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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活动与社会舆论之互动
!!!以>?$@年前后的社会思潮为背景

程 尔 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市>$$$A!"

摘!要!清末两大社会群体$$$清朝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在>?$@年前后复杂的社会思潮背景中#分别

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力图制造%控制社会舆论&而从他们的活动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关系中#又

可观察到当时社会思潮隐与显的不同面相#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政治和思想的交织与缠绕&

关键词!>?$@年前后’群体’社会舆论’显思潮’隐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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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后 的 中 国#社 会 动 荡#思 潮 澎 湃#整

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大变革的前夜&在这个局面之

中#两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群体$$$属于上层的清朝

统治集团和属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均努力控制社

会舆论!F,G(8;HI8.8’."的走向&从舆论学的角度

来讲#此时社会舆论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的中下层#

而客体则是上层的活动%言论以及其他中下层所共

同关心的事件等!&对于清朝统治集团而言#社会

舆论已成为(另外一种权威)!卢梭语"#且不失为上

层和中下层之间 张 力 的 来 源 之 一&从历史实际可

以看到#清朝统治集团在国势不振的情况下依然力

图控制社会舆论#然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则同

样尽力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从而对上层的

清朝统治集团形成反弹和威慑&于是#在思潮不断

嬗变的清末#朝野两大群体各自展开活动#在对社会

舆论的控制和争夺中#展现出社会群体与社会舆论

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幅精彩的历史图卷&

!!一、清朝统治集团的活动与社会舆论

早在嘉庆二十%二十一!>A>@%>A>D"年之时#龚

自珍曾挥笔写下一组总题名为*乙丙之际箸议+的

短论&在这组短论里#他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

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

改革？),>-@JD这是龚自珍于中英鸦片战争前#@年就

提出的政治见解#然而卒于道光二十一年!>A">"的

他没有看到战争的结局#更没有看到他反复论述的

(自改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进&但这不代表他

的思想在其身后就此完结#相反#(自改革)作为一

种政治追求#在晚清不断被提及申论#已蔚为一股

思潮#而>A?A年的戊戌变法更使这股思潮成决堤

洪流之势#以致在进入#$世纪以后#(自改革)的历

史趋向再也非人力所能逆止了&

梁启超曾在#$世纪初指出#此时的中国乃(过

渡 时 代 之 中 国 也)#而 (过 渡 者#改 进 之 意 义

也),#-!#D&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自改革)的旧

梦依然萦绕在梁启超等人的脑际&不过从某种程

度上说#戊戌 维 新 应 该 算 是 一 次(劲 改 革)"#似 乎

与龚氏之思路有所偏离&而更具诡论意味的是#庚

子后中国所需要的全方位(改进)#竟由清朝统治集

团以(自改革)的方式来进行了&

!

"

学术界关于舆论的定义很多#目前国内较为学者接受的观点认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

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参见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

秘$$$舆论学+#中国新闻出版社#>?A?年版#第!D页&

戊戌维新期间#荣禄(尝询康以变法之方#康曰.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问其故#康曰.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可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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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刚刚经历了义和团运动震

撼和八国联军凌辱的清朝统治者们!"西狩#至西安

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辛丑变法诏

书%!郑重地向清帝国的臣民和盘寓中国的外人表

明了政府变革的意向&它首先要为自己多年来丑

陋的政治运 作 打 圆 场!同 时 为 了 表 明 变 法 合 乎 祖

训!声称"世 有 万 祀 不 易 之 常 经!无 一 成 不 变 之 治

法&穷变通 久!见 于 大 易!损 益 可 知!著 于 论 语#&

在寻找到变法的理论依据后!诏书又论说了清朝先

帝变法之事例!云’"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

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

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

则弊!法弊则更#!"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

之改弦#(!)"D$>&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

团经过一番沉痛的思考之后!所做出的不得已的决

定&在这次漫长而悲凉的所谓"西狩#的逃难途中!

