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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110 週年專題·
主持人語：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週年。 在近年出現的將過去、現在、未來二百年或三百年聯繫起來的長時

段觀照和思考中，發生辛亥革命的 1911 年都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 因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以來的 70 餘年中，辛亥革命及其領導人孫中山，一直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熱點。 而每十年一度

的紀念活動和系列學術會議，則成為展示階段性成果、總結經驗並探討下一階段研究工作的契機。
回顧 70 餘年的相關研究，不難發現存在著各種階段性的關注焦點和研究主流。 如 20 世紀 50

～70 年代的辛亥革命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80 年代的辛亥革命性質和清末民

初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90 年代的中國早期現代化與全球化背景；21 世紀以來的民族振興和中外

文化關係，等等。 此類宏大的話語主題無疑影響並促進了研究者的思考和視野，從而不斷地進行史

料發掘和展開新的研究，故能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產生一批宏觀研究或微觀研究的成果。
當然，學術研究始終都有與時俱變和一以貫之的兩種形態。 選定某個有價值有史料資源的穩

定範圍或具體問題，矻矻懇懇，數十年乃至終其一生抱經守道，或獨闢蹊徑，或獨有心得，能成一家

之言，其成果價值也有不可忽視之處。 這種個性化的研究既使學術園地豐富多彩，也帶來了各個研

究階段上的學術討論和爭鳴。
辛亥百年紀念後的近十年，相關研究有如登山過程中進入了一個暫歇的平台。 儘管在辛亥百

年和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週年的學術活動中，也有眾多先進獻出不少高屋建瓴之言，然而一者知易

行難，核心史料的漸趨難得，宏大主題下具體研究的內卷化，難免讓人覺得重大研究難以形成。 新

生的研究力量又視前賢之相關研究已經高不可攀，突破不易。 還有泛“碎片化”的自我預警使得研

究者和刊物編輯們舉棋不定；二者形勢比人強，隨著研究熱點往抗日戰爭、國共鬥爭以及抗美援朝、
中蘇關係等領域後移，不少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也調整了研究重點。

儘管如此，近十年來仍有不少學者先後推出了多種版本的孫中山文集和相關檔案資料，尤其是

廣東學者編纂和著述的《孫中山志》、《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孫中山史事編年》、《孫中山研究

口述史》、《孫中山社會建設思想研究》以及幾套孫中山系列研究叢書，都是引人注目的新成果。 歷

史上是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相關的學術成果也是對孫中山為代表的人物研究比對辛亥革命事

件史的研究更繁榮，所以對辛亥革命事件本身及當時社會環境的研究，還須再作努力。
和一切事業一樣，學術研究的傳承和發展關鍵在人。 時至今日，70 後、80 後的一代新人已經成

長為教學主力和研究骨幹。 指導研究生，組織有關講習營和工作坊靠他們，蒐集編纂多方面的文獻

資料，拿出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嘗試運用社會史、概念史、口述史和記憶史等方法的也是他們。 本

專題此次刊出的三篇文章，就是這種為紀念辛亥革命 110 週年而展示的新成果。
主持人簡介：
羅福惠，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興趣為辛亥革命史、中

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湖北地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獨著有《國情、民性與近代化———以日中

文化問題為中心》、《湖北近三百年學術文化》、《中國民族主義思想論稿》、《辛亥革命時期的精英

文化研究》、《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黃禍論———東西方的對立與對話》；合著有《章太炎思

想研究》、《辛亥革命與中國社會發展道路》、《湖北通史》等；另有《辛亥革命資料新編》、《辛亥革命

的百年記憶與詮釋》、《辛亥人物文集·居正集》等史料編纂和譯著，發表論文近二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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