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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但从一个特殊视角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的复杂性，也是国内目前集中讨
论中国现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优秀作品。本书最重要的特色是从“基层”入手，着重反映“国家统一
”的地方经验，从而深化了我们在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问题上的认知和理解。从方法论上，
书稿也体现出作者将历史学和人类学加以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的努力。
此书立论具体而充实，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极大，即近代中国集权与分治的矛盾所体现的复杂社会内涵
。其取材丰富，不仅充分利用留存档案，更以报刊、文集等各类文献互相比证。其见识不受分科局限
，而得相关各科之利。有此三长，足以成一佳著，可贡献于学界同仁，并为将来继起者必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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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按：网上少见王东杰教授此书的评论，偶见一篇“评奖成果”对全书的介绍，转
自http://www.sinoss.net/2010/0312/19415.html成果内容简介一、 篇章结构与基本观点有关20世纪20—30
年代中国“国家统一”运动的研究，多倾向于将其仅仅归结为政治权力与军事权谋的运作过程，忽视
了其本有的广泛性和具体落实的复杂性。本书考察了“国家统一”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特殊事例
——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以凸显“国家统一”运动的复杂表现形式及各方对这一运动的不同
态度，集中考察了中央和地方围绕“国家”这一象征资源产生的权力关系及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
对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或state-making）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可适性做了探询。国立四川大学是1931年
由设在成都的三所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其前身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和
公立四川大学合并而成。作为国立大学，川大自始就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受到二、三十年代四川及
全国政局的影响，其国立化程度又成为衡量中央和地方当局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大学师生随
着自己所处局势的变化也对中央和地方各有应对，使此一进程更为复杂。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大体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5年以前。这一时期，四川为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不及，处
在半独立状态。受此影响，学校虽名国立，实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并随地方各大军阀争斗造成的地
方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改变。在这种情形下，川大师生利用“国立”招牌，一方面作为自保的手段，另
一方面则竭力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应对地方实力派的
挑战，尚无暇处理四川问题，川大在教育部的政策中也处在一个相当边缘的位置。第二个阶段是
从1935年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确定了以四川为“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的政策，并竭力
在四川推行“地方中央化”，以实现对四川的真正控制，川大的“国立化”正式被提上教育部的日程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任鸿隽和张颐两位校长大力推进“国立化”和“现代化”的办学方针，使川
大从地方力量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并着力消除学校的地方色彩。任鸿隽和张颐在政治立场上均属自由
知识分子，其方针与措施更多地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但是，在中央方面，则将川大的“国立
化”视为其权力在四川扩张的一部分，又使“国立化”带上了“中央化”的色彩。地方人士因对“中
央化”的反感和地方自尊心的驱使，对任鸿隽产生了歧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川大与地方政府和社
会的关系。而川人地方自尊心的兴起，又恰出于“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这一口号的激发，反映出地
方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复杂互动关系。第三个阶段是抗战爆发后。在这一阶段，川大的国立化基本完成
，学校被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是，1938年底，教育部任命CC派的程天放就任川大校长，却
激起了学校多数老师和部分学生的反对。他们要求捍卫“学术自由”，并获得了地方军人和士绅站在
不同立场的或暗或明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坚持，反对运动最终失败。程天放到校后，
竭力推行“党化”教育政策。在川大的“国立化”进程中，中央一直是学校求助的对象；在“国立化
”完成之际，中央反而成为学校反对的目标，而此前被反对的地方军人则成为师生们的“同盟”。全
书除《绪论》外，以时间为序分为5章。第1章《大学格局与地方政治》讨论了20年代四川高等教育格
局与军阀割据的政治状态之间的关联，第2章《“不在场”的中央》叙述了30年代初国立四川大学成立
初期在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惨淡经营的情形，第3章《“把国立二字真实化”》叙述了30年代中期
四川大学随着四川的“地方中央化”而进行的“国立化”改革，第4章《成为“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
”》叙述抗战爆发后四川大学实现“国立化”及国民党政府试图将其“党化”的过程，第5章《大学
中的“国家”》分别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所透露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观念与国家意识、新旧
