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討會的重心 

一般來說，研究這段歷史，無非是三種模式：其一，以當時的歷史史實為重心，去偽

存真，補充新的史料；其二，用新的思想架構或理論范式重新分析、解讀；其三，以較為

廣闊的視野，通過發掘、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遺產”，觀察事變之後所引發的中國新的

歷史格局和走向，而且此一格局和走向始終是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直至今日。 

在辛亥革命 100周年之際，中國大陸和臺灣關於辛亥革命和建立共和的研究，基本屬

於第一和第二種模式。所不同的是：臺灣方面更強調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統治，建立

了共和體制中華民國，側重點是紀念中華民國成立 100周年。目前，臺灣方面彙聚重量級

學者在編寫《中華民國發展史》，試圖建立“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而大陸方面

則淡化建國意義，仍舊主張重點紀念孫中山先生並反省其資產階級革命、民族獨立（國際

關係）和現代化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 

本次研討會則選擇第三種模式，在超越意識形態、學科和兩岸分治格局，以大歷史和

國際視角探討“辛亥革命”和“建立共和”開啟了中國的歷史轉型過程，以及直至百年後

的今天這個歷史轉型還沒有完結的深刻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