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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徐小明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管理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

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 。但是 ，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 ，

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 。戊戌维新时期 ，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 ，初步具备了

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 。 ２０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 ，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

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 ———议会君主立宪制 ，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

向民主的第一步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

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 。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

点上 ，两者是一致的 、同质的 ，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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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Observation and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 Xiaoming
（Department o f Politics and A dministration ，H angz hou Normal University ，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１２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dvocacy of
″managing the nation by both the emperor and the people″ that reformists propos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１８７０s and １８８０s ．However ，this advocacy ，due to
lack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a modern constitutional country ，was only an initial form of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modern times ．During and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１８９８ ，the grow th of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as spurred to form the fundamental
contents of bourgeois constitutional state on a preliminary basis ．″Constitutionalists″ new ly
emerging in the early ２０th century proposed an idea of ″national‐constitutional regime″ ，pushing
forward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dual monarchy
to the most advanced form of parliamentary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China摧s democratic politics



also took the first step toward democracy from the feudal autocracy ．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 rom one side ，
reflected the social change in China and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s living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r a
democratic republic ，both systems are one and the same in transforming feudal autocracy into a
capitalist system ． This is why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active role played by the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t that time ．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hought ；historic observation and study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 。中法战

争前后 ，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家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

制度 。到戊戌变法时期 ，维新派主张“兴民权” 、“设议院” ，实行二元君主立宪制 。 ２０世纪初崛起的

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 ，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

态 ———议会君主立宪制 。虽然这种变化是局部的 、缓慢的 ，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

重要的 。

一 、从君民共主到二元君主立宪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 ，魏源 、徐继畬 、梁廷楠 、姚莹

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 ，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 。中法战争后 ，

早期改良派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 。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 ，如郑观应 、郭嵩焘等人因为有更

多的出使西洋或与西方直接接触的机会 ，对西方国家的体察也逐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思考

阶段 ：在赞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同时 ，开始认真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究竟何在 。在屡屡痛切地

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能达到“求富” 、“求强”目的的同时 ，早期改良派进一步认识到了西方文

化 、制度的先进和优越 ，提出了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 。由

此 ，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开始发端 。作为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实行“君民共主”要求第一人的郑观

应认为 ，西洋政体 ，“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 ，有民主之国 ，有君民共主之国 。君主者权偏于上 ，民主者

权偏于下 ，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 ⋯其立法之善 ，思虑之密 ，无逾于此”
［１］３１４

。虽然“民主之国”与

“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 ，但早期改良派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 。薛

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他在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后 ，合乎逻辑地得出最后的结论 ：“夫君民

共主 ，无君主 、民主偏重之弊 ，最为斟酌得中”
［２］６０６

。王韬也有相同的主张 。以郑观应 、薛福成 、王韬

等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

制度 ，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 ，君民不隔 ，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

因 ；而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 ，君民隔阂 ，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

甲午战争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处于起步阶段 ，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

发展十分缓慢 ，处于襁褓中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不可能明目张胆

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同时 ，作为文化承受主体的早期改良派多为科举正途出身 ，长久以来儒学的

浸润已深入骨髓 。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 ，他们在认识和传播西方政体时 ，很自然地会立

足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加以改造 ，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阐释西方政体 。这些因素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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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本质的认识 。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武器 ，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专制皇帝

的权威 ，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 。正是这种时代的局限促使

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似是而非的“上效三代之遗风 ，下仿泰西之良法”
［１］１０３的变法要求 ，形成中国早期

民主思想“内中外西”的思想走向 。早期改良派虽然直觉地把握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外在形

式 ———议院制度 ，却对其精髓 ———自由 、平等 、人权如弃敝屣 。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是以各权力部

门之间的有效制衡为条件的 ，而早期改良派设计的议院 ，与分权制衡的原则几乎没有关系 。他们从

未想到宪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更没有议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问题 。相反 ，他们却规定“凡事

虽有上 、下院议定 ，仍奏其君裁夺”
［１］３１４

，由君权来代替法权 。这种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流于表面的

体认 ，使早期改良派呈现出一种舍本逐末的倾向 。在西方 ，议院是独立的立法和行政监督机构 ，而

早期改良派所设计的议院却只是通上下之情的皇权派出机构 。议院的目的只在改善“无议院则君

民之间 ，势多隔阂”的传统流弊 ，以使“上下相通 ，民隐得以上达 ，君惠得以下逮”
［３］１９

，缓和君民关系

和上下关系 。这种中国式的议院 ，既不受宪法的保护 ，也不是君权的对立物 ，更不是民主政治的代

表 ，它只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罢了 。这也正是当时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内中外西”精神实质的矛盾

