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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椇一是在大政治视域中呈现现代中国政治演变的历程椈二是对现代中国的

政治演变规律作出创造性的解读椈三是以独特的诠释理念与范式对待相关的史料椈四是将国共关系

置于现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关键位置椈五是注重现代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格局关系的揭示暎吴汉全

的这一著作棳将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棳并为中国现代政治史建成一门学科

打下了很好的研究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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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吴汉全教授所著棾卷本暍棻棽棸万字的暥中国现代

政治史暦棬人民出版社棽棸棻 年棻棽月版棭是近年来关

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暎该著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棳在大政治史框架下系统地描述了现

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历程棳展示了这一时段宏大的历

程场景棳为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暎
该著鸿篇巨制棳整体通贯棳阐微求圆棳尤其是在政治

现象的描述暍政治现象规律的揭示暍史料的创造性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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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暍社会史的研究理念暍中外政治的对接等方面棳显
现出作者的独特之处暎细致阅读这部著作棳觉得该

著有这样几个重要的特色暎
一是在大政治视域中呈现现代中国政治演变的

历程暎研究政治史首要的在于能够梳理政治现象的

演进历程棳然后才能进到对政治演进规律的研究棳因
而政治现象演进历程的叙述仍然是基础性的研究工

作暎问题是棳何为政治现象椏 换言之棳政治现象的边

界如何椏 这直接关系到对政治现象的呈现暎在既有

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中棳大致有两种解读模式椇
一种认为政治现象主要表现为民主的演进棳其理由

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是民主战胜专制棳故而将政治史

叙述为民主演进史椈一种认为政治现象主要表现为

政治制度的变迁棳其理由是政治的内容虽然极为广

泛棳但 终皆落实到政治制度上棳并以政治制度来规

范社会上的政治生活棳故而将政治史解读为政治制

度史暎吴汉全的这部暥中国现代政治史暦著作棳是以

暟大政治暠来解读政治现象棳认为举凡政党活动暍阶级

力量变化暍政权交替暍政治制度变迁暍政治思想演进

以及战争及外交等活动棳皆为政治现象演进的具体

表征棳故而该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民主演进的政治

史棳也不是政治制度变迁的政治史棳而是现代中国的

众多政治现象具体呈现并发生交互作用的政治史暎
正是基于暟大政治暠的研究视域棳该著提出了中国现

代政治史研究的分支学科问题棳认为有暟关于中国现

代政治变迁的一般问题的研究暠暟关于现代中国阶级

问题的研究暠暟关于现代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暠暟关于

现代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暠暟关于现代中国国家问题

的研究暠暟关于现代中国治国问题的研究暠暟关于现代

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暠暟关于现代中国军事问题的研

究暠等八个分支学科椲棻椵棽棴 暎该著基于暟大政治暠的研

究理念棳将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的相关问题棳分别置

于该著的各章之中棳从而形成了棽棿章的著述构架暎
这棽棿章是棳第一章暟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社会暠棳第二

章暟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暠棳第三章暟军阀的

混战和政治争斗暠棳第四章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

启暠棳第五章暟国民革命高潮的掀起暠棳第六章暟北京政

变与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暠棳第七章暟北伐战争的凯

歌行进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暠棳第八章暟国民革命的

失败暠棳第九章暟国民政府暜统一暞全国的局面暠棳第十

章暟苏维埃革命的开始暠棳第十一章暟国民党军阀的混

战及中间政派的活动暠棳第十二章暟工农红军的创建

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暠棳第十三章暟九一八事变

发生及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兴起暠棳第十四章暟国民

党统治的法西斯化和官僚资本的形成暠棳第十五章

暟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与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暠棳第十

六章暟曲折中的苏区革命及红军长征暠棳第十七章暟抗
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国内和平的实现暠棳第十八章

暟全民族抗战的开始暠棳第十九章暟相持阶段的中国抗

战暠棳第二十章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暠棳第
二十一章暟抗日战争的 后胜利暠棳第二十二章暟争取

