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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从清末地方主义的兴起，辛亥革命与地方主义的发展
，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民初联省自治、省宪运动的发生发展等方面，深入研究
探讨，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这段复杂纷争历史的内在因素。
对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的冲突给中国政治所带来的困扰，观照中国历
史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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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春惠，教授，河南沁阳人。
1961年毕业于台北政治大学，之后又在同校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并赴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
作博士后研究。
先后任台北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正中书局总编辑，政治大学历
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韩国研究学会理事长，国史馆顾问，大韩民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海外委员，韩国
釜山大学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学术顾问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职，现为香港珠海学院文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暨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中国现代史》、《简明中国现代史》、《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中华民国建国史》、《民
国宪政运动》等专著，并为正中书局《高中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另发表学术论文九十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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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清代大小官员虽然名义上皆由朝廷简放，但因为各省督抚，名义上既兼都察院都御史、副都
御史、兵部尚书、侍郎之衔，职务上总督在辖区内又是“统辖文武军民，为一方保障”。
而巡抚“掌考察布按诸道及府、州、县官吏之不称职者以举劾而黜陟之”的关系。
所以督抚遂得利用其纠劾、荐举、奏请、禁革、考试、审断等权限，逐渐形成对辖内文武百官之人事
控制权。
此等人事权，起先虽受制于制度，而只限于“奏请题补升调”，但到后来督抚便可利用“委员署理实
缺”方式而扩大其人事任用权力。
特别是到太平天国之役以后，“督抚为应非常之变，而破格用人，人才多出于督抚之幕府，官幕交相
输转，黜陟日渐操之于督抚之手”。
到此，则不仅道府以下之文官、副将以下之武官得于具奏后，即行任命、转调、降黜处置，而高到一
省巡抚之大员，中央也不得不接受疆臣总督之保举。
日后各省更因外患日亟，新政勃兴，地方政务日多，乃借口厂矿新政收厘设卡、警察学堂、对外交涉
等新政事项，。
委放委员、督办、总办，也均由督抚全权裁决。
此外，即使连中央全国性之政策问题及外交上国家大事，也因当年恭亲王喜欢援引曾国藩等疆臣意见
，演变成后来朝廷将重大决策交由各省督抚复奏的成规。
以至于到后来的民国时代，袁世凯为制宪问题，于民国2年（1913）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条陈对宪法
之意见；民国6年（1917）倪嗣冲等借督军团会议要求总统黎元洪改制宪法，解散国会等。
均不无追寻清末督抚、邯郸学步之作用。
所以说，清末地方督抚权力上升的结果，一方面使省地方首长可以绝对控制一省，自成气候；同时也
得以一省之地方势力为后盾，进而干预中央政治，终而造成日后中国政治内轻外重地方主义流行，地
方武力者不但控制地方，而且也以地方武力为依托，进而干涉中央，增长了地方主义之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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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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