体现 。尽管如此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提出实行君民共主制度和开设议院

的思想 ，毕竟是对“中体西用”观的一种挑战 。实际上 ，提出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 ，已

经包含“民主”的成分 。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 ，这种对“中体”的侵犯 ，表明其思想中已

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 ，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 。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其进步

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 ，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

民主制度的真谛 。

甲午战争后 ，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的层次上来理解西方与东方作为政治实体存在

的差异性 ，而不是总以儒教帝国的优越性为前提去理解帝国之外政治实体存在的优劣 。通盘看来 ，

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已不再用离析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方法去苛究所谓“体用之辨” ，也不

再仅仅是把“西方冲击”理解为文化本体之外的“末流”刺激 ，而是把这种撞击体会为对中国传统政

治与文化结构的全面挑战 。这种观念转型超越了那种表现洋务知识群体中早期思想的“边际性” ，

成为戊戌年间政治嬗变的基本前提［４］１２７ １２８
。另一方面 ，甲午战败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 、深层次的巨

大震荡 。中国社会面临着亡国 、亡种和被瓜分的危险 ，民族危机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面对数

千年的文明古国行将崩溃 ，爱国志士无不为之震惊 ，继而是思考 ，寻求一条拯救祖国的光明之路 。

国人在反思战败根源时 ，意识到中国的战败不仅在于军事装备落后及指挥失当 ，更重要的是日本明

治维新后实行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远胜于中国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 。 “大地之中 ，变法而骤强者 ，

惟俄与日也”
［５］５８５

，而“中国败弱之由 ，百弊丛积 ，皆由体制尊隔之故”
［６］２１９

。注入了西方“异质文化”

新鲜血液的日本一举击败了他的“文化母源” ———儒教中国 。历史的偶合居然成为邻邦岛国崛起的

外在魔力 ，这显然是更深一层的刺激［４］１２７
。这种“同质文化”的“模范效应”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

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 ，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 、技艺的“制器为

先”的选择 ，开始从“政体”和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中国的近代化道路 。在此背景下 ，以康

有为 、梁启超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继承 、总结和改造 １９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宪政思

想的基础上 ，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 ，提出了“公羊三世说” 、“三世六别说”和“天赋人权论”等

理论 ，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变革封建专制统治为二元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维新主义政纲 。

资产阶级维新派公开反对和批判君主专制 ，主张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其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

立宪制 。他们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伸民权 、争民主 、开议院 、定宪法”的宪政思想 。

１ ．设议院 ，开国会 。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将设议院 、开国会作为“庶政与国民共之”的第一步 。

在议院问题上 ，维新派的议院设计已基本接近西方议院制的核心 。在枟上清帝第五书枠中 ，康有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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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将“定宪法”与“开国会”相联系 ，表明他们已摆脱仅将议会作为上下通情机构的早期改良思想 ，

将国会的设置作为调整国家权力 、变更国体与政体的重要环节来对待 ，即“定宪法公私之分”
［６］２０７

。

严复指出 ：“设议院与京师 ，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 。是道也 ，欲民之忠爱必有此 ，欲教化之兴

必由此 ，欲地利之尽必由此 ，欲道路之辟 、商务之兴必由此 ，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

此 。”
［７］３２严复把设议院不仅看做是刷新政治的关键 ，而且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民道德进步的

良策 ，与“振君威”的早期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 。较之于早期的“钦命议院” ，这样的议院是一个进

步 。在“百日维新”期间 ，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还向光绪皇帝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 。他们认为 ，中国

由于行专制政体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国安得不弱 ，因此 ，只有效仿日本与西方国家 ，召开国

会 ，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

２ ．开制度局 ，制定宪法 。维新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制定资产阶级宪法的主张 。康有为认为变

法内容涉及很多方面 ，其中“变法之源”在于先“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戊戌维新前夕 ，康有为又在

枟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枠中呼请光绪帝“采万国之良规 ，行宪法之公议”
［６］２５７

，极力要求制

定宪法 。他认为 ，国家没有宪法 ，就如同人没有“心思” ，所以只有“宪章草定” ，才能够“奉行有准 ，然

后变法可成 ，新政有效”
［６］２１６

。可见 ，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的眼中 ，宪法成了实行新政的依据和保

证 ，这体现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 。

３ ．实行“三权分立” 。康有为认为 ，要实行变法维新 ，改革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就应

当仿效西方 ，实行三权分立 。在枟上清帝第六书枠中 ，康有为介绍说 ：“近泰西政论 ，皆言三权 ：有议

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 。三权立 ，然后政体备 。”
［６］２１４此外 ，他还提出了以三权分立为组织

