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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内容概要

本书利用大量史料尤其是报纸杂志，第一次全面、系统、详尽、真实地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
；朝野活动场面不断切换，人物情景经常交替，动态地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观点鲜明，提出许多创造性的独到的新见解；史论结合，论证严密。评价冷静理性客观公允。史料
扎实，广征博引，抉择精细。学风严谨，纠正诸多舛讹。本书不仅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填补了这个
领域的空白；而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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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作者简介

侯宜杰,1938年生，江苏省沛县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评传》。发
表《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段基础》、《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
、《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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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天朝的崩溃还令我崩溃...
2、　　        侯宜杰口述袁世凯与民国人物
　　              许知远 李翔 谭旭峰
　　    2010-12-13 10:44
　　    侯宜杰今年72岁，满头白发，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平和而谦逊。与他历史研究生涯相伴的，
虽不算著作等身，但22年一直在不断修订完善的《袁世凯传》和立宪运动研究，已使他成为同领域里
最权威的史家。 
　　《袁世凯传》第一版1 9 8 2年出版，叫《袁世凯一生》，作为那时不多的研究袁世凯的专著，书
里活泼生动的语言，翔实的史料，都很吸引读者。后来几次增修，书名也改了。著名史家唐德刚在一
篇文章里评论道：“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
征引详博，足见功力。” 
　　侯宜杰的另一专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
上写成的。他曾经花了六年的时间，每天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里，翻阅抄录辛亥
革命以前的报刊、档案，此外还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图书。由于资料非常扎实，他对史实的叙述颇为自
信。 
　　我们在一个初冬的傍晚拜访了侯宜杰先生，在他香烟弥漫的小书房里，他把一段段百年前的历史
人物和故事向我们讲出来。以下是侯宜杰自叙。 
　　一 
　　我1938年出生，抗战的时候我很小，唯一的记忆是，有一天我父亲在村中打粮食的场里干活，我
在旁边玩，突 
　　然有几个日本鬼子进了村，拉着我父亲的手看，摸摸有没有拿枪磨出来的老茧，然后就走了。 
　　长大几岁后，就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那时我的家乡江苏沛县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里有
个将领叫吴化文，传说他的军队纪律特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一听说他的队伍要来，吓得
到处跑。我记得有一天不知是怎么传开的，说他的队伍就要到了，村里的大人急忙拉着孩子就往高粱
地里跑，我也跟着大人躲在了高粱地里。过了一阵子见没有事了，大家就回家了。谁知过了不久，又
传开他的队伍要来了，于是大家又跑。这一天跑了三次。后来解放济南时，吴化文起义了。 
　　抗美援朝时我在上小学，那时乡里村里搞宣传就是靠开会，干部没有文化，就把任务交给学校的
老师。老师是邻村的，他写好了一篇宣传抗美援朝的稿子来找我，让我背下来，到乡里召集的群众大
会上去演说，实际上就是背稿子。还看到过镇压反革命，斗地主。 
　　我对历史的兴趣，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我对文科感兴趣，高中毕业时同学叫我报北大，我没报
，报了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因为山大历史系和北大都比较有名，山大有名气的古代史教
授还多，再加上对位于海滨的青岛很向往，就报了山大。 
　　1 9 5 8年，我上了山大，那时“反右”还没结束，入学时还看见辩论呢！吃着饭在食堂里就辩论
起来，都是学生，不过那时“反右”已经接近尾声了。 
　　入大学正赶上“ 大跃进” 、“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我们历史系参加大炼钢铁，山大有
好几个钢炉，炼出来的铁都没用。除了大炼钢铁，只开两门课，中国历史课强调“厚今薄古”，从近
代史讲起，讲完近代史，再讲古代史。那时候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每个老师有自己的讲义，爱怎
么讲就怎么讲，没有要求统一的教材，绝对不像现在这样。 
　　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陈伯达任院长。文革期间，图书馆不开放，书很少，
只能找到什么看什么。那时能看到研究袁世凯的书几乎没有，就看到陈伯达的一本《窃国大盗袁世凯
》，觉得袁世凯这个人可以研究。文革尚未结束，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了，我到山东莱阳一个工厂里
呆了一年。我爱人在山东德州，就要求调到德州。不久陈伯达出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通知
原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回北京办学习班，揭发批判陈伯达。后来林彪出事了，接着又批林， 一直搞
了两年。学习班结束重新分配工作，我因为从山大毕业，爱人和孩子都在山东，1973年就回了山东大
学，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 
　　我开始研究袁世凯，是在1980年初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