文化观念、大学的国立化与学术自由的得失等主题做了分析。二、主要创新和学术贡献1、“国家统
一”是民国初年中国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之一，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自政治和军事史的角
度入手。事实上，“统一”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和文化问题。缺乏对这两个方面情况的了解，
我们对“国家统一”运动的认知必然是不全面的。本书对此运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做了探讨。2、学
界此前对“国家统一”运动的研究多为全国性的。但是，“统一”必须从全国和地方两层面加以了解
，方为全面。本书从基层角度和微观视野所做的更为细致的研究，丰富了对此问题的认知。3、“国
家建设”（state-building）理论近年来被国内外不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采用，且渐有成为“典范”的
趋势。但本书研究表明，这一从西欧近代史中抽象出的理论，所述情形更近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
之分”，而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一认识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反思。4、
目前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少数著名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内地省份或不太知名的大学甚
少研究，本书选取即为目前学界尚无深入研究的四川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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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目前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研究，主要是教育
史学者自教育本体出发的研究，对教育制度的变迁、经费的筹措、受教人数的多少及部分思想家的言
论等注意较多，而甚少从历史本体出发的研究，难以反映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教育与政治、经济、
文化、思想之关系和互动，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与意义。本书以颇具意义之大学教育国立化为研究角
度详细讨论了大学教育国立化之实行过程中，大学、教师、学生、政府与地方之互动关系，特别是“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治”之争，有助于学界对民国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三、研究方法1、
本书采用了多维动态的综合研究视角。大学的“国立化”既是民族主义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
同时也受到政治格局、社会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本书突破了过去教育史单纯注重典章制度和思想理念
的研究路数，把大学放在“外部社会”这一大语境下做动态考察，尤其注意制度在实际政治、社会脉
络下的具体落实情况。2、本书借鉴了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本书力图从一所大学这一“小社区”的
微观层面上观察中国现代国家与学术的互动这样一些更“宏大”的事件，既避免了传统研究视角过于
宏观而忽视细节的弊端，也避免了过于注重微观而带来的史学“碎片化”危险。3、本书借鉴了“新
叙事史”的写作方式。历史学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如其所是”地描述历史，而历史本身却不是按照一
个特定的“问题”发展的，一个事件往往是各种因素交缠萦绕、互相作用的结果。历史的进程既是参
与历史事件的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是把这些关系尽可能地按照其本来面目
清理出来。因此，本书以叙述为主，间以个人对事件的分析。在写作线索方面，更注意按照事件本身
的发生时间与发展逻辑进行描述。四、学术影响本书列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三联·哈佛燕京
学术丛书”，著名学者周振鹤、桑兵教授为本书写了推荐意见，称其“为将来继起者必须参考”之作
。国内多所大学如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台湾东海大学等均将此书列为有关课程参考书。《读书》、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均发表了专门书评，《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做了推荐。本书中的部
分章节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先后被《中国
社会科学英文版》《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学术前沿》等刊物转载。成果社会反映本书列入美国哈
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著名学者周振鹤、桑兵教授为本书写了推荐意见，
称其“为将来继起者必须参考”之作。《读书》2006年第7期、《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12期（香港中
文大学）均发表了专门书评，《人民日报》2005年5月22日等媒体也做了推荐。本书中结论一部分以《
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家：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4年第4期）译成英文再次刊发。第3章第4节以《地方观念和国
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为题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1期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2期列入“论点摘要”、人大书报复印资料《中国
现代史》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并被全文译为英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德国Springer-Verlag GmbH 合
办的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Vol.1, No.3, （September, 2006）再次发表。成果获奖情况 2005年全国
优秀百篇博士论文提名奖2007年四川省政府颁发四川省第12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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