原则的设想 ：“以国会立法 ，以法官司法 ，以政府行政 ，而人主总之 ，立定宪法 ，同受治焉 。”
［６］３３８这种

要君主服从宪法 、又掌握着立法权的议院 ，与早期议院议而无权 、议不立宪的咨询机构在性质上有

本质的区别 ，因而也含有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 、限制君权的性质 。

应当指出的是 ，在戊戌时代 ，由于认识 、阶级和时代的限制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有

许多模糊不清 、互相矛盾之处 ，存在诸多弱点 。要求民权 ，是君主立宪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根本之处 。

但在维新派的二元君主立宪主张里 ，民权的获得只是未来的目标 ，其理论前提是民智未开 ，所以中

国变革必须次第而行 ，“今日民义未讲 ，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
［８］１１０

，倚重君权变法 。在对待封

建国家的态度上 ，他们反对根本的改革 ，不想废除封建的政权机构 ，只想增添新的机构 ，实际上两者

不能并存 。在对待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 ，他们一边积极要求开议院 、立宪法 ，一边仍主张君主

拥有广泛的实际权力 。维新派虽然提倡自由平等 ，却始终没有绕过君权这块大石 ，认为“未有去人

君之权 ，能制其势者也”
［９］６６５

。对君权的迁就 ，实际上已埋下了专制复活的隐忧 。资产阶级维新派

虽然向封建势力作了严重的妥协与让步 ，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提出和实践君主立宪已是历

史的一大进步 。他们主张建立以设议院 、定宪法为核心 ，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 ，把君主

立宪制视为救国的良方 ，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目标和政治纲领 ，其民主政治的思想比早期改良派前

进了一大步 。

二 、从二元君主立宪到议会君主立宪

１９０５年至 １９０８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高峰 ，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觉醒为立宪派的

壮大和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 ，奠定了阶级基础 。而中国国门的进一步敞开 ，新式教育和

留学热潮的兴起 ，以西政为主要内容的西学的广泛传播 ，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知识结构 、思想主张 、政

治态度和价值观念与旧式士代夫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具有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中国近代知

识分子群体的成长 ，构成了立宪派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卢梭的“天赋人权”说 、洛克的权力分立说与

５１１第 ５期 徐小明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密尔的代议政府论使立宪派不仅有了民权主义的思想武器 ，而且也有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武器 。立

宪派从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出发 ，认为国家是由国民集合而成的 ，国家的盛衰与国民的责任心有紧密

的联系 。假如人民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 ，要求国家强大是不可能的 ；责任由权利而生 ，国民没有权

利就不会有自觉的责任心 ；要使国民有权利就要立宪 ，要立宪只能靠国民 。基于这样的理解 ，２０世

纪初在日益高涨的立宪声潮中 ，以杨度 、熊范舆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与国会 ，提

出“国民立宪”的思想主张 。

１９０７年 １月 ，杨度在枟中国新报叙枠中首次提出“立宪之事 ，不可依赖政府 ，而惟侍吾民自任

之”
［１０］８７２的观点 。 枟中国新报枠第九期李庆芳的枟中国国会议枠明确提出 ：“余所主张之立宪 ，非政府

的立宪 ，而国民的立宪也 。”
［１１］１１６与此同时 ，东京出版的宣传立宪的刊物 ，如枟大同报枠 、枟牖报枠等 ，也

相继发表了枟论开国会之利枠 、枟论宪政与国会枠 、枟国民主义枠等文 ，使“国民立宪”一时成为一种带有

激进特点的政治思潮 。国民立宪思想的主要内容为 ：首先 ，立宪派认为“国民立宪”中国民是立宪

的主体 ，应以“国民权利为本位”
［１１］１１６

，“立宪政治非他 ，即国民政治之谓也”
［１０］１０５９

，立宪的“原动力

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
［１０］１０５９

。就此出发 ，他们不仅反对单纯依靠君权立宪 ，也反对依靠现政府

立宪 ，认为“希望君主幡然改图 ，与民更始 ，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
［１０］１０５５

，或“与现政府谋开

国会” ，是“犹之与狐谋皮”
［１１］１２２

。其次 ，立宪派强调要以国会为总揽统治权机关 ，以议会作为国家

权力的中心 ，这正是议会君主立宪制与二元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差别 。立宪派主张以设立民选议院

作为实现国民立宪的途径 ，强调制定宪法的主体是国会 ，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 。 “惟使国民

多数参预政事 ，使之有协定宪法之权 ⋯ ⋯ 宪法乃为有效 。”
［１１］１１７议会的职权有三 ：一是监督政府 。

议会可以随时质问 、诘责以至弹劾任何一个阁员 ，甚至“政府一切之所为 ，吾国民皆得借国会之地位

而过问之”
［１０］８８２

，“此立宪政体晶莹坚粹之特质也”
［１１］６０９

。二是监督财政 。凡政府收支尤其是预算

案非议会议决不得擅自施行 。三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及法律 。议会是独立的立法机构 。 “君主对于

