的问题，即

打破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隔阂，注意影响制度变迁的外因与内因，注意国家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

重要作用，注意制度变迁背后的人物，既要注重变的一面、也要注重未变的一面，兼顾制度文本与实

践，制度变迁并非越来越进步，注意不同领域制度变迁的独立性与关联性。
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考察了“新中国”这一概念在近代出现和演变的情况，指出如欲重构近

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对“新中国”这一概念以及由此展开的话语与实践进行深入的讨论，无疑是一件重

要的学术工程。山东大学赵兴胜教授以１９４４年在莒南大店土改运动中穷人为地主出鹰殡的鹰坟被

铲平为例，探讨不同时期“平鹰坟”文本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动员主题下的话语构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研究员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民生主义是采取国家

社会主义政策，追求多数人富裕，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邹小站研究员

探讨了民国初年各种政治力量对省制问题的激烈争论，认为民初政治精英对省制的处理并不成功，没
有及时建立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遂造成此后十多年间的军阀混战局面。南京大学闾小波教

授探讨了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的承诺或达成的各种政治约定，认为民初立国建制，因缺少契约精神，无

论是文本上的制度安排，还是实践中的政治行为，均无法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政治秩

序由此进入衰败局面，最终使此次民主转型以失败而告终。暨南大学冀满红教授以发生于１９０４年的

两广总督岑春煊弹劾裴景福案为中心，考察了两广总督与地方政府、葡澳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海

社会科学院乔兆红研究员对中国民众运动的界定、缘起及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说明和阐释。
教案是晚清中外交涉的焦点之一，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涉及这一问题。河北师范大学董丛林教

授对清政府采取的“持平办理”“民教相安”的教案方针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理论上的“持平”，在实践

上又陷入“不平”，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国势力的介入。聊城大学赵树好教授对晚清山东教案赔款的类

别、总数、性质、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山东师范大学陈静比较分析了山东青州府和武定府在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不同表现，认为前者“平静”后者“动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地社会控制体系的不同。
中外关系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突破比较大的领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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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尚小明教授通过对新发现的总统府交涉秘档的研究，指出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实际上有外

交部和总统府两条管道，总统府交涉管道侧重利用日方高层对华政策的分歧开展工作，从而对交涉进

程和最终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暨南大学刘永连教授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相关公文资

料，以何瑞年案为中心，对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间日本势力对西沙群岛的渗透过程进行梳理，为深入研究日

本渗透南海诸岛等问题作了铺垫。北京师范大学张皓教授探讨了１９４９年夏美国“无线电评论员”汤

姆斯父子入藏情况，指出汤姆斯父子入藏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干涉西藏问题的重大举措。
中英关系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聊城大学张礼恒教授对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炮制、渲染的“俄

国威胁论”进行了探讨，指出英国一度将中日朝三国纳入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战略序列中，构筑其遏制、
围堵俄国的Ｕ形防线，对东亚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勇副研究员对亚东关首

任税务司戴乐尔参加的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中英藏哲界务交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交涉过程中，西藏

地方政府不服从清政府的命令，反映出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统治的薄弱，从而为英国第二次侵藏埋下了

祸根。山东师范大学刘本森认为，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主动放弃威海卫租借地，实际上是希望以此为

“筹码”，促成山东问题的解决，谋求其在远东利益的最大化。
外国势力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以及中外之间经济利益的争夺，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复旦大

学刘平教授以１８８３年发生在上海租界内的曹锡荣案为例，分析了租界领事团、工部局与上海地方政

府在案件处理上的较量与妥协，及背后的法权与治权之争。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
对清末民初开平矿权纠葛之历史动因及其背后的官场与市场的离合关系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清季国

贫民弱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实为殖民者攫利正当性的自我赋权。
日本侵华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顿挫，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河北师范大学张同

乐教授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禁烟法规及其施行效果进行分析，指出日伪政府颁布禁烟法规的目的

在于毒化沦陷区民众和进行经济掠夺。山东大学方艳华梳理了伪满成立之初逊清君臣、关东军对伪

满“王道统治”的不同解释及其目的，指出前者是为了延续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论，后者携带军国主义

