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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民国历史著述的特点是：从来不缺资料，但厘清线索和脉络极其困难。
有价值的研究只有两类。
其一，各种非常细节的专题。
其二，以政治斗争、军事行动、国族认同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这两种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读者无法看出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跟其他时期有什么区别。
如果对照世界史和英美正统史学，立刻可以发现：其中缺少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变
的历史。
    宪制演变恰好是民国时期的最大特点和主要线索。
    周秦之变以后，中国政体凝固于帝制一官僚政体。
二千年来，只有细节上的修订。
    民国却像雅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
中国在这段时间设计和施行的宪制，多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总和。
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
相比。
然而，大多数作者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跟朱元璋、张士诚争夺权威的战争毫无区别。
如果美国作者把独立战争或南北战争写成华盛顿和林肯南征北战的历史，不提或很少提制宪会议或州
权问题，没有人会感到满意。
然而，相对应的中国著作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以“三一八”事件为例，相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这种程度——组织者、学生领袖和舆论领袖每一天
的所作所为都无所遁形。
可是，大多数著作对执政府尴尬的宪法地位（这是危机的直接原因）视若无睹。
亚里士多德或马基雅维利不可能如此迟钝，对哪怕是最短命、最无足轻重的宪法实验不予理睬。
    本书的用途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
制演变的来龙去脉。
与这条线索有关的事件才详细记录，否则予以忽视。
因此，与大多数著作相反，本书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
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比那些重要人物如何雄才大略或卑鄙无耻的记
录重要得多。
    粗略地说，民国宪制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辛亥以后各种建立宪制政体的蓝图。
与某些说法相反，此时斗争各方（包括复辟者）无一反对立宪政体和国会权力。
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宪制蓝图强加于人（争夺法统）。
其二，执政府废除法统，广州护法政府改组为党国革命政府。
中国进入革命时期。
与某些说法相反，此时斗争各方无一反对革命。
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革命路线图强加于．人。
其三，国民政府单方面结束训政和行宪的行动导致了中国的长期内战和分裂。
此后，孙文的革命路线图（从训政到宪政）在他没有考虑过的地方施行。
从技术上讲，这种宪制演变总结了辛亥以来的宪法实验，同时使中国的权力对立变成了宪法性分歧。
这种分歧将会牵动中国和东亚的深层结构，但本书叙事的时间段就在这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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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填补民国宪制演变空白的历史著作】
民国像雅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
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
相比。
本书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
本书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
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比那些重要人物如何雄才大略或卑鄙无耻的记
录重要得多。

迄今为止，民国历史著述的特点是：从来不缺资料，但厘清线索和脉络极其困难。
有价值的研究只有两类。
其一，各种非常细节的专题。
其二，以政治斗争、军事行动、国族认同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这两种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读者无法看出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跟其他时期有什么区别。
如果对照世界史和英美正统史学，立刻可以发现：其中缺少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变
的历史。

而本书以纪事本末的体例分十二个篇章从辛亥革命为开端讲述了民国的历史史实。
书稿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沿着时间顺序重点展示民国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
作者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
作者认为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
于此而言，书稿在内容上对于民国史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本书行文方式特别，半文半白的语言特质符合民国时期的时代气息。
本书稿不仅史料详细，罗列分明，而且某些精当的议论能够比类古今中西，视野开阔，见解独到，让
这段时期的历史得到立体化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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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历史学者，译有：《英国史》(大卫·休谟，第l一4卷，2012)；著有：《国会政治的童年》、《印度之
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休谟史学的内在理路》、《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政治哲学