和平民主的政治局面暠棳第二十三章暟人民解放战争

的战略防御暠棳第二十四章暟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暠暎该著底蕴丰厚棳气势恢

弘棳体例严密棳构架有致棳既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现

象的基本内涵棳又描述了政治现象变迁的轨迹棳立体

地呈现了现代中国政治衍化的整体态势棳可谓是近

年来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暎
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演变规律作出创造性的

解读暎任何学问只有进到规律的研究棳才能上升到

科学的层面棳这对于政治史的研究也是一样暎换言

之棳研究现代中国的政治史不仅需要描述政治现象

演变的历程棳而且需要将研究工作更进一步棳上升到

对现代中国政治演变规律的研究棳这乃是学术研究

的终极追求暎吴汉全的这部暥中国现代政治史暦在描

述现代中国政治现象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棳将现代中

国政治演进规律的研究作为目标棳力图在政治现象

的演进中梳理出趋势性的方面棳并取得了重要的进

展暎譬如棳该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着历史的

必然性棳具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基础暎其依

据有这样几个方面椇一是暟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与国

内新式教育的兴起为中共的创建准备了领袖群体暠椈
二是暟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为中共的创建提供了指导思想暠椈三是暟新文

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五四运动的政治实践为中共的

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暠椈四是暟中国工人阶级在民族

资本主义发展中成长起来奠定了中共创建的阶级基

础暠椈五是暟近代中共民族危亡的形势及政治现代化

进程形成了中共创建的政治条件暠椲棻椵棻棾椃棴棻棾暎又譬

如棳该著认为中共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公

信力棳其表现椇一是暟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共的认可

程度不断提高暠椈二是暟中国的中间派人士增加了对

暏棽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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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暠椈三是暟全国人民对中共领导抗

战的期望值空前提高暠椲棽椵椆椆棿棴椆椆椄暎该著以大量的事实

说明棳现代中国政治的演变有着其基本的规律棳中共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终取得胜利棳并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棳乃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暎诚

如该著所说椇暟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在特殊的条件

下不断变动的棳人民革命力量的崛起和新民主主义

政权在全国的建立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

貌暎这是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论棳这是中国人民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途径的必然选择暎暠椲棽椵棻棻椆棸这就

将研究工作提升到对现代中国政治演变规律的研

究暎需要指出的是棳该著对于现代中国政治演进规

律的研究棳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探索棳同时也有微观上

的细致分析棳从而将规律性的研究推进到具体的层

面暎譬如棳该著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棳中共连续犯暟左暠
倾错误棳有着社会历史根源暍阶级根源暍思想认识根

源及共产国际的影响暎就社会历史根源而言棳有三

点原因椇一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多

年的国家棳从棻椄棿棸年起又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椈二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怒椈三
是由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严重不满暎就阶级根源

而言棳有两点原因椇一是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棳是一个经济上暟农业占主要地位暠暍阶级结

构上小资产阶级及其广大的国家椈二是中共党内小

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大多数棳即使在工人群众和工

人党员中棳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相当深暎就思想认

识根源而言棳有四方面的原因椇一是由于在建党过程

中理论准备不足棳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棳
缺乏辨别和抵制错误思想的能力椈二是由于那时的

中共还处于幼年时期棳一些党的领导人还不善于把

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棳而是照搬外国的经验

特别是苏联和西欧的经验椈三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

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棳在批判党内错误思想时没有

在思想上解决问题棳而是过于追究个人责任棳着眼于

组织处理棳实行惩办主义椈四是因为党内骄傲情绪的

滋长暎此外棳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对中共党内三

次暟左暠倾错误的发生也是有影响的棳如大革命失败

后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暟左暠倾错误估计不足棳依然

坚持右倾是各国党的主要危险的观点棳而共产国际

在棻椆棾棻棴棻椆棾棿年间更是向中共党内发出许多暟左暠
倾错误的指示椲棾椵棽 棴 棽椃暎又譬如棳该著认为国民党在

抗战相持阶段走向腐败也不是偶然的棳其原因有四椇
暟第一棳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暠椈暟第二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

线特别是抗战相持阶段所采取的积极反共的政策棳
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暠椈暟第三棳国民党的政治独