皇道的内容。山东师范大学刘志鹏考察了抗战时期华北国民党对中共的策略及活动，认为国民党针

对中共的党务活动，主要表现在借助“组织对抗组织”，利用内线对中共进行情报调查，策动外部力量

“借力打力”等方面，两党在华北虽有一系列的摩擦活动，但没有上升到内战层面。
此外，山东师范大学杜学霞副教授梳理了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演变脉络，评价了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历史意义和地位。北京联合大学李自典副教授对巡警部到民政部的演进过程

及其职能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韩策分析了民初司法界的部院派系之争，并借此考察了北洋

时期司法制度与人事变迁。

二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与社会

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变革。提交本次会议的论

文涉及乡建运动、财政体制、灾荒与救济、慈善思想与慈善组织、人地矛盾、商业与法律的相互影响、婚
姻制度的变革等问题。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对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和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乡建学院是乡村

建设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新式学校，它的创设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次重大历史转向，并分析

了乡建学院在“学术自由”“研习体制”“自治管理”等方面的特色，为乡村建设研究开辟出新的路径。
暨南大学刘增合教授对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政府财政体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论述，指出应将长时

段与瞬间性结合起来，将清廷大规模战争时代供饷方面的变制联结起来，形成制度演变的链条，则每

段链条的地位、特征和独有内涵，由此可以近真呈现。
灾荒是近代的大问题，救荒成效更是检验政权执政能力的试金石。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论述了

清末首次大规模防疫法规的建设，认为１９１０年东北鼠疫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大量的防疫法

规，１９１１年清政府民政部拟定的《防疫章程》，称得上是第一部全国性的防疫法规，与此同时，民众的

防疫意识也开始加强，成为防疫法规建设的催化剂。湖南师范大学张绍春教授对中国第一个公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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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场的创办与运营情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汉口火葬场开创了中国人自办现代火葬事业的先河。山东

财经大学谷永清副教授对１９３２年霍乱发生后政府的防疫措施和效果进行了述评。山东大学徐畅教

授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对１９４３年鲁西冀南特大灾荒下的农民生活进行了描述，再现了灾

荒期间老百姓的生存实态。聊城大学邓广论述了中共山东解放区政府在１９４８年春荒危机中的解决

策略、救灾成效及解放区农民的生存处境。
慈善是中国的传统，近代以来在慈善思想、慈善组织、慈善监管等方面均有新的变化。中国海洋

大学蔡勤禹教授对民国时期慈善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山东师范大学王林教授考察了

民国著名的慈善组织———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的合法性问题，认为两者均在北京政府内务部立案，成
为合法团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道院因有迷信色彩而被查封，世界红卐字会因慈善业绩突出而得

以保存，但其合法性仍面临着考验。北京理工大学王娟副教授论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慈善监管思想

的认知与实践，认为由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政府、慈善组织自身、社会力量三位一体的近代

慈善监管体系已初步确立并开始运转。
人地矛盾自清代中期开始激化，近代以来更是日趋尖锐。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以人地比例关系

为中心，论述了近代以来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社会各界关于耕地“红线”之争，认为人口压力和减少人口

压力说是最具影响的主流意见。山东师范大学包爱芹副教授分析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危机对

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杨蕾考察了２０世纪初青岛和大连之间轮船航线的开通和

运行情况。近代商业与法律都处在变动之中，它们之间也呈现复杂关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冯剑副

教授论述了近代天津典权的变迁，认为市场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变迁对典权制度都具有深刻影响。山

东师范大学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阐明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变

动对司法审断产生的影响。
此外，兰州大学刘宝吉通过对刘一梦小说《斗》的历史解读，认为小说描述的绅派和民派之间的牛

头税之争，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的绅权扩张以及地方精英之间的分化和冲突。山东

大学袁博论述了１９５０年《婚姻法》在山东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其引发的农村婚姻制度的变革。

三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文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是西潮冲击的结果，因此，在思想观念上深受西学的影响，同时，西学对近代中国

的教育、宗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对民主的理解、西书流通与西学传播、
传统教育的转型和新式学堂的创办、宗教学科的建立和基督教家庭的信仰等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茅海建教授根据梁启超所著文章、梁致严复的信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重新论述

和分析了梁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民主”思想。他指出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经典中许多涉及君臣关系、君

民关系的记载，比附为“民主”，并据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认为清朝此时处于由“君主之世”向“君民