与历史的遭遇》、《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凯撒主义的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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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桑田，秋声杜宇(序)一、新军篇二、军兴篇三、立宪篇四、行宪篇五、癸丑篇六、僭主篇七、重
光篇八、残照篇九、回光篇十、虞渊篇十一、革命编年史十二、法统编年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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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军兴篇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室颁铁路国有化诏书。
四月二十二（五月二十日），诏准四国银行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五月二十一（六月十七日），川汉股东成立“保路同志会”。
七月初九（九月一日），川路股东大会议决：全蜀抗粮抗捐。
七月十五（九月七日），北，川督赵季和（尔丰）单方面解散省咨议局，劫持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
、罗纶诸人。
蜀父老哭于督衙，巡防营护主，屠成都，街市一空。
城闭，侦骑四出。
同志会匿者削木为纸，沥血为墨，投诸锦江，告变各郡。
七月十七（九月九日），北廷电令取缔保路同志会，着赵督“切实弹压”，君臣之义尽矣。
诸郡绅粮抗旨，兴保路同志军，官军拥孤城，电线驿运皆绝。
七月二十（九月十二日），端午桥（方）奉朝命统鄂军劲锐人蜀，旋为部将蜀绅诛于资州，而汉上空
矣。
八月初四（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全蜀大震。
彭、眉、温、崇、简、嘉，叙次第相应，府县命官弃印走避。
民军会于下渡口，官军败绩。
    初（光绪二十二年），北廷特设铁路总公司，以盛杏荪为督办铁路大臣，借债兴路，无与民间事。
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上书，请以租股代外债，稍挽利权外溢之势，士论景从，以为谋国之忠。
越明年，张文襄从王先谦议，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
借经济民族主义勃兴之势，铁路华款商办蔚然成风，与国会请愿同为士绅政治觉醒首期表现。
成效最著者，莫如汤寿潜沪杭铁路，此亦苏浙经济成熟、士绅壮大之显例。
不幸内地各省，无此条件。
粤川两路，空账累累，势成不了之局。
宣统二年，徐菊人去位．盛氏复主邮传部，重谈铁路国有，商股补偿规划，不出官商宫市传统，“半
匹红绡一丈绫”耳。
尤犯蜀绅之怒者，蜀款仅折粤款六成。
小道流言，盖畏粤东党人刁民之众而谓蜀人驯善易与也。
蜀地素号富实，民风保守不与立宪革命，竞有孤注先发之雄，殆为此耳。
    杏荪素有巧宦之名，亦官亦商。
生财妙道，首在借官势逐退竞争对手如徐润等；转嫁自身亏累于国库，如法越之役招商局案；衔天宪
勒逼民间投资者，如保路事。
历事三朝，周旋两相，一日无官，惶惶如也。
凡彼经营，无不公私皆贫而官独富。
此辈享一日之荣，民间资本一日无望，尚有许以近世布尔乔亚先驱者，岂不谬哉！
辛亥之变，机关算尽，反误卿卿，身负南北通缉，名列君民罪魁。
正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曾无丝毫之枉。
可叹者，前车已覆，来者方多，其道尚有绵延之势。
    蜀议绅进退之度，付诸公论，而后集会，而后抗税，而后请愿，而后乞于民众，非经诛戮，决不以
力相报，深合立宪之道，虽长期国会三级会议，蔑以复加。
北廷稍有对话诚意，必有双赢之美，皇统之福也。
不幸彼之举措，自始不外勒兵待变。
去王人文，用赵季和，以科举儒臣畏清议念桑梓，断难以雷霆手段大张天威，岂如汉军旗人本我家奴
，绝无外心，征康屠藏，不避喋血也。
庙算定于是，天道报于是，恃新军者亡于新军，夫复何怨？
张文襄入阁，危言直省民变可虞，摄政王笑日：“有新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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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吐血而退，垂危，王临张宅，之洞唯垂泪数行，无复一语。
王归，乃太息“亡国之君”者数，旋卒。
国之将亡，不出于自伐者鲜矣。
    宣统三年八月十八（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汉口俄租界炸弹案破获，汉上官厅决意清查新军。
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新军入督衙，瑞抚张镇走江上。
八月二十（十月十一日），变军推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
八月二十一（十月十二日），民军克复汉阳汉口，詹大悲自立汉口军政分府。
八月二十三（十月十四日），北廷发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八月二十六（十月十七日），鄂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
八月二十七（十月十八日），外蒙宣告独立。
八月二十八（十月十九日），刘家庙之役，清军败绩。
    文学社加盟革命，极具业余性质，反侦察意识薄弱，势将为布尔什维克所笑。
可见中产良家子极不适于密谋造反，开国帝王必出流氓黑帮，有其“存在合理性”。
兵变之起，多因军中盛传官府已据有党人名册，全军政审殆无可免。
以华人传统，难以信赖官厅不罔不纵之德。
为身家计，与其坐待大狱，何如孤注先发？
（此即苏峻起兵“宁在山头望廷尉，不在廷尉望山头”之意）以革命功成人人邀赏之日最夸张估计，
革命党各派（未必协调一致）及同情者（未必不为观潮派）不超过新军三分之一。
若无大索之事，起义胜算绝不优于黄花岗。
清室之亡，浅而言之，可谓亡于其自伤技术高于革命党劣质炸弹；统而言之，实系秦政防猜之术再度
（既非首度亦非末次）完成其设定功能。
    ⋯⋯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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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像稚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
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
相比。
    刘仲敬专著的《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的用途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
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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