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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
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
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
和可读性。
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传世之作。
”（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
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
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
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
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
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
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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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专著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康有为设议会的主张细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具体分
析了康有为在何时因何主张设下议院，又在何时因何主张设上议院而反对设下议院，从而比较清晰地
说明了康有为在戊戌前后关于议会主张的变化及其原因，并且比较有力地论证了维新派“设议院、立
宪法”的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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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现状和相关文献　　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和立宪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
史意义。
几乎每一部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著作，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及其在百日
维新中的政治活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就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相关的研究著述和
专题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以80年代初发现《上清帝第三书》、《杰士上书汇录》等康有为的相关著述为界，可将康氏议会思想
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戊戌政变至1980年　　受史料所限，史学界此期对康有为议会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
《第六书》及其后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和立宪思想做出的判断和分析往往不够准确，这是本阶段康氏议
会思想研究所共有的一大特征。
尽管如此，此期的许多研究成果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此期的研究又可分两个小阶段。
　　（一）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前，几乎没有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成果出现，更谈不上对康有为
议会思想的研究。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和胡思敬以及苏继祖等戊戌维新当事人的回忆性资料纷纷问世。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资料并非研究成果，而更多的是研究戊戌维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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