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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述评
俞 明 雅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近年来,在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和教科书建设成为新课改着力点的双重影响下,清末民初教

科书日益被学界所重视.通过对最近十余年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现有研究以探讨清末民初教科书的本体建

设以及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主要取向,并着重从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视角对清末民初教科书

的历史脉络、编制特点、出版发行、编审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已有研究深化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也

为社会转型期的教科书建设提供了参照资源,但对清末民初易代之际教科书特点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教科书研究;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政治易代

中图分类号:G４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Ｇ８１２９(２０１６)０５Ｇ００６１Ｇ０８

近年来,教科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和教科书建设成为新课

改着力点的双重影响下,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教科书逐渐被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清末民初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政治易代、文化冲突、社会变革、教育革新等等都赋予清末民初这一

时段以特殊的历史意义,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又赋予清末民初教科书以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从这

个意义上说,研究清末民初教科书不仅可以呈现新式教科书诞生之初的历史面貌,还可以揭示易代

之际教科书的发展特点,与此同时,也能够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教科书建设提供一定的

历史参照.基于此,本研究拟对最近十余年有关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考察其研究

现状,找寻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期为当前教科书的建设提供参照资源.

一、研究方法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清末民初”并含

“教科书”为检索词进行初步检索,筛除无关文献后,共检索到相关文献２５６篇(自２００５年１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其中期刊文献１７７篇,硕博论文４０篇,会议论文１１篇,报刊文献２８篇.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分析(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除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１年偶有回落外①,总
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前五年于２００９年达到峰值,最近五年于２０１４年达到峰值.分析其

原因,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文献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形成了代表性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和研究者;２０１１

① ２０１５年文献量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笔者搜集文献时,部分已发表论文还没有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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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间文献量的显著上升与人民教育出版社领衔的“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有密切关联.

图１　最近十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统计

(二)文献内容分析

鉴于清末民初教科书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为了更好地把握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脉络,笔

者在对文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从研究取向、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１ 研究取向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目前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大取向.

一是本体取向.即从教科书自身的建设出发,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脉络和编制策略、编审

制度等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对历史的回访获得参照现实的资源和启示.这一取向的研究以教育学

者尤其是专攻教育史和学科课程的学者为主体.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教育史以及课程研究中缺

乏对教科书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鉴于此,相关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教科书的研究,以期拓展研

究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教科书成为课改的着力点,学界在借鉴国外

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试图向自身的传统寻根,以期从近代教科书的历史发展中汲取智慧,进而

为现实提供参照和借鉴.

二是文化取向.即将教科书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宏阔背景下,探讨教科书与社会、文化、政治

的深层互动.这类研究主要受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的影响.近年来,“各种各样的专史大都将目

光由精英转向民间,注意研究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行为”[１].正是在这种史学观的影响

下,教科书作为一种史料进入近代史研究的视域,并借由教科书去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看,清末民初教科书是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总体而言,这一取向的研究以

近代史研究者为主体,主要是将清末民初教科书作为一种史料或分析资料,去探讨近代中国思想

史、文化史、出版史中的相关问题.此外,石鸥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也大多属于这一研究取向.

２ 研究内容

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相关研究涉及了多个方面的内容,概而言之,主要涉及发展脉

络、编审制度、编制特点、出版发行这四个层面的内容.

(１)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脉络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有研究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勾勒.吴小鸥的研究认为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以引进西方教科书为主的首倡期(１８４０－１８９６),学堂、书坊和官方教

科书大量涌现的递增期(１８９７－１９１１),全新教育宗旨和教育思潮影响的繁盛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２].

曲铁华、于桂霞从教材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民初教育

改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发展阶段,其中白话文教材法定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小学教材由近代



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３].与此相对,有研究则对具体科目教科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刘景超的研

究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经历了从出现到逐步规范再到日趋成熟直到衰落退出的发展过程[４].

李祖祥的研究认为,清末民初的小学思品教科书经历了从灌输封建观念为主的“修身”教科书(１９０４
－１９１１),到体现资产阶级政治观的“修身”教科书(１９１１－１９２３),再到以培养公民素质为主的“公
民”与“社会”教科书(１９２３－１９２７)的历程[５].吴驰则认为清末民初的英语教科书经历了从读写到

听说的转向[６].孙广平的研究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英语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引进英美原版教

科书到引进日本的英语教科书再到自编英语教科书的历程[７].刘斌的研究提出,清末民国时期的

体育教科书经历了兵式体操到现代体育的转变,这其中清末民初的体育教科书经历了兵式体操从

传入到兴起再到消亡的发展历程[８].综上所述,不论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整体发展脉络的梳理,还
是对具体科目教科书演变历程的分析,整体而言,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引进他国教科

书到尝试自编教科书再到稳步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呈现出作为新事物的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发

展演变的历史图景.
(２)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审制度

整体而言,最近十余年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审制度的研究,已经从概述性分析延伸到对教科书

审定制确立的具体过程、审定的操作流程、审定范围等内容的细致梳理.