那拉氏对多年来的政治风云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曾

对人慨叹"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

祖 宗!下 对 不 起 人 民!满 腔 心 事!更 向 何 处 诉

说#(")A?&我们可以认为 这 是 慈 禧 太 后 为 换 取 国 人

同情而做出的示弱性表态!但由此亦可以折射出正

是庚子事变和这次"西狩#的落难经历!使得慈禧产

生了内疚心理!而这又不能不说是慈禧太后转向改

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何的执 政 实 体!在 其 政 治 管 理 出 现 严 重 挫

折!特别是像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统治官员这样背

负着沉重中国传统的官僚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并

采用这样的措辞是无可厚非的&若以客观的立场

看开去!此时的清朝统治集团仍有力量使用政治权

势!企图从形式上去操纵社会的舆论风向+不过终

究只是一种企图!且只是在形式上,&毕竟像这样

一连发出多道变法上谕+诏书发出以后!清政府又

连续发诏颁布变法措施,!不禁会使人想起三年前

短暂的戊戌变法那令人振奋的情形来&虽然清朝

统治集团权威的衰落及其国祚的日微已是不争的

事实!可是它依然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变法诏书%!

其目的当然还是要挽回失落的人心!特别是作为异

族统治集团!需要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人的双

重攻击!从而稳固自己将倾的帝国大厦&对此!社

会舆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诏书颁布以后!从舆论的角度来看!应 该 说 反

应比较冷淡&当时流行的各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

或刊行的一些论说性的小册子!对诏书的内涵一时

还无法完全把握!因而随声附和者与激烈批评者固

均有之!但似乎持观望态度者仍占多数!故对于新

政诏书鲜见较为深入的议论和评说!只是偶有文章

略带一点讨论的影子&如有人说’"各国政府不得

已而改革大行!欧洲之文明于以成&是法而无变政

之震荡!则奄奄一息!是与支那相去几何矣！#(@)#>但

这基本上也只是对诏书的阐释而已!而且连这样的

议论也是少之又少&至于各级官僚!在"妥速议奏!

实力奉行#的上谕召唤下!虽然不少作骑墙观!但还

是有一些不甘于王朝倾覆者递上了奏折!其中最著

名且又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

广总督张之洞&此二人于当年五-六月间联衔发出

$江楚会 奏 变 法 三 折%!条 陈"育 才 兴 学#-"整 顿 中

法#-"采用西法#等措施!颇受慈禧赏识!认为可以

"按照所 陈!随 时 设 法!择 要 举 办#(D)>!#A&另 外 比 较

引人注目的还有驻俄大使杨儒条拟的$变法致强六

策%和状 元 实 业 家 张 謇 的$变 法 平 议%等&除 此 之

外!其他官员便鲜有高明之论了&

新政措施逐步实施以后!很快就有人观察到其

苟且的意图&康有为就声称新政乃"伪为变法#!不

过是骗取国民的关注!从而保王朝的面子罢了&黄

遵宪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不无鄙夷地说!廷枢"联

翩下诏!私 谓 我 辈 目 的 庶 几 可 达 乎？今 回 銮 将 一

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工

具!所敷衍之策!比前有甚焉！..然后乃知!变法

之诏!第 为 避 祸 全 生!徒 以 之 媚 外 人 而 骗 吾 人

也#(%)!$$&可见!清 朝 统 治 集 团 的 新 政 没 有 在 社 会

上造成"火山大喷火#式的舆论语境&但是!它却毕

竟由上及下地吹响了"自改革#的号角!推助了立宪

思潮的勃兴&而正是在一片立宪的呼声中!清政府

于>?$@年%月>D日 发 布 上 谕!"特 简 载 泽-戴 鸿

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

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A)>&这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较为热烈的讨论&

对此事的关注!首先可以从出洋考察五大臣在

北京火车站遭刺杀这一事件直观地表现出来&"凶

手#吴樾认定"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

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飏汤止沸!报薪救火#!而所谓

的考察立宪只不过是清王朝"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

义务!以巩固 其 万 世 不 易 之 皇 基#(?)"!#J"!!的 一 场 骗

局而已&有 人 认 为 清 政 府"必 不 能 实 行 立 宪 也 明

矣!即能行之!亦必非真正立宪!..吾汉人切勿为

那拉氏之言所愚焉可也#(>$)%>&可见庚子后知识分

子中有一部分已对政府彻底失望!!而此部分中有

相当的人后来转化为知识分子激进者&当然对此

事件做正面评论的也有&在该上谕发布后!即有人

声称"人人意中皆有大希望在前!以为年月之间!必

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D@&甚至有人撰文夸赞清

朝统治集团"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之中!无复专制

! 关于庚子后清廷之"不可恃#!罗志田先生有比较精审的分析!可参看其$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

