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公 车 上 书 》 百 年 祭

何振东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 1 8 9 5 年 5 月 2 日这

一天
,

同时发生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件大事
:

一是清政府批准了丧权 辱国的 《马关条约 》 ;

二是以康
、

梁为首的《公车上书分轰动了京华

满城
。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
,

却深寓着一定的历

史必然
。

因为有民族危机就会有民族觉醒
; 有

屈从投降就会有英勇抗敌
;
有因循 保守就会

有维新变革
。

若说《马关条约 》为清政府走向

衰亡敲起了丧钟
,

那么
,

《公车上书 》就为中国

维新变法吹起了号角
。

民族危机可说是推动

维新变法 的外因
,

而民族觉醒也可说是近代

中国由弱变强的内因
。

《马关条约 》和 《公车上

书 》这两桩历史事件都并非突然发生的
,

它们

都具有现实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根源
。

1 8 4 。 年的鸦片战争
,

英国侵略军的大炮

轰开 了满清
“

天朝
”
的封闭大 门

,

并签订 了中

国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
。

清政府在经

历太平天 国革命打击以 后
,

国力衰弱
,

西方列

强乘虚而 入
。

如 1 8 6 4 年在沙俄的威胁下
,

签

订 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
,

被割去了共计

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相 当于 4 个江苏

省的面积 )
。

1 8 8 4一 1 8 8 5 年
.

爆发 了中法 战

争
,

战争最后以中国方面
“

不败而败
”

而结束
,

签订了不平等的《 中法新约 》
。

在蒙受国耻的

刺激下
,

中国涌现了一批主张维新改 良的思

想家
。

其代表人物如郑观应
,

他著有《盛世危

言 》
,

提 出了
“

商战
”

的 口号
,

继而薛福成也倡
“

商政
”

一说
。

郑观应等人的维新思想除了在

经济领域外
,

在变革政 治制 度方面也有所倡

导
。

他们大胆提出中国应设立西方式的议院

民主制度
,

认为议院制是变革封建专制的唯

一措施
。 “

故 自有议院
,

而 昏暴之君无所施其

虐
; 跋息之臣

,

无所擅其权
;
大小官员无所卸

其 责
” 。 “

议院兴而民志合
,

民气强耳
。 ’ ,

①随

后
,

汤震
、

马建忠
、

何启等人还主张将西方议

会制与清王朝的官制结合起来
。

种种变革思

想虽然未 曾形成社会思潮
,

但开创了知识分

子议政的新风 尚
。

清政府中的守旧顽固势力

与维新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

并尽力加以排斥
。

甚至连兴筑铁路这种明显利国利民的实事
,

也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

在 1 8 9 4年中 日甲午战

争中
,

清廷在海战和陆战诸方面均遭惨败
。

1 8 9 5 年初
,

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 日谈判
,

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
。

消息传来
.

群

情愤慨
。

康有为挺身而出
.

发出了震聋发联的

呐喊
-

一 《公车上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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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公车上书 》中较全面系统地表

述了他维新变法的思想
。

其主要 内容可归纳

如下
:

甲
,

在军事方面的应敌之谋
。

一
、

拒和议
,

迁都作战
,

反对 割让 台湾
。

二
、

皇帝下罪 已诏以
“

鼓天之气
” 。

三
、

练兵
。

乙
,

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立国 自强之策
。

康有为申述了实施变法的必要性
。

变法

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

一
、

富民之法
。

其中包括钞法
、

铁路
、

机器

轮舟
、

开矿
、

铸银元和邮政六种
。

实行这六种
,

则可以
“

国不患贫
” 。

二
、

养民之法
。

国以民为本
。

不养 民则
“

自拔其本
” 。

此法包括务农
、

劝工
、

惠商和恤

穷四法
。

三
、

教士之法
:

改革科举 内容
。

各省
、

州
、

县广泛办学校
,

设图书馆
,

办报馆
。

但又主张

尊崇孔子
,

甚至主张到外国去宣传孔子学说
。

丙
,

改革官制
。

一
、

改旧方面
:

主张废除与合并一些无用

的机关
。

二
、

设新方面
:

主张
“

准百僚奏事
,

以开言

路
” 。

并建议各省士 民公举人材
。

作
“

议郎
”
为

皇帝顾问
, “

准其随时请对
,

上驳诏书
,

下达民

词
” 。

国家内外大政由他们会议
,

多数通过后
,

交各部执行
。

要重视外交
,

主张派宗室大臣到

各国游历学习
,

以改进朝廷中那些顽固保守

官员操纵外文事务的局面
。

最后
,

期望皇帝能够英明果断
,

不受左右

动摇
。

康有为在历次
“

上书
”

时
,

都是以挽救民

族 危机为哺矢的
,

因此在他
“

上书
”

的内容中

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
。

如在 18 8 8年
,

他第一

次 上清帝书时
,

就深感
“

外患 日逼
”

的严峻形

势
,

在书中指 出
:

. `

方今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

京
。

法规越南于南以取滇粤
。

英启滇藏于西
。

日伺高丽于东 四邻 皆强
,

乱聚而谋
,

我危逼

极 矣
” 。

1 8 8 9 年
,

康有为上书曾纪泽时
,

又忧

心如焚地陈言
: “

… …国势 日弱
.