第一,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形成过程

近年来的研究提出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京师大学堂、总理学务处和学部三

个时期①.其中,京师大学堂不仅实际负责各地所编教科书的审定工作,还颁行了«暂定各学堂应

用书目»,是近代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初创期.总理学务处时期,清政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学务大

臣负责教科书审定”的原则予以明确,并在各省设立学务处,负责本省教科书的审定工作,是近代教

科书审定制发展中的重要环节.１９０５年学部设立后颁布教科书审定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

确立教科书的审查标准,并开始大规模、系统地审定教科书,由此教科书审定制正式确立.

第二,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标志

近年学界对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标志提出了不同看法.王建军认为«奏定学堂章程»的颁

行是近代教科书审定制正式确立的标志[９].而张运君提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教科书审定制的

确立,一是制度层面,要建立审定机构、确定审定人员、拟定审定标准;二是实践层面,要切实履行审

定职责,颁行审定书目[１０].基于此,张运君认为«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只是确立了审定机构和审

定原则,没有制定具体的审定办法和标准,总理学务处审定的教科书也甚少,所以不能以«奏定学堂

章程»的颁布作为审定制确立的标志,而应以«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教科书凡例»和«第一次审

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表»的颁行为标志[１１].

第三,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的形成原因

张运君认为,新式教科书的重要功用(铸造人才、救国、促进教育)、意识形态控制、规范教育内

容、维护教育主权和民族自尊、为教科书国定制做准备是晚清政府审定教科书的重要原因[１２].王

昌善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教科书编审制实则是国家控制的过程,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形成是学部

等支配集团与坊间书局等被支配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１３].朱文镇、岳爱武则认为,民初政府

实行教科书审定制是为了加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是为了适应教科书迅速发展的趋

向[１４].

① 参见张运君京师大学堂与近代教科书的审定[J]历史档案,２００９(１):１１８－１２０;张运君,朱鹰 略论清末总理学务处时期

的教科书审定[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４):１１０Ｇ１１４;张运君 晚清学部与近代教科书的审定[J] 历史档案,２０１１
(１):８４Ｇ９４,１０３



第四,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的历史地位

近年来,学界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的评价日趋客观中肯.大多数学者摒弃了阶级对立的

评价取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这个问题.总体而言,研究者们承认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

在规范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充分肯定了教科书审定制的历史地位.一方

面,指出清末教科书的审定坚持以学术标准为主,使得通过学部审定的绝大部分教科书质量甚高;

另一方面,肯定了教科书审定制在促进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及出版业规范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３)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制特点

不论是对教科书发展脉络的梳理,还是对教科书制度的探讨,最终都以编写出更优质的教科书

为旨归.从这个意义上说,教科书研究的落脚点是促进实践层面的教科书的编写.通过文献的梳

理可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特点的探讨也是最近十余年研究的一个着力点.同时,现有研究也

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首先,从语文、历史等人文社科类教科书延伸到多学科、多门类的教科书.

其一,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团队.比如,上
海师范大学丁炜指导的硕士生群体对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选文标准、编排体系、生字

字量、字种、字类、插图等内容做了系统的分析①.其二,自然科学类教科书逐渐被关注.这其中对

地理教科书的研究增幅最大,现有研究涉及了清末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的编制理念、编写体系、图像

系统、内容结构等内容②;数学教科书的研究以代钦、魏佳等研究者为主体;化学、生物等教科书开

始被关注,谭永平探讨了清末中学博物教科书总的进化论内容[１５]、郭震分析了近代中国化学教科

书的内容特点[１６]、吴成军分析了清末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中实验的特点[１７]、赵志军则梳理了清末

民国时期高中生物教科书中栏目设置的变迁历程[１８]、尹静对清末初等化学教科书的概念构成和特

征进行了研究[１９],等等.其三,女子教科书、乡土教科书等颇具特色的教科书被纳入研究视域,其

中刘景超对女子教科书的分析[４]、李新对乡土教科书的研究[２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前述可知,

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教科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已经从面上观照进入

到学科透视的层面,学科类型的逐渐完备也显示出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史料的整理和挖掘有了明显

的进展.但也必须承认,对清末民初实用技术类教科书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这也是后续研究中值

得关注的领域.

其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特点的分析由宏观叙述到微观深入.