共主之世”的过渡时期。梁的思想来源于康有为，梁此期的“民主”思想正是康的“大同三世说”，与西

方近代民主思想有明显的差异。由梁渡康，康、梁合议，可由此观察他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
并思考戊戌变法的性质。天津师范大学田涛教授考察了洋务时期西书在天津的流通与阅读情况，认

为这一时期天津西书的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社

会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教授对１８５４年北华捷报社编的《上海年鉴》的内容以

及阅读难点作了详细介绍和说明，并选译若干与上海小刀会起义有关的文献，以显示其重要的史料价

值。德州学院张立胜教授对劳乃宣的西学观进行了分析，认为劳乃宣对西方历史地理和国际形势颇

为熟悉，对西方拼音字母及日本假名有所吸收和借鉴，但对西方的民主政体采取排斥的态度，反映出

其西学认知和选择的保守性。
河北师范大学霍红伟副教授从清代儒学教官及其职责、教育转型与儒学教官的命运两方面阐释

了晚清教育转型与儒学教官的存废关系。山东大学崔华杰从分科教学、西学教材编写、新式师资培养

方面论述了登州文会馆对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影响。安阳师范学院许效正副教授以１９０５年广州学

绅强借长寿寺创办新式学堂进而引发僧人毁学事件为例，探讨了清末地方政府与佛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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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陈才俊教授论述了刘廷芳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创立与改造所作的贡献，认为１９２１年春

至１９２６年秋，刘廷芳作为燕京大学神科及宗教学院首位华人执掌者，在该院初创时期起到了重要的

规划、组织作用。山东大学胡卫清教授以在广东揭西县发现的《彭氏家谱》为史料，结合岭东长老会官

方档案，讨论了基督教作为信仰符号对家族重建所起的作用。
职业教育是近代新出现的教育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实践，讲求实用。苏州大学朱小田教

授对中华职教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改进试验（１９２６－１９３４）进行了考察，认为就实践主体而言，办理

人处于辅导地位，而当地人士居领袖地位；从方式方法上说，以生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在试验中居于

枢纽地位；从生活理想来看，怀抱传统桃源梦想的知识人为徐公桥设计出具有近代生活气息的小康世

界。中华职教社主导的徐公桥试验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范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也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支援中

国的抗战事业。河北大学范铁权教授认为，战争发生后中华学艺社积极应对，以自己的方式支援抗

战，多数社员直接或间接投身抗日，但亦有少数社员宣布退社，甚至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青岛科

技大学张运君教授阐释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历史教科书为武器，从不同角度书写

其对民族认同的认识。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刘承军从制度化、组织化的视角，对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域

外汉学的交流与互动情况作了系统的考述。新乡学院聂好春副教授阐述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同比干

的渊源及其对比干文化的敬重与发扬。

四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物

近代人物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不一。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阎敬铭、王韬、郑观

应、王文韶、盛宣怀、袁世凯、袁世勋、周自齐等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通研究员以《抚东奏稿》为

基本史料，考察了阎敬铭在山东巡抚任上的主要政绩，认为阎在山东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剿抚并用

的手段，先后镇压捻军、宋景诗、黄崖山等反清起义，整顿吏治，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并未使山东的状

况得到根本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教授，认为袁世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魄力，在天津全

面推行现代化建设，并对北洋区域及整个北方社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南开大学杜恩义梳理了

袁树勋在山东巡抚任内的新政改革举措及其成效。
山东师范大学张登德教授对周自齐与《时务报》的关系、创设女学堂、设立专利局、关注农学会等

问题进行了考证。山东师范大学徐保安副教授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题名》中涉及的人物出身、在馆

学习情况及后来的发展进行了考证。南京师范大学萧永宏教授论述了王韬与郑观应的交往，认为王

韬的《易言》跋，推动了郑观应《易言》的更新和《盛世危言》的问世，是郑观应救时自强思想体系形成的

重要指南和推手。曲阜师范大学苏明强依据王文韶与盛宣怀家族的往来信函及《王文韶日记》，探究

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及对彼此的影响。
中国早期现代化以洋务运动为起点，曾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的胡滨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研究洋

务运动的专家。此次会议上，湘潭大学郭汉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也扬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欧

阳跃峰教授，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孙占元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郭大松教授、田海林教授，分别从不同方面

总结了胡滨先生的学术贡献和高尚人格。同济大学郭世佑教授结合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

研究，对在开放时代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出诸多建议。
总之，这次会议的召开，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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