裁体制棳权力高度集中棳缺乏应有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机制棳这就使得权力高度膨胀棳其后果必然是走向腐

败暠椈暟第四棳官僚资本的膨胀棳大批官员大发国难财棳
经济的恶化又促进其政治的腐败暠椲棽椵椆棽椄棴椆棽椆暎再譬

如棳该著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间人士所主张的第三

条道路棬即中间道路棭的破产棳也是有着历史的必然

性暎该著指出棳抗战胜利前后棳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

有的民主局面棳而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对立棳更给了各

民主党派发展的机会暎但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棳特
别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军事大决战的情况下棳此时企

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谋取政治发展的空间也就不现实

了棳中间路线的破灭也是历史的必然暎其原因就在椇
第一棳暟中间道路为帝国主义所不容暠椈第二棳暟中间道

路也为社会主义所不容暠椈第三棳暟中间道路也为国民

党政府所反对暠椈第四棳暟中共对中间道路也是不能接

受的暠椲棽椵棻棻棸棻棴棻棻棸棽暎可以说棳该著正是在规律问题上有

着具体入微的探索棳才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

地位的历史必然性暎
三是以独特的诠释理念与诠释范式对待相关的

史料暎政治史研究属于史学的专门史范围棳需要按

照史学的要求来处理和运用相关的史料棳才能在对

政治现象作出新的诠释的基础上呈现政治演进的历

程棳并进而探寻政治演进的规律暎吴汉全的这部暥中
国现代政治史暦著作棳广泛搜罗史料棳不仅征引了彭

明主编的多卷本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暦及其他相关

的学术资料棳而且对于新近出版的棽椂卷本的暥建党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暦加以充分地使用棳同时又参考

暥蒋介石日记暦中的一些材料棳对有关史实加以细致

分析暎值得注意的是棳该著十分重视对相关史料的

诠释棳在诠释中加以使用材料棳显示出娴熟的史料处

理技能暎譬如棳该著对于暥蒋介石日记暦的使用棳就有

着独特的诠释范式棳使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及相关政

策得以细致地呈现出来暎由于棻椆棽椃年棿月棽日的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在暟四暏一二暠政变酝

酿中有着的特殊位置棳因而也就需要将这次会议的

情形弄清楚棳才能具体地说明蒋介石发动暟四暏一

暏棾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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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暠政变的过程暎但既有的研究棳因为缺乏档案文

献棳也只是一带而过棳并未深究此次会议的细节暎该

著在叙述暟四暏一二暠政变酝酿过程时棳力图将棿月

棽日的会议情形说清楚棳遂征引了蒋介石在棻椆棽椃年

棿月棽日的日记椇暟讨论共产党事棳为本党计棳非与之

分裂不可也暎晚开中央监察委员会棳弹劾武汉党部

与政府暎暠接着棳该著又使用蒋介石棻椆椂年所著暥苏
俄在中国暦一书关于清党一事的记述椇暟中国国民党

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

议棳由蔡元培先生主席暎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

证据案棳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

海各地棳受共产国际指使棳破坏革命棳扰乱社会的违

法事实暎会议乃一致决议棳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棳采
取非常紧急处置棳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棳就近知

照治安机关棳分别看管棳制止活动暎中央执行委员会

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暎暠椲棻椵棾棽棿棴棾棽 正是因为征引了

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内容棳并与蒋介石所著暥苏俄在

中国暦中材料的互相印证棳有关棻椆棽椃年棿月棽日会

议的情形才得以显现出来棳从而又说明了暟四暏一

二暠政变是经过密谋策划出来的反共事变暎暟九暏一

八暠事变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步骤棳作为中国政府首脑

的蒋介石有着如何的反应呢椏 该著征引了蒋介石

棻椆棾棻年椆月棻椆日的日记椇暟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

阳兵工厂棳并占领我营房暎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

长春棳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棳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棳
内部分裂棳而侵略东省矣棥 内乱不止棳叛逆毫无悔祸

之心棳国民亦无爱国之心棳社会无组织棳政府不健全棳
如此民族棳以理论棳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棳而况