近年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从对编制特点的笼统梳理,发展到对不同学科教科书编制特

点的微观分析.有研究从内容切入,探讨这一时期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取向;有研究从编排设

计切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排体系、插图设计、图像系统、字体字类、栏目设置等进行分析;有研

究则从编制结构和编制理论切入,探究这一时段教科书的编制思想和编写特点.细究这类研究背

后的理路,可以发现其论证逻辑的细微差别.一些是直接从教科书文本入手,通过内容分析法,总

结提炼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的特点;另一些则侧重于从教科书编制的影响因素入手,探讨其和清末

①

②

参见顾炜清末初等小学堂女子国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梁倩倩 清末小学

作文教科书编排体例与内容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史云侠 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生字字量、字种研究

[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韦薇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标准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５;张正晨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插图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朱秀秀 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字类研

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参见代玲玲清末小学地理教科书及其理念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朱楠清末地理教科书发展

及中学堂地理教科书系统结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林培英,饶悦榕 我国清末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内容结

构研究[J]地理教学,２０１４(８):１２Ｇ１５



民初教科书特点的关系,比如吴海涛、吴勇分析了近代教科书编制过程中的研究行为[２１],喻永庆以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为例探讨了教育期刊对教科书的影响[２２],陈一丁分析了课程理论对

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影响[２３].

(４)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出版发行

这类研究实则是将教科书作为出版史的个案,通过研究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变迁来梳理清末民

初时期的出版史.具体而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科书出版情况的整体研究

刘桂芳、洪港从版权立法的角度切入,梳理了清末民初时期在教科书版权制度化建设方面所做

的努力[２４].洪港、王莉则将教科书出版置于清末民初政治变革的背景下,考察不同政权在教科书

中塑造的强势话语以及民营出版业对政治管控的应对措施[２５].张雪峰从清末教科书出版活动的

影响入手,分析了清末教科书出版业在推进近代教育事业和推动民营出版业迅速崛起中的历史作

用[２６].还有研究从行业竞争的角度讨论了近代教科书出版业的发展情况,其中,余望借用博弈论

中的“智猪博弈”和“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中华书局的崛起和近代民营书局之间的教科书价格大

战[２７];吴永贵则以中华书局为个案分析了民营书局出版竞争在促进教科书质量改善、编写创新、价

格下降、印装进步、服务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２８].

第二,出版机构的研究

近年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出版机构的研究侧重于民营书局.清末教科书的出版集中于以“资

本运作、内容取胜”的商务印书馆、“版权保护先行者”文明书局以及“白话文教科书先驱”彪蒙书

室[２９].民初教科书出版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现有研究主要从历史贡

献、现实借鉴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此外,李新研究了国学保存会与乡土教材的编纂出版[３０];丁西

省论及了益智书会这一清末民初具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３１];付雷梳理了晚清中小学生物教科书的

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以传教士为主的出版机构、清政府官办出版机构以及民间出版机构[３２];刘常华

论及了清末学部编译图书局在教科书出版中征收印花税的失败尝试[３３].由前述可知,现有研究对

清末民初大型民营出版机构做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相对而言,对清末民初的官方出版机构(包括

学部、各省的官方译书局)以及小型民营出版机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第三,重要人物的研究

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出版中的相关人物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外国传教士,崔华

杰、王磊探讨了益智书会的主要人物———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科书的编写[３４];二是留学生,吴小

鸥、石鸥探讨了晚清留日学生和民初欧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３５Ｇ３６];三是传统士大夫,

李斌论及了清末古文家与国文教科书的编写[３７];四是人物群体,林建平研究了浙江教育家在近代

教科书出版中的重要作用[３８],吴海涛论及了无锡华氏家族对近代教科书的贡献[３９].

３ 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确定了分析、解释问题的切入点和立足点.最近十余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清

末民初教科书展开分析.

(１)从教科书编制理论的视角分析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从技术层面观照教科书的编制特点和编制实践,是教科书研究的传统范式.现有对清末民初

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呈现方式、编排设计的探讨都是基于这一视角而展开的.这类研究的落脚点主

要是以史为鉴,即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回访,为当前教科书的建设寻求方法与途径.

(２)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内嵌的权力关系

社会学取向的教科书研究滥觞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根源于对工艺化课程开发范式的反思,是



课程研究范式从“开发”走向“理解”在教科书研究中的自然延伸,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起国内课程

研究界的关注.近年来,从社会学视角审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日益增多,比如对清末民初国文

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分析、对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形成中各种权力博弈的分析,等等.

