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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
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不同
的政治道路。
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
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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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小明，男，1968年生，1994年从师于刘桂生教授，于199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
业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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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国会，为宪政上第一重大之事”。
早在1903年中国人学习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就有留日学生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一个
落后的封建岛国，变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争雄的强国，“百废俱兴，新猷焕发，莫不本于宪法与国
会之灵”。
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了日本强盛的本源所在，认为中国学习日本，应当抓住这一核心问题。
然而，由于1901年至1906年清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宣布“预备立宪”，加上受当时颇
为流行的“国民程度不足”理论的影响，使得留日学生中之主张改革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清廷。
他们积极参加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在施行宪政方面，并没有抓住实质性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促使
清廷实行。
他们为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喝彩叫好，以为“我国自今以往，其必变专制而为立宪，已丝毫无所容
疑”。
　　1906年底的官制改革，是主张立宪者试图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从而削弱皇权，实行君主立宪
的初步尝试。
它虽然抓住了君主立宪的一个重要问题，但那不过是进入政府的少数留日学生，依靠政府内部分主张
立宪的官僚而进行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与其他众多主张立宪的留日学生一样，并没有突破“预备立宪
”的框框。
　　官制改革的结果，使主张君主立宪者大失所望。
此后，由留日学生创办或担任主笔、宣传君主立宪的刊物如《东方杂志》、《中国新报》、《政论》
、《大同报》、《新译界》、《牖报》、《新译界》、《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政新志》、《法政
杂志》、《国民公报》等等，均发生了舆论上的大转向。
他们由对清廷预备立宪的热烈欢呼，转变为对其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批判；由依靠朝廷变革，转向依靠
国民和立宪派自身的努力；由空泛的要求立宪，到提出明确目标--速开国会。
在舆论大转向的过程中，杨度成为国会请愿的首倡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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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
季，勃兴于两宋。
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
孝宗干、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驷、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
，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
。
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
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缵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
、陆成鼎足。
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
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
后未有之局。
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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