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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早期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

吴淞南

君主立宪思想与自由民主之观念是不可分的
。

明末清初思家黄宗羲
、

顾炎武激烈深刻地

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
,

主张限制君权
,

加强学校及社会舆论的作用
。

此可谓初期的出生于中

国本土的民主思想
。

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中国落脚和发展
,

是近代中国一再蒙辱换割的过程

中
,

几代先进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并谨慎借鉴的结果
。

鸦战前后的林则徐
、

魏源等
“

地主阶

级改革派
” ,

虽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主张向西方学习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

但其政

治思想仍未脱离封建正统思想
。

稍后的冯桂芬
,

虽被今人称谓划派不一
,

其思想却明显带有

民主倾向
。

在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化过程中
,

向前迈出了关键的质的一步
。

冯氏之民主思想

倾向集中体现于其不朽之作 (校那庐抗议》 中
,

冯 氏不但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统治
,

要求

变革
,

主张全面学习西方
。

在
“

师夷 长技 以制夷
”

的基础上
,

提出了实际上是以
“

中学为

体
,

西学为用
”

的以后几十年内
,

多数中国人得 以奉行的战略思想 ;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冯氏
“

君民不隔
”

的政治主张
,

显然带有民主特征
。

这一观念的提出
,

本身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

的批判和否定
,

冯 氏主张
”

君民不隔
” ,

沟通上下之情
,

尊重人民的意见
,

并且在选举京官

或地方官时
,

采用人民
“

公举
”

及官绅
“

公举
” , “

以得举多少存先后
” ①择取开缺用之

。

由

此可见
,

不论冯 氏主张
“

君民不隔
”

到何种程度
,

毕竟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

在此之前
,

不仅无有
“

君民不隔不如夷
”

的想法
,

更无
“

公举
”

的用人选官思想
,

其民主色彩显而易

见
。

冯氏主张学习西方的
“

船坚炮利
” ,

发展轮船交通事业
,

创设外国语言学校
,

培养人才
,

兴办近代工业
。

这些均属随后的洋务派所全力实践的主要内容
。

冯氏又提出带有民主色彩的
“

君民不隔
”

思想
,

否定八股取士的传统政策
,

以
“

解经
” “

策论
” “

古学
”

三场考试取而代

之②
,

并主张奖励那些精通
“

奇技淫巧
”

之士
,

给予
“

进士
” “

举人
”

等功名
,

让其参与 国

家管理
。

这些均无疑是其同时代人不敢想象的
,

却是后来的改革者— 维新派所力行实倡的

内容之一
。

因而
,

冯氏被资产阶级维新派视为其
“

先导
” ,

实不愧然
。

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要求的君主立宪思想是由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并逐步加以

发展的
。

在早期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中
,

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先进

分子
。

其主张
、

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名作 《张园文录外编 》 中
。

该书是他在 1 874 年左右至

1 8 8 2 年间在 (循环 日报》 上发表的变法议论的汇编
。

早期维新派反对并主张废除列强对中

国的特权 ; 主张商民自办企业
,

反对洋务派的官办政策
,

充分体现了正在成长中的民族资产

阶级的要求
。

而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强
,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

早期维新派更

提 出了政治民主的要求了
。

明确提 出君主立宪且最早最完备者当是王韬
。

王韬在中法战争

前
,

即在 《搜园文录外编》 中
,

明确指出
,

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
,

并不是洋务派标榜的
“

坚

舰利兵
” , “

练兵士
、

整边防
,

讲火器
,

制舟舰
, ”

只是
“

其外焉者也
,

所谓末也
。

至内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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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
,

所谓本也
。 ” ③而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

,

不是一官一职的修修补补
,

而

是废除君主专制制度
,

以君主立宪代之
。

王韬热情赞美议会制度使得泰西各国
“

财用充足
,

兵力雄强
” “

军民一心
” , “

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 ; 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 ; 常则尽迁经营之

力 ; 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
” 。
④ 王韬认为

“

泰西之立 国有三
:

一 日君主之国
,

一日 民主之国
,

一日君民共主之国
。 ” “

惟君民共治
,

上下相通
,

民隐得以上达
,

君惠亦得以下逮
” ,

即君主

立宪为最好的立国根本⑤ 。

这种主张影响着同时代的知识份子
,

迄至在二译
一

世纪初社会思潮

中尚有许多共鸣者
。

中法战争前的早期维新派
,

与王韬同时代者尚有 《筹洋当议》 的作者薛

福成 ; <适可斋记言》 的作者马建忠等
。

他们均提 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
,

对资本主

义的议会政治
、

君主立宪政体
,

要么是根木不提
,

要么是一触即返
。

中法战争
,

中国
“

不败而败
”

的结局
,

向世界展示了清政府的腐朽之至
。

自此
,

列强 偿

到了一再欺侮强凌中国的甜头 ; 而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不仅对洋务派的
“

求富
” “

求强
”

的洋

务运动进行怀致批判
,

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
,

更加认识到
,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

于政治改革
,

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是中国的祸根
,

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

潮
。

康有为在 18 8 8 年的 《上清帝第一书》 中亦约略表示 了民主的思想
,

虽未正式提出议会

制度
,

但已提出
“

通下情
” ,

设立
“

训议之官
”