(３)从历史学的视角勾勒教科书的发展脉络,探究清末民初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

究也拓展到文化史、思想史、出版史、社会史等不同领域.这其中,毕苑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探求清

末民初教科书与近代文化转型、学术变迁之间的关系[４０],刘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历史教科书与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民族历史定位[４１],朱贞从晚清教科书切入,探讨经学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

中的地位[４２]等可堪这类研究的代表.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最近十余年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内容由浅入深、由笼统到细化、由宏

观叙述到微观深入;研究取向以探讨教科书的本体建设和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主;研究

视角从单一到多元,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日益增多;研究群体逐渐扩大,形成专业研究团队;等等.这

些努力不仅深化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也为当前教科书的建设提供了参照资源.但是现有研

究对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教科书特点的分析和阐释仍然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一)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自身境遇和心态是否会带入教科书的编制之中? 如何体现?

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文本,但不可否认,教科书编者个人的因素或多或少会渗透进

教科书文本中①,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教科书编者个人取向的影响.

“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移易,都伴随着众多故国遗民的衍生”[４３],清末民初易代之际也不例外.但

是清末民初政治易代的特殊背景,使得处于这一易代之际的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特质

都有别于历代遗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对“前朝”的感怀、对“新政”

的观望、对自身处境的担忧等等都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话语表达方式.那这种特殊的“遗民心

态”会不会成为教科书文本书写背后的一股潜流,它又是如何渗透进教科书文本之中的,这些问题

可能都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

(二)易代之际的历史延续性是不可避免的,其在教科书中是如何呈现的?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变革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即使发生政治革命、出现政权更

替,也无法割裂文化和社会的延续性.这可能就会导致易代之际的文化定位产生一种“交织的错

乱”,也就是说易代之际文化内部会产生交织和错乱,尤其是主导文化和残余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分

裂.一方面,政权的更替会导致主导文化的变化,比如民国之初社会主导文化从皇权到共和;另一

方面,残余文化仍然继续存在并被体验和践行,比如民初的复古思潮.社会层面的文化错乱会不会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教科书的文化定位呢②? 此外,教科书的“写法”也有其延续性,也就是说,教科书

的历史编写经验以及教科书编者的惯习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易代之际的教科书的书写?

(三)易代之际的权力博弈在教科书编制、出版过程中如何体现?

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教科书是近年来教科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这类研究就是试图

揭示教科书中内嵌的各种权力关系,比如教科书的话语霸权、意识形态、社会控制等等.这也为探

①

②

吴小鸥曾提出: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社会控制的.具体参见石鸥主编的«教科书评论»P１Ｇ１４.

刘景超曾对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进行研究,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虽然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女性公共

空间,打破了“女子无学”的传统格局,但这一全新的本文形式却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即在女子德才观上仍然追求传统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参见刘景超«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讨易代教科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相比于政治稳定期,易代之际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更为动荡,

其间各种势力、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也更为激烈,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教科书会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这种权力博弈的影响.比如清末学部教科书一出版即遭各界著论攻之,其中江梦梅从编辑群

体的角度批评学部教科书,指责学部教科书“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不知教育为何物,持笔乱改,每

有原稿尚佳,一经校勘反不适用者矣”[４４].事实上,清学部教科书是否真如上述那般不堪,仍是个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近年,王昌善对清学部校勘者的身份进行了考证,其结果表明江梦梅所说

“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的论断有失偏颇①.既然考据结果表明,清学部的教科书校勘者并不如江

梦梅所说那般不堪,那么,江氏如此批评学部教科书的背后可能有着更深的意蕴,即试图通过攻击

学部教科书,瓦解其在国人心中的权威性,进而否定教科书“国定制”的合理性.换言之,清末民初

对学部教科书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民营书局与官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转型期,清末民初的新式教科书作为近代社会

的重要文化载体,不仅深刻地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塑造,其发展演变本身也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

变革.所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特点的分析不仅是研究易代教科书的重要样本,也是探讨易代政

治、遗民心态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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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ResearchesontheTextbookin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

YU Mingya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historiographicalstudyhasbeenconfinedtocovercommonknowledge
andideas．Meanwhile,theconstructionoftextbookhasbecomethekeypointofeducationreform．
Undertheinfluenceofthesetwofactors,theresearchonthetextbookofthelateQingDynastyand
theearlyRepublicofChinahasbecomeanewresearchfocus．Thisarticleanalysesdocumentsabout
thetextbook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from２００５to２０１５,withthe
mainorientationoftextbookconstructionaswellasthesocialandculturalinteractionoftextbook．
Specifically,itfocusesonthehistoricalfacts,characteristics,publishingandeditingsystemofthe
textbookbetwee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TheexistingresearchesproＧ
videdthereferencesforthetextbookconstructionofsocietytransformationperiod．However,theaＧ
nalysisofthecharacteristicsoftextbook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
needstobestrengthened．
Keywords:textbook;lateQingDynastyandearlyRepublicofChina;Chinesemoder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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