收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年版!第>#J#"页&



政体之余地!"这次派五大臣考察必#将取列邦富强

之精髓"以 药 我 国 垂 危 之 痼 疾!"高 呼#盛 哉 斯 举！

其我国自立之权欤"吾人莫大之幸福欤!$>#%!D$！

从世人对&辛丑变法诏书’的反应平淡到舆论

对五大臣出洋的相对关注这一表象看"清朝统治集

团控制社会舆论的手法似乎更高明了(可是"恰恰

是舆论的关注说明统治者们已无力使社会舆论跟

随在自己的指挥棒之下(因为"此时他们的政治言

说得到社会关注的条件只剩下在社会思潮的巨大

声浪中做出迎合舆论的决策(如果清朝统治集团

依然故我"抛出与社会舆论违背的上谕或诏书"那

么可能会得到铺天盖地的冷漠与尴尬(确如有人

所言)#今之政府已不为百姓所信服"而且威力又实

不足以慑服全国之人而使之翕然听命"稍一武断则

祸乱随之(!$>!%?">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当一个形

式上的政治实体连社会舆论走向都已无法控制的

时候"其国祚已衰微到了何等地步(

!!二、知识分子的活动与社会舆论

在清末 社 会"活 跃 着 一 批 #占 中 等 社 会 之 位

置!*#自居于士类者!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基本

上由传统的#士!脱胎而来"大多沐浴过欧风美雨"

已逐渐蜕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由于拥

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地担当起社会舆论主体的核心角色(其中无论是

温和者抑或激进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时政作

为话语中心"以社会舆论作为思想工具"立于社会思

潮之巅"或婉言批驳"或激烈戕挞"在对数千年传统

文化的反思中"勇敢地承担起改良国政*革新民族的

重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意义深远的桥梁(

>?$>年D月%日"梁 启 超 在&清 议 报’上 发 表

了&立宪法议’一文"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是#政

体之最良者也!"而#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

体新陈嬗代之时也!"并断定#地球各国"必一切同

归于立宪 而 后 已!$>"%>""(其 时"立 宪 思 潮 已 开 始 迅

猛发展"渐有成蔚为大观之势(#通国上下望立宪

政体 之 成 立"已 有 万 流 奔 注"不 趋 于 海 不 止 之

势(!$>@%?"DJ?"%整个 清 末 社 会 因 之 而 突 现 一 派 生 气"

不断有人对立宪之事进言"特别将中国与邻近之国

日本进行比较"认为#其文同*其洲同*其国政风俗

与中国相去未远!"所以#中国立宪"似以取法日本

之宪法为 宜!$>D%?"#(关 于 立 宪 的 细 节 问 题"舆 论 认

为#中国政府狃与专制之积习"民间则缺乏对于政

府之信心!"故应设上下两院"#有两院以调和之"则

法立而必行"下不至有疑虑观望之虞"上不至有倒

行逆施之蔽!$>D%?""(不少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拯救

中国的良药"拼命鼓吹君主立宪(与此同时"上层

官僚中亦有 人 请 立 宪 之 事(>?$"年"身 为 驻 法 公

使的孙宝琦上书政务处"要求实行立宪政体(他说

自#奉 使 海 外"日 闻 异 族 危 论"推 心 疾 首"无 地 可

容!"吁恳#圣 明 仿 英 德 日 本 之 制 定 为 立 宪 政 体 之

国"先行 宣 布 中 外 于 以 团 结 民 心"保 全 邦 本!$>%%(

孙的言论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响"有人赞曰)#吾国大

臣倡言立宪"自驻法公使孙宝琦氏始(事虽未行"

然不可谓非与朝阳凤鸣已(!$>@%?"D

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充分认知自己的能力和

价值"竭力宣传立宪学说及其思想"把握舆论脉搏"

把立宪思潮推向了顶点(可以说在此一时段的社

会思潮中"立宪思潮无疑是一大显思潮(大量的知

识分子奔走活动"制造社会舆论"为的就是立宪思

想的付诸实施(而上层官僚的一些回应的声音"更

是让他们看到了不少的希望(因为立宪思潮的实

行者"必然是清朝统治集团"尽管他们是不情愿的"