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棥 余所持者棳惟一片爱国

心暎此时明知危亡在即棳亦惟有鞠躬尽瘁棳死而后已

耳暎暠同时又征引了蒋介石椆月棽棸日的日记椇暟闻沈

阳暍长春暍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棳心神哀痛棳如丧考

妣暎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棳则不收回东省棳永无人格

矣棥 小子勉之棥 内乱平定不遑棳故对外交太不注意暎
卧薪尝胆棳教养生聚棳忍辱负重棳是我今日之事也暎暠
作者在征引了蒋介石这两则日记后给予了分析棳得
出这样几点认识椇第一棳暟蒋介石表示了收复失地的

决心暠椈第二棳暟蒋介石将日寇侵略东北的责任归咎于

暜粤逆暞暠椈第三棳暟蒋介石对自己过去在内政外交上政

策有了一定的反省暠椈第四棳暟蒋介石没有武装抵抗的

想法暠椲棾椵棾椃棴 棾椄暎接着棳该著又征引蒋介石椆月棽棻日

的日记椇暟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棳先提国际联盟与

非战公约国棳以求公理之战胜暎暠及椆月棽棾日的日记

所记载的与张学良代表万福麟的谈话椇暟与其单独交

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棳急求速了棳不如委之国际仲

裁棳尚有根本胜利之望暎暠该著征引蒋介石的这两则

日记棳进一步说明蒋介石此时的暟公理之战胜暠思想

业已占了主导地位棳遂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完全

寄托在国联的暟国际仲裁暠暎关于上海的暟和平统一

会议暠情况棳是国民党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棳
该著使用蒋介石日记对此加以分析暎作者认为棳虽
然蒋介石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上海召开的暟和平统一

会议暠棳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并非是蒋介石所期待的棳
尤其是想到自己即将下野感到很是不快暎蒋介石在

会议召开这一天即棻椆棾棻年棻棸月棽椃日的日记中写

道椇暟当此国难棳决心负责到底棳任何诽谤棳在所不

计暎暠蒋介石说自己暟决心负责到底暠棳并且表示不怕

暟任何诽谤暠棳这是说他不打算下野暎棻椆棾棻年棻棸月

棾棻日的日记中棳蒋介石又写道椇暟吾人惟有忍辱负

重棳以尽职责棳虽举世非之棳而亦不能动摇我坚定之

志暎完成革命棳挽救危亡棳惟在此一片坚决之心耳暎暠
这表明蒋介石对于上海暟和平统一会议暠无论有怎样

的结果棳而自己是决定又不引退了暎该著还利用蒋

介石日记棳进而分析了蒋介石在上海暟和平统一会

议暠期间对胡汉民的态度暎该著指出棳在上海召开

暟和平统一会议暠期间棳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粤方做

过分析棳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棳主要是

因为粤方的原因棳 主要的是暟胡汉民之捣乱不法暠
的缘故暎这反映蒋介石对胡汉民的不满情绪有了进

一步的增长暎棻椆棾棻年棻棸月棽椄日棳蒋介石在日记中

写道椇暟胡汉民之捣乱不法棳阴谋行动棳不特使余个人

置于死地棳且必欲毁坏党国棳将总理革命至今所有革

命之历史毁灭无余暎小人不可与同群棳信乎棥暠显然棳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棳胡汉民是暟小人暠棳故而暟不可与

同群暠棳流露出对胡汉民极度怨恨的心情暎蒋介石算

是比较重视自我反省的人棳但他在宁粤对峙问题上棳
将主要责任归咎于胡汉民暎这可见蒋介石对自己并

不作认真的反思棳也不检讨自己的责任与问题暎蒋

介石由于将宁粤之争的责任全算在胡汉民的头上棳
因而在考虑如何使胡汉民暟就范暠之策棳并预定给其

暟叛乱革命暠的罪名暎蒋介石在棻椆棾棻年棻棸月棾棸日

的日记中写道椇暟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棳而汪暍

暏棿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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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则愿来合作棳以不愿与胡破脸棳故不敢明白表示棳
当使之有迂回余地暎对粤应决定方针椇一暍如其愿就

