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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文俊：男，1983 年 1 月生，山西繁峙人，先後獲山西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南京大學歷史

學博士，現為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華民國史和區域社會史。在 2009 年

至 2011 年期間，赴南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先後主持並參與國家級或省部級科

研項目 8 項，在《史學月刊》、《抗日戰爭研究》、《民國研究》和《歷史教學》等核心期刊發表

文章 10 餘篇，參編著作 3 部。論著《辛亥革命與山西軍紳秩序構建》獲 2011 年度山西省「百

部（篇）工程」三等獎。

提    要

辛亥革命後中國面臨最大問題是舊制已倒、新制未立，國家權力斷層，社會進入新舊交替

的急劇轉型期。這一轉型期最突出問題是社會和政治嚴重失序和失範，導致中國政治呈現不確

定性。因此，新秩序構建成為當時中央與地方、中國社會各階層不得不面對與關注的迫切難題。

當全國大多數社會精英都捲入政治秩序構建的漩渦中時，山西閻錫山與士紳合作建構了一種穩

定且有序的軍紳秩序。他以獨特的思想理念治晉，同時又在政局變幻莫測與軍閥連年混戰中，

以「軍主紳輔」、「以不變應萬變」與「督撫式的革命」保持了山西在大失序環境中的有序，進

而對中國的政治出路進行了深入思考與積極探索，從而在全國創造了具有另類特徵的「山西模

式」，即政制轉型中山西一直由閻錫山控制的一種穩定且準獨立的軍紳秩序。這一模式不僅維繫

了他在民國的的政治不倒、山西「動態中的靜態」以及以用民政治為核心的社會控制，而且也

凸現了閻錫山在歷史演進中的社會角色，他是一個新結構中的舊人物、舊人物中的趨新者，以

及「革命」潮流下社會改良主義者的典型。通過對山西模式起落興衰的透視，可重新審視中國

近代社會轉型中「武力造國」的利弊得失，略窺在「君治」向「民治」轉型過程中君治與民治

之間的博弈，及改良、革命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