尽管他们的诚意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怀疑(

在国 内 立 宪 呼 声 鼎 沸 之 时">?$"年 爆 发 了 日

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了外表强大的俄国(这更促

进了国内立宪热潮的澎湃"许多人都认为这实际是

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指出#我国十余年来"每

言及专制*立宪之问题"辄曰)+专制不足以立国"何

以 俄 国 富 强 如 此！,自 有 此 战"而 此 疑 释

矣!$>A%!%!J!%"(有 的 人 更 是 大 肆 鼓 吹)#新 政 不 能 大

行"欲行中国"设立宪法其曷以哉？!$>?%!%!J!%">?$@年

俄国又发生了革命"国内舆论更认为这是俄国在战

败以后-恰如清日之甲午战争.思图变革"故希望中

国也效仿俄国"施行变革(他们#日祷于帝"以祈彼

玉成"日 引 余 领"以 听 彼 奏 凯"又 岂 直 为 表 同 情 而

已!$#$%#>(至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

就在立宪思潮在全国已成大势"知识分子温和

者们为社会舆论逐步向着自己理想的状态发展而

欣喜之时"知识分子激进者却采用了另外一种思维

走势"他们要用更为猛烈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彻底

翻盘(其终极目的是要完全推倒清朝统治集团"把

社会纳入共和政体的轨道(他们大多向往资本主

! 当然"多数论者习惯于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做法"其实这大有可商榷

之处(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谓的新与旧的争执"改良与革命的转化"都在不同的个体的人身上有着一种过程

性的变动(比如对于立宪思潮"当时一些被后来者定格为革命刊物的报纸杂志"也曾不断地对其进行宣传和吹捧(&国民 报’>?$>年 发

表文章认为所谓国家#自其内视之"则人民 也*君 主 也*官 吏 也"皆 隶 属 于 国 者 也!"#一 国 之 中 有 国 法"//民 犯 国 法"为 之 乱 民0君 犯 国

法"谓之暴君!-&原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第D"页.">?$!年的&湖北学生界’发表&宪政评议’一文"猛烈抨击君

主专制政体"认为只有设议院"行选举"才能使人民#发达其爱国之心!"中国才能 强 大-转 见 吴 雁 南 等 编)&中 国 近 代 社 会 思 潮’"卷 一"第

!%>页.(都是在宣传一种较为纯粹的立宪政体(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进行温和*激进的分类"似乎更见其动态的真实(



义且激烈反满!一部分又有留洋经历!特别是其中

的很多人都曾在日本亲身实地地感受了这个"甲午

一役!骤与列强并驾#而今则极东之战!竟能屡挫强

俄$%##&!#国 度 的 境 况!因 而 他 们 的 感 受 更 为 真 实’

他们要用自己所能展开的活动!造舆论之势!以达

成自身心里所期望的目的’

>?$@年成立于 东 京 的 同 盟 会 及 其 机 关 报(民

报)是知识分子激进者此一时期重要的活动和言论

阵地之一’同盟会的成立!使激进者们有了一个活

动的据点!而前身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民报)创

刊!更为他们打开了一片舆论的新天地’

知识分子激进者们以其强烈的民族热情!在社

会上大造舆论声势’早期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

集中反映 了 激 进 者 们 激 烈 的 排 满 革 命 思 想’(民

报)发刊词 指 出*"今 者 中 国 以 千 年 专 制 之 毒 而 不

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

可以须臾缓$!"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奋发

振 强!励 精 不 已!则 事 半 功 倍!良 非 夸 嫚$%#!&A>JA#’

汪精卫在其文章中开篇即说*"呜呼!满洲入寇中国

二百 余 年!与 我 民 族 界 限 分 明!未 少 淆 也’$%#"&A#针

对立宪之说!有人撰文正告曰*"中国立宪难’能立

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彼满洲即欲

立宪!亦非其所能也’$%#@&>另有人认为"立宪为专制

改良 的 政 体!而 革 命 者!即 所 以 求 此 政 体 之 具 也’

求共和 立 宪 以 革 命!求 君 主 立 宪 亦 以 革 命$%#D&>#A’

