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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忍斋七秩文集》是作者近三十年来所发表文章的结集，包括学术论文、札记随笔、书序书评和
翻译作品，主要涉及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近代社会史和湖北、武汉地方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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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昌洪，1943年生，湖北武汉人。
历史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先后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多项，出版有《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
的演变》、《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中
国鼓文化研究》(合著)、《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合著)、《辛亥革命与中国
政治发展》(合著)等；主编有《东方商旅丛书》、《武汉掌故》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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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学术论文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世纪的觉醒  ——上世纪之交中国人
对20世纪的认知“国民”之发现  ——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1905年的
五大臣出洋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同盟会与武昌首义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试论民国初年
部院之争民初“中央学会”的筹设与夭折辛亥革命与民初社会变迁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梦想，还是理
想？
  ——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
力南京留守时期的黄兴借鉴与抉择  ——试比较吴玉章、胡汉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思章太炎修改《大总
统黎公碑》考议唐群英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  ——以郭真《辛亥
革命史》为中心辛勤的耕耘，丰硕的收获  ——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章开沅先生“参与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刘望龄教授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中
国风俗与传统文化  ——风俗与儒、释、道的关系差异、冲突、融合  ——中西风俗在近代中国的遭遇
维新运动与移风易俗义和团运动与民间风俗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20世纪30年
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社会转型与风尚演变  ——民国社会风俗变革的若干特点民国时
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传统祭礼及其在20世纪的革废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中国近代社会
转型与商事习惯变迁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近代东南社会“贱民”群体的复权意识与复权斗争近代人
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从弱势群体特征看民国时期人力车夫救济制度马路上的对抗  ——民国时期人力
车夫管理问题透视抗战时期的武汉人力车夫谈谈近代的“三鸟”之害清末民初湖北社会风俗的演变近
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聘用“洋匠”与中国早期工业化张梁交谊与晚清湖北政局湖北“三怪”在武汉
抗战前后关于建立武汉学的构想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    札记随笔我国古代防伪钞之法中国近代
商事习惯变迁略论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兴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国近代
服饰习俗的演变汉口的黄陂人与黄陂文化熊秉坤在武昌首义中的历史作用“珞珈山美人”凌叔华新发
现的民国初年“首义文化区”设想读连横《大陆游记》关于武昌首义的记述有感地灵人杰话清江  —
—清江文化的几点解读“龙舟竞渡”风俗的传承与变异  ——从袁宏道《午日沙市观竞渡》诗说起黄
鹤楼传说的演变关于问津书院保护与利用的一点浅见清史编纂断想“超越”与“开新”  ——我对辛
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的一些思考    书序书评《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序《梁漱溟合作理论
与邹平合作运动》序《民初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序言《清末邮传部研究》序言《民国时期中
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序《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序《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序《疾
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  血吸虫病灾难与应对》序言《东明民俗》序《整合的魅力—
—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与近代民族地区社会转型》序《孙黄共和时代》序《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序言
《百姓摄影》序《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前言《中国鼓文化研究》前言谈谈张难先的“怪”  —
—《张难先文集》代前言民众宗教世界中的新探索  ——读《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华民国开国法
制史》读后区域性通史的成功之作  ——《湖北通史》读后黄宇和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读后汉
版《张之洞全集》读后《百姓看武汉·百姓发现》读后《革命巨子徐镜心》读后  ——兼谈辛亥革命
志士纪念集的特色    翻译作品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
孙中山在一八九六年十月  ——一位中国革命家生涯中的两星期    附录自订学谱简编（1979—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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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使中国告别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踏上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
漫漫长途，对这次革命的研究在革命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其间掀起了一次又一
次热潮，尤其近20年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使辛亥革命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
支。
　　本文拟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简略回顾，总结其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早在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便开始出现了。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这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
章对此案件进行探讨，随后又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国际法教科书。
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
后来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
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
业绩的重要著作。
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
　　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开始于1912年民国成立前后，一批记载革命过程的
史书相继面世。
最早的辛亥革命史书，是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该书于武昌起义后不久（辛亥九月）出版。
同年出版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革命写真图》，以图片汇集的形式反映辛亥革命发生、
发展的过程。
而最早以&ldquo;辛亥革命&rdquo;命名的史书，则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
》，实际上系剪报辑录。
前后出版的其他记述辛亥革命的书籍，有《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成编）、《共和关键录》（观
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等。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忍斋七秩文集>>

编辑推荐

《忍斋七秩文集》是一本自选集，包括严昌洪所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札记随笔、书序书评以及翻
译作品等。
主要涉及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近代社会史和湖北、武汉地方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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