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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版序 辛亥之梦本书写于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作，目的在于记述先人们推翻专制、创
立共和的思想和业绩。
但是，由于排印匆忙，书稿有一些脱漏，常感遗憾。
今年本书再版，得以弥补，我很高兴。
在校正重排，并且增写了一两个段落之余，想起那年我还曾为《中国文化》秋季号写过一篇小文，题
为《辛亥之梦》，概括革命先行者们当年做过的三个梦。
在当前人们竞说“中国梦”的时候，重读该文似乎也还有点意思，因取之以做本书的再版序言。
小文照录如下：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期待着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做过许多梦。
概括言之，大致有三。
一曰振兴中华之梦，二曰民主共和之梦，三曰民生均富之梦。
还在1894年，孙中山在异国他乡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兴中者，振兴中华也。
那时，中国遭受列强侵凌，国势疲弱，面临“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险，孙中山有感于此，
呼吁国人发奋为雄，“振兴中华”，重建辉煌。
选择何种政体呢？
人们在饱受二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之苦后，自然选择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
孙中山期望：四万万人一切平等，人民之事，人民共同治理。
在这个新的社会里，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切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
人民充分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享有选举、罢免、监督、批评
、弹劾为自己服务的“公仆”的权利，以及创制、复决各种法案的民主权利，真正实行民治、民有、
民享，创造出一种“各国制度上所未有”、“学说上也不多见”的“破天荒的政体”，成为世界上的
“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为了避免西方世界已经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状况，孙中山在民族、民权主义之外，特别与众不
同，创造性地提出了民生主义。
孙中山期望，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善果”，又避免其“弊端”和“恶果”，消灭贫富悬殊，实现
民生幸福，共富、均富，不仅国家富强，而且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安
乐国”。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当时中国人对未来、对新中国的期待，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理论
。
从它1905年面世以来，曾经鼓舞了大批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前赴后继，虽断头沥血而甘之如饴，其结
果是，六年以后，就在一个面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四亿的超级大国里，推翻了延续两千多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跃进。
其意义，不能低估。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百年来，中国人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途。
回首往事，不免思绪潮涌，感慨万端。
人们也许会问，当年的梦想实现了多少呢？
自然，答案会是各色各样的，难以尽述，也难以统一。
然而，有一点，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这就是：辛亥之梦并未完全实现。
我们的前面还有路，或者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里，就用得着孙中山说过的话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两年前的小文如上。
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革命先行者的“梦”，了解他们为“圆梦”而奋斗的英勇实践，步武前
贤，继续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中去。
著者，2013年4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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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帝制的终结》是作者集五十年辛亥研究功力而创作的作品，全景式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
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简明而不失其要地说明了辛亥这一段历史中从当权的袁世凯、载沣
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持各种政见的人物的活动脉络。
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
内容并不是陈旧的史料铺陈，而是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
作者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处处可见他犀利独到的观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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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笔名江东阳、苏人、吴之民、梁之彦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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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
著书多种。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辑，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及全国31家媒体共同评定之2008年十大图书奖
，获香港书奖，其第二辑获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读书节2010年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奖。
《帝制的终结》，获《新京报》2011年“年度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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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民主制，无所谓帝制。
帝制，全称君主专制制度，或称皇权专制主义，源自原始社会的酋长制。
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应该属于氏族民主制，而夏禹传子应该是帝制的雏形。
公元前221年，出生于赵国邯郸的三十九岁的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
他自称始皇帝，设想此后的历史就这样“二世”“三世”地传下去，万世一系，以至永远。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此后的中国，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
下来，始终是中国的统治制度，延续长达两千多年。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1.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都集中
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身上。
因此，社会兴衰、国家强弱、民生苦乐，也均系于一人之身。
2.实行终身制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继承原则的世袭制。
皇帝没有任期，童稚幼儿可以登基，老昧糊涂不须去职。
其人不论德或不德、才或不才，即使是痞子、流氓或者低能、弱智，均可按照宗法血统原则承袭。
3.以天命论为护符。
皇帝又称天子，宣称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神圣不可侵犯。
反对皇帝，那就是逆天，是最大的罪恶和不道。
不论是庸君、昏君，甚或暴君，人民都只能接受、拥戴而无权另择。
因此，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的制度，它和中国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相结合
，构成了我国的中古社会——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长期
陷于发展缓慢、滞后的状态。
①然而，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在1911年被推翻了。
那一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是辛亥年。
当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
从那一刻起，历史老人突然青春焕发，健步如飞。
自武昌新军打出第一枪起，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不过前后80
多天，三个月不到。
如果从孙中山在异国他乡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算起，也不过17年。
在一个幅员辽阔、浩瀚无垠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多年、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如此迅速，不
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凡革命，大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
有一种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
辛亥革命前，康有为曾经以法国革命为例吓唬人们说，革命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伏尸百万，然而
，辛亥革命虽然有流血、有牺牲，但是并不大，社会更没有大破坏。
苏州反正时，为了表示象征意义，只命人挑去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
旋踵之间，制度大变，出现了新旧两重天的迥异局面。
这不能不说也是个奇迹。
 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快、代价小，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在于满洲贵族集团的“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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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制的终结》编辑推荐：1.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少有的历史普及读物。
此书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独具风格的叙述风格。
2.大量颠覆主流史学的观点，奇特、有趣的论断层出不穷。
3.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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