袁世凯一生》， 8 2 年出了第一版，84年又做了修订，两版共印了10万多册。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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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导，看见别人的著作中征引了什么书目，我就顺藤摸瓜，借来阅读，再找些新的资料，就这样写
了出来。 
　　历史著作学术性很强，不能胡诌，不能虚构，都写得呆呆板板，枯燥无味。此书出版前一年，看
到一本《袁世凯传》，我极力忍耐着才把它读完。我就想写人物传总是叫读者看下下读者看下去，读
者范围较广，如果连我这个研究袁世凯的都看不下去，一般读者谁去看？于是我写时尽可能地使语言
生动活泼一点，可读性强一点。开始写时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书中有些上纲上线的地方。后来修
改时，我把这些都删去了，只写事实，读者愿意从里面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这样比较客观
。袁世凯的书前后出版了22年，2004年是最后一个版本，叫《袁世凯传》。 
　　二                  
　　袁世凯1881年投入吴长庆统领的庆军，第二年朝鲜发生兵变，朝鲜是清王朝的属国，庆军奉命去
平定，事后仍然留驻朝鲜，袁世凯升为同知，代朝鲜训练新兵。1884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
命吴长庆率一半庆军回国布防，仍留一半在朝鲜，袁世凯是留下的三营负责人之一，并且取得了带兵
实权。同年朝鲜人金玉均等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发动政变。袁世凯坚决主张平乱，并率军打败了日军
。1885年，日本的伊藤博文来中国谈判解决双方在朝鲜的冲突问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不同
意。从那以后，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来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就派他去做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实际上朝鲜的内政外交他都管。当时朝鲜的局面很复杂，本国有一批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主张
朝鲜政府摆脱清朝的统治，实行民族独立，美国、英国都主张朝鲜独立，所以袁世凯的处境非常尴尬
。在他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之前，朝鲜和中国虽然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但朝鲜也就是每年象征
性地拿一点贡品，通过礼部送给朝廷，清政府平时根本不管他们的事。袁世凯去了以后，极力控制朝
鲜的内政外交，和朝鲜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朝鲜政府几次要求撤换他，李鸿章都没有同意。李鸿章
认为袁世凯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提拔他做了道员。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袁世凯回到国内。战争期间，他曾几次上书朝中大臣，建议改变旧军，训练
新军。后来让他去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不是无缘故的，同他在朝鲜练兵的经历很有关系。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抓得很紧，制定了许多章程，纪律极为严酷。训练时，哪个士兵出了问题，
长官也会受到处罚。考试非常严格，一个是答卷，一个是野营，然后和外国军事教官一起进行奖评，
好的就提拔升官，差的要受处分，既严格又公平，简直六亲不认，所以没有人敢抱怨。段祺瑞、冯国
璋等人都是他的嫡系，都很服从他。他也很会笼络人心，有位总兵叫姜桂题，因为甲午战争时旅顺失
守被革职，留军效力，听说新建陆军，跑来见袁世凯，袁世凯让他当了翼长，他也很服气。 
　　袁世凯是主张改革的，曾经给翁同龢上过两次书，都提到改革问题。但他不主张康有为那么激进
的改革，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那一套。1898年戊戌变法时，顽固势力比较大，维新势力比较小，两个
对比，权衡一下，他回到天津后，就把谭嗣同跟他谈的话对荣禄讲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不是由他
告密引起的，但是后来谭嗣同等人被捕和他向荣禄告密有关。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主战，但我认为他不是能干大事的人。他比较刚愎自用，比如，光绪皇帝接
见外国使臣的礼节，连皇帝都同意行握手礼了，他还是坚持跪拜礼，光绪皇帝非常恼火。后来又有人
告状，说他和张荫桓向外国借款时受贿，这个事虽然没有查实，但光绪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清楚。所
以把他免职并不单纯是慈禧为了削弱光绪皇帝的势力。 
　　我觉得百日维新不可能成功，主要是顽固守旧势力比较大。慈禧告诉过光绪皇帝，她不是不主张
变法，她也知道皇帝是好心，为了国家富强，但是你不能搞得太快，不能把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也不
能把老臣都抛弃了，只要年轻的一代。像礼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一起罢官，慈禧接受不了。康有为
这一帮人也有问题，他们想说服袁世凯带七千人马来北京，这现实吗？ 
　　三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把光绪囚禁了。后来她要废掉光绪，但是外国人不支持。另外康有为、梁启
超跑到外国去，受到外国的庇护，她又极为痛恨。1900年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闹起来了，
有人伪造了一个洋人的照会，要慈禧“归政”，把政权交还给光绪。慈禧就丧失了理智，决定同列强
开战。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出逃。袁世凯在山东保护洋教士，同时镇压义和团，保住了山东，八
国联军没有到山东去。慈禧在逃跑的路上，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袁世凯就把各省的饷银几十万两和大
量绸缎、食品派人送给慈禧。李鸿章病逝以后，慈禧就提拔他为直隶总督。 
　　签了《辛丑条约》，国家民族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精英们就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慈禧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光绪，在条约签订前就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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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的小日本打败了专制的大俄国，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也立宪了，专制