范棳不破裂棳则暂维统一之局面棳固于对外有益也椈
二暍如其不愿就范棳必欲破裂棳则避免内部纠纷棳使之

回粤自扰暎胡汉民已成过去棳而其过去历史棳为阻碍

总理棳反抗总理棳今则欲灭亡本党棳叛乱革命棳无足计

较也暎暠该著正是基于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棳得出这

样的结论椇暟蒋介石的分析也有很大的不到位之处棳
汪精卫暍孙科纯然是因为利益问题而与胡汉民结成

反蒋同盟棳并非暜不愿与胡破脸暞而没有走到蒋介石

一条路上暎不难看出棳蒋介石始终把宁粤之争看成

是他与胡汉民争政治地位之争棳说明他把胡汉民始

终看作是政治上的敌人暎暠椲棾椵 棾棴 棿吴汉全的暥中国现

代政治史暦不仅在广阔的视域中征引史料棳而且对于

史料的征引是很有特色的棳限于篇幅棳这里仅就该著

征引蒋介石日记的情形予以举例说明暎
四是将国共关系置于现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关键

位置暎政党在现代政治演进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棳这
在中外近现代政治史研究中都应给予高度的重视暎
吴汉全的暥中国现代政治史暦是以大政治视域阐述现

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历程棳突出了政党在政治变迁中

的主导地位暎该著指出椇暟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棳是
阶级在整体上自觉之后集成的政治组织棳担负着领

导本阶级的政治使命棳但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

上的政党棳这也说明传统社会中阶级的自觉不够暎
现代政治是政党主导下的政治棳现代政治变迁主要

地表现为政党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迁暎现代中国的

政党主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棳此外还有不少民主党

派棳这对现代中国政治变迁起着主导性作用棳因而需

要专门就现代中国政党独立地进行研究暎暠椲棻椵棾又指

出椇暟中国现代政治演变是在政党主导下推进的棳这
强化了中国现代政治演进的现代性特征暎研究政治

特别是现代政治的演变棳不能不考虑到政党因素在

其中的作用暎判别社会中一种政治是否是现代政

治棳固然可以从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以及

社会中是否有自由暍民主等价值观念等方面来分析棳
但极为关键的还是要看是否有政党活动及政党在政

治变迁所起的作用暎因为棳就现代政治发展的一般

情形而言棳所谓的现代政治大体上都是在政党作用

的政治棳故而不可离开了政党的活动暎更进一步说棳
政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棳或者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

的重要标识暎具体到现代中国政治而言棳共产党暍国
民党以及民主党派对现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产生了极

大的作用棳并且在政党相互关系的历史中贯穿着民

主与独裁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暎暠椲棽椵棻棻椄椆基于政党在现代政治变迁中的主导地位棳
又联系到现代中国政党的实际状况棳吴汉全在暥中国

现代政治史暦中不仅将政党活动作为主要的方面棳而
且将国共关系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暎譬如棳关于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问题棳该著不仅叙述了国民党

改组的过程棳而且也以相当的篇幅说明中共在其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暎该著指出棳在苏俄暍共产国际和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棳国共合作处于酝酿之中棳并以

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作为显著标志棳这之中有几

个关键性环节棳一是中共西湖特别会议棳二是暥孙越

宣言暦的发表棳三是中共暟三大暠的召开棳四是国民党

改组工作的开始暎该著认为棳中共西湖会议作出的

暟党内合作暠的决议是正确的棳是暟中共关于国共合作

形式问题的重大决策暠椈而中共暟三大暠确定的以党内

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棳暟推动了孙

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棳促进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棳为
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必要的

准备暠椲棻椵棻椆棽棴棻椆棿暎又譬如棳关于中共与国民革命的关

系棳该著认为国民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的影响暍推动和积极组织之下进行的棳暟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来表现和实现的暠棳因而暟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这支新

生的政治力量棳要有效地开展国民革命是不可能

的暠暎对于这个结论棳该著从四个方面予以论证椇暟政
治上棳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基本

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暠椈暟在组织上棳在中国共产党的

推动暍帮助和组织下棳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

线棳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暍农民暍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棳并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建立

