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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作者侯宜杰)运用大量晚清报纸杂志、档案、手
稿，首次系统而真实地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朝野活动场面不断切换，人物情景经常交替，
动态地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为解释清王朝的灭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观点鲜明，创见迭出，论证严密，评价公允。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清末立宪运动史)》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广受学术界、思想界
好评。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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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宜杰，1938年4月生，江苏沛县人。
1964车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初名《袁世凯一生》，河甬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增修，更今名)、《最世凯评传》(河北教
育出版社，1986），发表《论清末立党运动的进步作用》、《论立党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应
为康粱和立党派正名》、《论康有为的变法细领》：《如何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论文
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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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辞职也就谈不上什么“拆台”不拆台，何况事前有约，到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张謇没有过错。
对孙中山的错误不提出反对意见，反而加以维护，既树立不了孙中山的威信，也补不了临时政府之台
，只是一种阿谀献媚的可耻行为。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说法是：人民团体反对合资是爱国的表现，张謇则是借机打击革命派。
同样的事实，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其理安在？
其根据又安在？
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胡骂一通，实非应有的科学态度。
　　4.所谓立宪派“拥袁窃权”　　立宪派中的张謇、赵凤昌等人的确想拥护袁世凯担任统一之后的
民国总统，张謇且为袁出谋划策，做了不少工作，其行动在客观上利于袁世凯窃取国柄。
但若据此而认为立宪派这样做就是为了拍卖革命，背叛共和，则失之偏颇。
　　早在1911年10月15曰，赵凤昌等人即策划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
他们认为，“全国人民是一致要求独立的；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惜实力太不
足”。
要使清帝退位，“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①。
为此，他们通过张一磨去说服袁世凯，使其“意向民军”②，赞成共和，绝非让其帝制自为。
张謇等11月以后致袁的各函电和1915年反对袁称帝的事实都是确证。
　　革命派同样是拥护袁世凯当总统的。
革命派尚且如此，有什么理由要求立宪派比他们更高明更坚强，不去拥袁呢。
如果说立宪派拥袁叫做帮助袁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话，那么，革命派拥袁就是将革命胜利果实直接送
袁；如果说立宪派拥袁是为了拍卖革命，背叛共和，那么，革命派拥袁也是为了同样目的。
同一问题，不必厚此而薄彼。
其实，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在当时都不知道袁是在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不知道他要帝制自为，背叛
共和，因其真实面目尚未暴露，这个问题是后来才为人们所认识的。
因此，在未认识袁的真实面目的情况下，既不能说革命派主动把革命果实送给一个反革命，为其帝制
自为创造条件；也不能说立宪派蓄意助袁窃权，拍卖革命，背叛共和。
从客观上讲，两派的行动均有利于袁篡窃国柄，但决不应将后来人们方才认识到的问题强加给当时尚
未觉察到的人们头上。
否则，便违背了历史实际，混淆了立场和认识两种性质迥异的是非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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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史料翔实，视野开阔，富有创见，将立宪运
动放到近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进行了全面而公允的考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又错综复
杂的历史画卷，从体制内解开了清朝灭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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