的国家就剩下中国，立宪运动顿时高涨。慈禧看到世界大势所趋，国内的舆论激昂，就同意派遣大臣
出洋考察政治，预备立宪了。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训练北洋军队，就变得比较跋扈了，朝中的满族
亲贵甚至认为他野心很大。慈禧也看出了，惟恐他做出什么事，就把他调离北洋，同时任命他和张之
洞为军机大臣，让他们相互牵制。 
　　载泽算一个开明人物，他赞成立宪，在确定是否立宪的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很多人破坏
，他单独上书，驳斥谣言，使立宪确定下来。后来他管财政，国库空虚可能也让他想改革。1907年制
定的《报律》，一开始规定送审制，民政部都受不了，那么多报纸，要派很多人去审查，审查后出了
错就成了民政部自己的责任，后来就改了。《报律》除了规定冒犯皇帝、推翻君主立宪政体、妨害治
安、败坏风俗和外交、军事秘密等不能登载外，其他问题都可以批评。那时候言论自由度很大，奕劻
是军机大臣领袖，后来任内阁总理大臣，算政府的头，报纸都点名批评。国会请愿代表见他，他不接
见，《国民公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质问他是不是真心赞成速开国会，要不赞成就直接说，别欺骗
人，写的很尖刻，结果奕劻就表态了。 
　　如果不搞皇族内阁， 不搞铁路国有和湖广铁路借款，辛亥革命绝对不会爆发。因为那时革命运动
正处于低潮，武汉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在1 9 1 1年起义的打算，如果没有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所造成
的契机，就不会有武昌起义，也不会有各省独立。“皇族内阁”刚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就到北京开
会，要推翻它，上书要求不能让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结果被训斥。“铁路国有”本来理论上没有
问题，官办商办都可以，向外国银行借款也可以。但向外国借款，按照资政院章程，必须要经资政院
通过；政府收回商办铁路国有，涉及到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这几省商民的利益，按照谘议局章程
，也要经谘议局通过。而这两件事，“皇族内阁”都擅自决定，是违法的，完全违背立宪原则。加上
四川的商办铁路股款系按亩加捐，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利害，处理不好这件事情，几千万人一呼都
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件事，立宪派反对清政府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强烈，清政府也不用从湖北调军队到
四川镇压，武汉的革命党人就无机可乘，起义就搞不起来。 
　　杨度对政治非常热衷，立宪运动开始时，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在日本时与立宪派、革命派都有接
触。后来孙中山听说他是个人物，据说和他聊了三天三夜，都没有说服他加入革命党，最后他说，将
来你对听你的，我对听我的。后来他和梁启超筹划成立一个立宪团体，梁启超发现他心怀不轨，加上
梁启超手下的得力干将和他谈不拢，就没弄成。杨度自己成立了一个团体，办了刊物，大力鼓吹立宪
，要求召开国会。张之洞与袁世凯听说他回国，叫他到北京，给了他一个官职。1908年清政府宣布立
宪规划后，他就完全站在清政府一边说话了。他对袁世凯比较崇拜，袁世凯罢官后到车站去送行的两
三个人里就有他。皇族内阁成立后，他当了统计局局长。辛亥革命后，他基本上站在袁世凯一边。民
国初期，袁世凯没让他当官，具体原因我没弄清楚，可能是有人说他的坏话，也可能是他自恃很高，
他是帮忙不帮闲的，不甘寂寞的一个人。后来袁世凯才让他当了国史馆副馆长和参政院参政。他研究
帝王学，想做开国元勋，掌握大权。 
　　袁世凯不是通过科举途径上来的，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在晚清历史上再没有像他这样经
历的大人物了。他能一步步取得大权，主要是因为他肯实干，会把握形势，按照清政府的意图去做。 
　　说到对袁世凯总的评价，我认为如果他后来不当皇帝，不搞复辟帝制的话，除了戊戌变法时出卖
维新派，民国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逐渐趋向独裁，大体上都是可以肯定的。他做的事情，
如搞新政，奖励发展工商业，奏请废科举，兴学堂，创办巡警，训练新军，实行地方自治等，都是随
时代潮流前进的。 
　　袁世凯搞帝制，那是他权迷心窍的结果。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都是和他平辈的，给他磕头都不
愿意，哪有可能给他儿子磕头？所以，袁世凯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二儿子、三女儿都不同意，他当
皇帝能当得长吗？时代不同了嘛，更不要说其他人反对了。 
　　无论哪个政治家，都是出于他当时的地位，权衡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和各派势力，还有形势发展的
情况去处理问题，他总得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前途，说的话不会全是真的。袁世凯有自己内在的原
则，当然首先是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地位。现在有一种观点，说袁世凯是以天下为己任，完全肯定
他，我觉得太过了，哪有可能？评价应该实事求是。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
：http://www.eeo.com.cn/bookreview/bjtj/2010/12/13/188772.shtml
3、书早先时候买了，翻读了其中一小部分，早晚得看完，呵。知道这书是受杨小凯先生的“蛊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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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5、主要写立宪中的民间动员，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与荆知任：《中国立宪史》一起阅读！
6、这种蛊惑 越多越好 可惜现在广陵散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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