了各组织暠椈暟在群众运动方面棳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

动基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起来的暠椈暟在
军事上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暍组织和努力下棳建立

了革命的武装棳创办了黄埔军校暠暎当然棳该著也基

于历史事实认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发挥得还

不充分棳指出椇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处在幼年

时期棳同时也由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棳中国共产

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作用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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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棳因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棳
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认真积极地去争取领导权暎特

别是到大革命后期棳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党的领导机

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棳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棳致使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暎暠椲棻椵棾 再譬如棳该著对于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棳以第二次反共高

潮被打退为研究个案棳并基于国共关系演进和各自

的政治策略来分析棳得出了三点重要结论椇第一棳暟蒋
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被迫向中共让步棳主动表示要

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局势棳说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

对中共的政治策略棳基本上还是用政治手段解决中

共问题棳主要的不是武力进攻暠椈第二棳暟中国共产党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政治策略棳采取的是维持

与国民党的合作棳尽 大的可能将国民党团结在抗

日的阵营中暠椈第三棳暟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

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棳不仅制止了时局的逆转棳使
得蒋介石暍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棳而且在国

内外极大地提高了中共的政治地位棳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公信力空前提升暠椲棽椵椄椄棽棴椄椄棾暎该著正是在暟政党

主线暠之中叙述国共两党的历史棳充分考察国共两党

的政治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棳从而使现代中国的政治

表现出政党活动的显著特色暎
五是注重现代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格局关系的

揭示暎现代中国政治与传统中国政治不同棳不是在

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发生棳而是在世界现代政治格局

之下演进的棳故而中外交往关系也就成为中国现代

政治变迁的大环境暎吴汉全的暥中国现代政治史暦立
足于现代中国社会棳但也十分注重世界政治格局对

中国政治的影响棳并在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关系中叙

述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暎譬如棳该著认为北伐战争

之所以进军神速并取得重大胜利棳除了暟北伐战略部

署和战略方针之正确暠暟北伐军各路互相配合棳英勇

善战暠暟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暠暟敌人内部不统一暠外棳
还因为得到暟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暠棳同时也由于此

时的暟帝国主义未能直接地大规模地干涉暠椲棻椵棽椆椄棴棽椆椆暎
又譬如棳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暍对
于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乃至对于共产党的政策都

有着很大的影响棳该著就暟开罗会议与中国大国地位

的承认暠暟棻椆棿棿年椂月华莱士访华暠暟美国军事观察

组赴延安暠暟罗斯福的暜紧急建议暞与史迪威事件暠暟赫
尔利暜调解暞国共关系暠等相关事实予以梳理棳认为抗

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棳分
为前后两个阶段暎在抗战爆发至太平洋战争前棳美
国对华采取了两面政策椇暟一方面棳由于日本帝国主

义发动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棳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棳
威胁到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棳因此棳
它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和支援中国抗战棳给国民党政

府以贷款和军援棳企图借中国拖住并消弱日本棳以保

持其在中国和远东的优势暎另一方面棳美国在宣布

暜完全中立暞的基本国策同时棳又大量供给日本战略

物资暎此间棳美国还与英国一起策划暜远东慕尼黑暞
阴谋棳实行暜绥靖暞政策棳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棳而换取

与日本的妥协棳并企图把战火引向苏联暎暠而棻椆棿棻年

棻棽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棳美国对华又采取了新的两

面政策椇暟一方面棳它与中国结盟棳向国民党提供物资

和武器棳支援中国抗战棳利用中国的力量能够拖住日

军的主力椈另一方面棳又利用盟国的关系棳加紧控制

中国棳以便在战后取代日本并进一步独占中国暎暠美
国在抗战时期的对华政策棳中共问题是其重要的内

容之一棳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所不同椇暟大致说

来棳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棳其基本政策是扶蒋反

共棳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打压政策棳以确立国民党在

中国的统治地位椈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棳美国从自身

利益出发棳欲利用中共这支抗日力量来对付日本侵

略者棳以减少美国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作战的损失棳
因而表示与中共合作抗日棳并阴谋在合作中软化和