通过对这一时期激进者的言论进行爬梳可见!反满

人+驳立宪+倡革命是他们的思想主线!无论他们使

用的词汇有何不同!基本的思想主线是一致的’而

激进者的革命共和言说以其彻底性吸引了当时社

会舆论的注意!加之后来>?$@J>?$%年双方的思

想大论战!革命共和思潮成为当时与立宪思潮并行

的又一大显思潮’

其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无 论 是 激

进者还是温 和 者!其 整 体 性 地 反 对 当 下 的 政 治 状

况!各自拿出与现行政体不同的政治构想-尽管各

自的底线不同.!其原因是什么？深究之!也许可以

看作是一种克里斯玛-K3-86L/.失落的现象!’在

清末知识分 子 心 中!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优 势 自>A"$
年以来不断丧失!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更是将传统

中最后一点英雄色彩的权威偶像打碎!没有观念偶

像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偶像的重建!知识分子

们便希图通过乱世的变革而涌现出新的英雄!从而

完成克里斯玛失落后的偶像替代’这其实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他们企图用这样一种

方式!使社会舆论注意到他们的思想内容!从而使

整个社会在他们的引导下进行共同的文化反思!直

至出现知识分子们所呼唤的英雄’那么这种英雄

是怎样的呢？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

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

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

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

思所梦所祷祈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

平等之英雄！$%#&%梁氏深知"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

也!,,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

差!或迷途而靡界$%#&"!所以!国民应群起而思考民

族与社会的走向问题’若仅由"一二之代表人$去

争取!多数国民只"助动$!在他看来!是绝不会成功

的’

处在清末变动社会政治秩序中的知识分子们!

通过各种途径!试图驾驭社会舆论!并努力把自己

的理想与思索源源不断地向整个社会进行传播’

!!三、余!论

>?$@年前后在中国近代思潮史上是很重要而

且又很特殊的时期’在此期间!最为风靡的应该说

是君主立宪思潮和革命共和思潮!堪称此时的两大

显思潮’无论是在宣传的力度上!在影响的广泛程

度上!此 二 思 潮 均 非 其 他 思 潮 可 比 拟’前 文 已 提

到!立宪思潮的当然执行者是清朝统治集团!尽管

是极不情愿的’可在另外一 个 选 择///共 和 政 体

面前!清朝统治集团自然力主选择前者!这恰好说

明了历史的必然’且不说清朝统治集团是为了"国

祚永固$!单从技术角度分析!立宪政体更接近政府

现行体制!变化跨度相对较小!选择它亦是理所当

然’至于共和思潮!有不少论者都认为是"革命派$

的专利!其 实 未 必’任 何 事 物 都 是 合 力 作 用 的 结

果!激进者对共和思潮的宣传功不可没!而温和者

的宣传-也许是反面的.同样作用巨大’譬如两家

的论战!便对共和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而以前似乎太过注重事情的结果!却往往因为

忽略掉经过而丢失了真实’

在两大显思潮之外如暗流一般奔涌在社会群

体之中的还有一股隐思潮!即民族主义思潮’它不

但存在于知识分子群体中!在人民群众中!这种思

潮也如暗流 般 奔 涌"’只 是 近 代 史 料 之 浩 繁 虽 向

为史家所共喻!可要见到下层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

主人所进行的表白却比较困难!即便有星点记载也

多为略通文墨者之作!以致围绕这个群体的史料大

多是"他者$的 转 述!于 是 出 现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群 体

!

"

克里斯玛-;3/-86L/.大意即指"超凡魅力$’可参阅马克斯0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A年版!第@D页’

说详可另阅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上册!商务印书馆!>??%年版!第#D?J#A!页’

如>?$"J>?$@年由"拒美工约$发展而成的抵制美货运动!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关于这个问题!相关研究较多!不再

赘言’