患 日深矣
,

其

去危亡也几希 ! ” 1 8 9 5 年 3 月
,

当《马关条约 》

订约之 时
,

康有 为又 愤称
: “

有觑面 目
,

安能

与共 此大 宇
’ ,

②
。 “

爱国— 应敌— 变法

— 立国
”

可说是构成 《公车上书 》的理论框

架和思维逻辑
。

对维新派来说
,

爱国精神是他

们维新活动的重要
“

能源
” 。

维新活动又是他

们爱国精神一种行为体现
。

爱国之情与维新

之理
,

一旦在人们的心灵中交汇
,

就能呈现出

新的境界
、

新的智慧和新的力量
。

《公车上书 》的功能和意 义
,

大致可归纳

如下
:

一
、

它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

觉醒
。

在《公车上书 》前二
、

三十年间
,

中国也

陆续 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
,

但均未能形成

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
。

而有 1 3 00 多名举

人签名的《公车上书》
,

虽未上达
,

却在民间抄

誊广泛流传
,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

连康有

为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
: “

思开风气
,

开知识
,

非合群不可
。 ”

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

新观念
,

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
。

二
、

《公车上书 》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

端
。

1 8 9 5 年底
,

康有为成进士后
,

清廷授工部

主事
,

但未到署
,

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

京组织
“

强学会
” ,

并出版了《中外纪闻 》
,

遍送

士夫贵人
,

使之
“

渐知新法之益
” 。

不少大臣如

翁同和
、

张之洞
、

刘坤 一等均对该报捐款 赞

助
,

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
。

三
、

它

对 1 8 9 8 年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

康有为在 1 8 9 5 年前后
,

共计七次上清帝 书
,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
,

未能及时全数上达
。

只有

1 8 9 5年 5 月的《上清帝第三书 》递到 了光绪

手里 (此书 内容与 《公车上书 》雷同 )
。

光绪帝

阅后非常重视
,

命令将此书誊抄
,

分送慈禧太

后
、

军机处和各省督抚
。

维新派要进行 自上而

下的维新变法活动
,

唯赖于皇帝下诏令来推

行
。

而皇帝要
“

明定国是
”

下诏变法
,

也 只得将

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 (维新派 )充当自己的近

臣和助手
。

可见得
,

戊戍变法是在光绪帝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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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结成精神上 的同盟中进行的
。 “
百 日维

新
”
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

径来掌握实权
,

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
。

而不能

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

用公

应该指出
,

康有为的政 治思想中始终存

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
,

就是抱住封建传统不

放 (忠君就是爱国
,

爱国必须忠君 )
。

并从而派

生出许多错误言行
。

如他认为清王朝统治是
“

古今至仁之政
” 。

西太后与荣禄等虽是
“

危如

朝露
” ,

而圣仁的光绪帝却是
“

春秋鼎盛
” 。

康

有为在 《公车上书 》中提到只要皇帝下一个罪

已诏
,

就能
“

鼓天下之气
” 。

同时又强调
“

自古

非常之事
,

必待有为之君
” 。

他又认为
: “

去千

年之弊政
,

非皇上 圣裁
,

岂能若此 之 刚断

乎 ? ’ ,③事实证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中
,

只
“

圣

裁
”
了一百零三天

,

就被软禁在派台
,

至死无

法
“

刚断
” 。

康有为在
“

戊戌变法
”

失败后
,

思想

更趋倒退
。

他认为
“
圣主用专制之权变法

” ,

乃

是救中国
“

最适时之灵药
” 。

凡主张自由
、

民

主
、

共和都不过是
“

奇谬大愚
”

的
“
亡国绝种之

言
” ④

。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后
,

在 国外多处

建立保皇组织
,

并以保皇派首领自居
。

扬言只

要光绪帝健在
,

革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⑤
。

甚

至唱起了保皇歌
: “

皇上之不复位兮 ! 中国必

亡
,

皇上之复位兮 ! 大地莫强
。

同志洒血而愤

起兮 ! 誓光我皇
’ ,

⑥
。

曾经风靡一事的维新主

帅
,

却演变成一个保皇小丑
,

出现了戏剧性的

演变
。

① 郑观应
: 《议院》

。

② 康有为
: 《中日和 约书后 》

。

③ 《康有为自编年谱 》 ,

第 14 7 页
。

④ 康有为
: 《与同学梁启超等印度亡 国由于 各省 自立

书 》
。

⑤ 康有为
: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

行革命书》
。

⑧ 《延香老屋诗集 》 , 《诵救圣之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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