控制中共暎当遭到中共拒绝后棳美国则公开同蒋介

石合作棳赤裸裸地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暎暠椲棽椵椆椆椃该著对

于美国在抗战时期对华政策进行分析棳说明了美国

对于现代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暎再譬如棳关
于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前景问题棳该著认为战后

国际斗争的新格局及美苏的对华政策起着很大的作

用暎战后国际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棳表现为

三个方面椇一是帝国主义力量大为削弱棳殖民主义体

系瓦解椈二是美国是唯一的在战争中本土没有遭到

破坏的国家椈三是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民主力

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日益强大暎基于这样的认

识棳该著提出这样的判断椇暟战后世界上形成了美苏

对立的基本格局棳但 现实暍 尖锐的矛盾并不直接

表现在美苏之间棳而是存在于美苏之外的广大中间

地带暎这是战后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暎暠也正是有这

样的判断棳该著进一步认为美苏对中棬下转第 棾页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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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第棻期 严晓驰椇成人视角下的儿童本位椇以林良散文暥小太阳暦为例

犬暟斯诺暠暎这是因为暟一个喜欢孩子的人棳总会不知

不觉地也喜欢孩子的东西暠椲椂椵椃暎
此外棳暟爸爸暠虽然不喜欢两只暟七姐妹暠棳但是看

到野猫过来威逼棳他还是用暟在下奉陪暠的眼神回敬

过去棳为孩子们和小鸟撑腰暎这段文字写得虎虎生

风暎其实棳作者早在序言中就为大男人写家庭的行

为做出了解释椇暟只有家庭棳才能使英雄的剑光不晦

暗棳才能使英雄强而不暴棳远离邪恶暎暠椲椵棻棸

后棳我们让林良自己讲完这段故事椇暟放一群

蚂蚱的纸盒如果是没有盖的棳那养蚂蚱的小孩子的

心情棳也就是我的心情暎暠椲椵棽椆椄在停电的时候烛光汇

聚成了一条船棳玮玮肆意摆放的个人的鞋子也是她

那个两岁的港湾里漂泊的船棳儿女们长大了棳自然而

然成为几只将要远航的船棳先前曾经像星星一样围绕

着父母的小孩子棳忽然各自成了小太阳棳运转在自己

的人生里暎作者在送别三个女儿的童年时代时棳尽管

不舍棳但温柔的心意转化成了更多的企盼和祈祷暎林

良在给樱樱的信中曾提到父亲是一个写序人棳要等到

年轻人读完人生这部百科棳才会发现这序写得实在不

差暎好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所有儿童的写序人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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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棽椂页棭国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暎该著

说椇暟美国和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国棳它们

的对华政策在当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暎
美国在亚洲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棳希望中国能

够在战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并且是亲英美的政府棳
妄图变中国为它的附庸和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棳成
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伙伴暎因此棳此时的中国

也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暎苏联也十分

注意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棳其对华政策

的出发点是维护远东和平与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棳
为了获得在暥雅尔塔协定暦里的权益棳也必须采取拉

拢国民党的政策暎美苏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

所制定的对华政策棳都严重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政

局暎暠椲棽椵棻棸棸棻就全书来看棳作者将国际政治格局与中国

政治演变联系起来棳揭示了世界政治变动对中国政

治的影响棳从而使该著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鲜明地

具有世界政治变动的眼光暎
吴汉全教授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撰写这部棾卷本

的暥中国现代政治史暦著作棳以其广阔的研究视域暍求

实创新的理念和勤勉的治学风格成就了这部里程碑

式的著作暎国务院学位委员暍中共党史研究名家张

静如先生在该著的暟序暠中评价椇暟吴汉全的这部暥中
国现代政治史暦著作棳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现代中国政

治变迁史的成果中棳很有分量的一部学术专著棳将中

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棳并为

中国现代政治史建成一门学科打下了很好的研究基

础暎暠笔者认为棳吴汉全的这部暥中国现代政治史暦专
著是开展政治学研究暍中共党史研究暍中国现代史研

究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性著作棳并相信该

著的学术价值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体现出来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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