!失语"现象#史家很难进入他们以第一人称叙述的

世界$相对来讲#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族

主义情愫更为彰显$

本文把民族主义称为隐思潮#是从宣传的广度

和力度上讲#但若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两大显思

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隐思潮支配的#因为先进思想

的引入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振兴民族%强我中华$

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被反复证明过$所以

如果将清末各种思潮的不同层面加以分析#多可发

现内中所隐含的民族主义的种子$有学者曾认为&

!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

主义"’#%(#$!#此 语 不 能 说 没 有 道 理$虽 然 清 末 的 民

族主义含有狭隘的民族观#但其基本的取向#是有

益于中国的民族建设和国家富强的$

参考文献!
’>(!龚自珍M乙丙之际箸议第七’N())龚 自 珍 全 集M上 海&上 海

古籍出版社#>?%@M
’#(!梁启超M过渡时代论’N())张枬#王忍 之M辛 亥 革 命 前 十 年

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朱寿鹏M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N(M北京&中华书局#>?@AM
’"(!吴永M庚子西狩丛谈’N(M长沙&岳麓书社#>?A@M
’@(!李群M杀人篇’N())张枬#王忍之M辛 亥 革 命 前 十 年 间 时 论

选集&卷一#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D(!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M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N(M北京&

中华书局#>?@?M
’%(!水苍雁红馆主 人 来 简’N())丁 伟 志#陈 崧M中 西 体 用 之 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
’A(!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M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N(M

北京&中华书局#>?%?M
’?(!中国史学会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二册’N(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AM
’>$(!宋教仁M清太后之宪政谈’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前

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吴雁南等M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卷一’N(M长沙&湖南教育

出版社#>??AM
’>#(!觉民M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佚名M论中国改革之难’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前十

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梁启 超M 饮 冰 室 合 集&文 集 之 五’N(M 北 京&中 华 书 局#

>?A?M
’>@(!佚名M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N())张枬#王忍之M辛亥

革命 前 十 年 间 时 论 选 集&卷 一#下 册M 北 京&三 联 书 店#

>?D$M
’>D(!佚名M论中国立宪之要义’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前

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M东方杂志#>?$"E$?E$"+%,M
’>A(!吴雁南等M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卷一’N(M长沙&湖南教育

出版社#>??AM
’>?(!吴雁南等M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卷一’N(M长沙&湖南教育

出版社#>??AM
’#$(!梁启超M俄罗斯革命之影响’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闵闇M中国 未 立 宪 以 前 当 以 法 律 遍 教 国 民 论’+(M东 方 杂

志#>?$@E>#E#>+>>,M
’##(!孟晋M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N())张枬#王忍之M辛

亥革命 前 十 年 间 时 论 选 集&卷 二#上 册M 北 京&三 联 书 店#

>?D!M
’#!(!孙文M发刊词’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

选集&卷二#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精卫M民族的国民’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时论选集&卷二#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朱执信M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N())朱执信集&上册M北

京&中华书局#>?%?M
’#D(!寄生M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N())张枬#王忍之M辛亥革

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D!M
’#%(!余英时M中国 近 代 思 想 史 上 的 激 进 与 保 守’N())余 英 时M

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M

责任编辑!张颖超

!"#$%&’#()"*$#+$$",)’(&-.)//0"(#($1&"2304-(’56("()"
!!!O.235K’.25P2’02351’;8/(Q3’,R326C-’,.=>?$@

KS<*T<-EU8
"!"#$$%$&’()*+,-,./*+0!$",*%!",.+"./#1.,2,+34+,5.6/,-7$&8.6$+*(-,"/*+08/-6$+*(-,"/#1.,2,+3>$$$A!#9#,+*$

741#%&’#&Q35R5-5.2/.=8.25((5;2,/(6#/624’8LI’-2/.26’;8/(R-’,I6#2-:2’0,.;28’.8.2358-’4.I’45-2’I-’=,;5/.=
;’.2-’(235I,G(8;’I8.8’.8.235;’LI(8;/25=G/;VR-’,.=’06’;8/(23’,R326/-’,.=>?$@)W82323/28.25-/;28’.#235/II/-E
5.2/.=(/25.20/;526’06’;8/(23’,R326;’,(=G5=86;’95-5=#0-’L438;345;’,(=L/V50,-235-;’LI-535.68’.’.2358.2-8E
;/;:/.=8.9’(,28’.’0235I’(828;6/.=8=5’(’R:)
8$9+)%21&/-’,.=>?$@-6’;8/(;’LL,.82:-I,G(8;’I8.8’.-/II/-5.223’,R326-(/25.223’,R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