国会 ，只有不裁可所议之事之权 ，绝无强迫以遵命议事之权 。”
［１１］６１１再次 ，立宪派主张政党内阁 ，反

对“皇族内阁” ，认为“君主不担负责任 ，皇族不组织内阁 ，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
［１２］７

。立宪派

所设计的内阁总理不是由皇帝任命的 ，而是由议会中的多数党党首充任的 ，党首任命其党员为各部

大臣 ，组织“政党内阁” 。内阁对议会而不是对皇帝负责 ，“此即立宪于专制区分之要点也” ① 。最

后 ，立宪派强调民权 ，否定君权 。他们指出宪法必须保障民权 ，民权自由 ，实为立宪政体之真精神 。

“中国国家欲存在于现世界 ，必变为民权国体乃能立国 。”
［１１］１２０立宪派认为国会是“国民参政权汇萃

之中心点也”
［１１］１２１

，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之机关” ，是“人民与闻政治之所”
［１１］５９３

。只有建立国会 ，

才能实现民权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所提出的民权不再是与君分享权力 。他们认为“国民的立宪国

家 ，以国体论则为民权国体 ，以政体论则为君主立宪政体 ，君主不负责任”
［１３］３１

，实质是完全否定

君权 。

２０世纪初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与变化 ，新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与戊戌变法时期维

新派不同的君主立宪主张 。立宪派扬弃了维新派以君权变法的局限 ，提出了“国民自任立宪” ，宪法

由国民或国民代表制定 ，而不是由政府制定 ，虚君和责任内阁只对国会负责等一系列不同于二元君

主立宪的主张 ，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推进到了最高形态 ———议会君主立宪制 。

“国民立宪”一方面反映了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失望和不满 ，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模式的向往和参与政权的愿望 。立宪派认为 ，清政府仅有“预备立宪之空文 ，至于官制改革之实事 ，

则盈廷反对 ，卒无丝毫之效果”
［１０］８７６

，因此希望通过“吾民自任立宪” ，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立宪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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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权和主动权 ，促使立宪尽快实现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基于自身

政治经济需要而产生的“避免革命”的心理取向 。 ２０世纪初 ，民主共和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 ，革命

的思想日益高涨 ，由于“排满革命 ⋯ ⋯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 。吾辈若欲胜之 ，则亦宜放下一切 ，而

专标一义 ⋯ ⋯与敌党势力竞争”
［１４］２０５

，“若畏难而中阻 ，必致革命之祸”
［１４］１１３

。这种心理来自两个层

次的需要 ：一是追求社会稳定的需要 ，这种需要根源于立宪派的社会地位 ；二是从追求更多政治 、

经济权利出发 ，参与和掌握政权的需要 ，这种需要来源于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提

高 。 “避免革命”是立宪派谋求君主立宪道路的内在动机 ，但客观上却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资

产阶级立宪派大力宣传西方民主立宪思想 ，将西方的宪法观念 、国会制度 、责任内阁 、政党政治 、司

法独立及君主不负责任等思想理论引进中国 ，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使国人经受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际训练 ，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同时也推

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 ，尽管清末统治者多么想保留皇权 ，但也无法阻挡历史潮流 。在国内外

压力下 ，统治者被迫预备立宪 ，实行君主立宪制 ，否定封建专制 ，并最终制定了一系列新法 ，确立了

分权制衡等司法制度和原则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 ，立宪派虽大张旗鼓地要求“国民立宪” ，掀起国会

请愿运动 ，但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于使自己更快地参与并掌握政权 。他们虽一再宣示“国民为构成国

家之分子” ，力图使国民包括人民全体 ，但另一方面又反复重申“国民为集合体 ，但有少数即可代表

多数”
［１５］８

。他们希望实现代议政治 ，同时又明确主张以一定财产 、纳税额和教育为条件的“制限选

举”
［１６］７０

，并把教育作为“选举绝对之要件”
［１６］７０

，以“制限选举”方式排斥下层群众及广大妇女 。革

命派批评说 ：“以今日之提倡立宪 ，要求国会者 ，皆欲利用国民者也 ，非代表国民者也”
［１１］４５６

，这可谓

是一针见血的评论 。

三 、结 　语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近代中国民主宪政思想和民主

宪政运动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完整到完整 ，由

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发展过程 。这一进程与国人变法图强 、试图寻求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

观努力息息相关 ，可直接昭示近代中国寻求民主救国的曲折道路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

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 。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在变封建

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 ，两者是一致的 、同质的 ，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

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发展 ，不管其内容如何 ，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

展阶段 ，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 。比方说 ，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

到君主立宪 ，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 。”
［１７］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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