的主张
,

已略见议员的性质
。

1 8 9 0 年汤震的

《危言》 出版
,

内有 《议院》 一篇
,

提 出议院的要求 ; 陈虫L的 《治平通议》
、

宋街的 (卑议》
,

宋育仁的 《时务论》 等
,

均提出了设议院
,

通下情的主张
,

但仅此而 已
,

他们仅将议会作为

皇帝的谙询机构
。

所选议员也多是现任官吏
。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他们那里已变了形状
。

对

于王韬数年前的呼声可谓是退 了一步
。

但何启
、

胡礼垣
、

陈炽及郑观应等却把议院的主张更

加完备
,

而将议会看作是权力机构一一拥有否决国君 旨意的权力
,

且在选取议员时也体现了

较多 自由民主的色彩
。

(新政真诊 》 为何启与胡礼垣在 8J 87 年 19 0 0 年间先后发表的政论立章的汇编
。

将王韬

的议会政治作
一

f 更为具体的阐述
,

对各级议员的选拔
,

议院的设立
,

权限等均作了详尽的叙

述
:

县
、

府
、

省各设议员六十名
, “

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
,

公举者平民
、

主之
。 ” “

府议

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
,

公举者秀才主之
。 ” “

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
,

公举者举人主之
。 ”

“

公举法
:

凡男子二十岁以上
,

除暗
、

哑
、

盲
、

聋 以及残疾者外
,

具有能读书明理者
,

则予

公举之权
” 。 “

官有所欲为
,

则谋之于议员
,

议员有所欲为
,

亦谋之于官
” “

若事有不能衷于

一思者
,

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
,

而以人多者为是
,

一
· ·

… 推之凡军国大政
,

其

权虽出于君上
,

而度支转晌
,

其议先询诸庶 民
,

是真为政者矣
” ⑥

。

中央 的国会
,

即以各省

议员为议员
, “

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有都会
,

开院议事
,

以宰辅为 主席 ; 议毕
,

… … 记明画

押公奏
,

主上御笔书名
,

以 为奉行之据
,

如有未洽
,

则再议再奏
,

务期尽善而止
。 ”

⑦可见
,

其所建议的议院
,

已是一个权力机构
。

无论是国君
,

或是府县
,

没有议院的同意
,

政令则无

法推行
。

显然
,

此处议院已其有否决之权
。

值得注意的是
,

名到户部郎中
,

.

军机处章京的陈

炽
,

在其所著的 (庸书) 中
,

也表达了与何
、

胡二人同样的思想
,

说明甲午战后
,

维新思想

得以广泛传播
,

具有维新思想
,

主张议会政治的人愈来愈多
,

同时在封建官僚中持此主张者

自此渐多
。

以办洋务闻名的郑观应 1 8 9 3 年出版 了其深震后世的名作 (盛世危言》
,

更是对此间设议

院
、

实行君主立宪主张的全面系统概括
。

再次指出设议院可
“

合众志以成城
,

制治固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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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 “

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
,

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
” ,

各国议院稍有不同
, “

大约不离乎分上

下院者
” 。 “

遇有国事
,

先令下院议定
,

达之上院
,

上院议定
,

奏闻国君
,

以决从违
。 “

郑氏

对议院之功推崇倍至
, “

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
,

而后君相 臣民之气通
,

… … 故 自有议院
,

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

跋慢之臣无所擅其权
,

大小官司无所御其责
,

草野小民无所积其

怨
。 ”

议院事变法之根本也
。

英国以墓尔三岛
, “

议院兴而 民会志合
” “

卓然为欧西首图者
” ,

我地域
,

人 口 岂止数倍于英
, “

果能没立议院
,

联络众情
”

何愁无敌于天下 ? 郑氏之对于议

员之选取
,

也与何启
、

胡礼垣
、

陈炽等的设想大同小异
,

以公举之
。 “

而举主非人本籍至十

年以后
,

及年届三十
,

并有财产身家
,

善读书众名望者
,

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
” 。

郑氏急呼
:

“

故欲行公法
,

莫要于张国势 ; 欲张国势
,

莫要于得民心 ; 欲得民心
,

莫要于通下情 ; 欲通

下情
,

莫要于设议院
, ”

强烈要求设立议院以张国势
,

郑氏自谓曾研读万国史鉴
,

考究其得

失盛衰
,

穷探其故
。

认为君主之国权偏于
_

匕 民主者权偏于下
,

君民共主权得其平
。 “

此制

既立
,

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
。 ”

君 民共主
,

即是君主立宪为世间最佳且实行最多之政体
, “

普

天之下十居其六
” ,

英国虽弹丸之地
,

虽女主当国
,

由于实行群主立宪
,

议会政治
,

已是头

号强国
, “

比平得人土地 已二十倍其本国
” ,

日本行之
, “

亦勃然兴起
,

步趋西国
,

陵侮中

朝
” 、 “

议院之明验大验有如此者
” 。

我中国为何本末倒置而不实行君民共主之制呢 ?⑧

以
_

L简略地追述君主立宪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到十九世纪

末
,

早期具有维新思想的先进分子已将君主立宪思想发展到近代中国的最高水平
。

因为不论

是稍后的康梁在戊戍变法中
“

欲行欲止
”

的立宪改革
,

或者是二十世纪初立宪党人的
“

徒费

口舌
”

的立宪运动
,

均未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更为完整的更为科学的理论探索
,

也无有真正

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实现
,

民国期间
,

各派政治势力所梦想的所谓议会政治
、

政党政治均

在动荡
、

战乱及强权专制中成为泡影
。

因此
,

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逐步建立起的一整套较

为合理
、

完善
、

进步的立宪政体
,

近代中国人在学习并借鉴当中
,

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其高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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