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陈 振 江李 喜 所

封建主义是历史的产 物 。 它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起着不同
？

的作用 。 如果说早期封建主义还 曾起过进步作用 的话 ，
但是

封建君主独裁专制主义则 自 始至终没有起过什 么好作用 。 在

封建专制制度下 ， 皇 帝有至高无尚 的权力 ； 而且皇位世袭 、

宗法等级森严 ；
独裁专制的君主则极力推行个人独尊和愚 民

Ｊｔ策 ， 在各个领域 内 无不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 ； 到了封建社

会末 期的晚清时代 ，
封建主义 、 特别是封建专 制主义更加严

酷地禁 固着人们 的思 想，
阻碍着社会政治 、 经济和 文化的发

展 。 因 此
，
它早 已成 为社会的赘瘤 ， 成为人民群众和进步思

想家抨击的众矢 之的 。 近代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出现后 ，
他

们 以 西方资产阶级的 让会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的观 点为思想武

器
，
对封建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 的抨击和批判 。

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 ，
也使 中 国人民的耳 目 为之

一新 。 他 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和 批判 ，
至今仍有积极的

借 鉴意义 。 本文仅就 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评说 。

一

、 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是时代賦予新兴资产阶级的

历史使命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 ， 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先后 向帝

国主义阶段过渡 ， 中 国却还处在清朝反动腐朽 的封建专制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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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统治之下 ，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向外侵略、 扩张 ， 清朝贤

建统治阶级对列强的侵略
一再屈辱妥协 ， 对内 却极力维护封

建专制 的一統天下。

在封建统治集团 中 ， 除
一

部分人热衷于洋务活动 ， 企图

借助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外 ， 其余大都是顽固

守旧 、 昏噴贪残的封建顽固派 。 他们 以大土地 占有制为经济

基础 ， 维护 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

封建顽固势力对世界局势茫然无知 ， 却又妄 自尊大 、 抱 －

残守 缺 ，
．固守封建礼教的陈腐教条 ， 抵制学 习先进的西方 ，

反对作一丝一毫的政治变革 。

他们高唱
“重农抑商

” 的老调 ， 实则
“
毁农灭商

”
、 舷

坏社会经济 ， 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妄图固守封建专制

主义的经济范篱 。

他们泥古不化 、 卑劣虚骄 ， 好阿谀而恶直言 ， 上 下 相

蒙 ， 而又一味粉饰太平 ， 陶醉于歌舞升平的假象 、 迷恋于所

谓
“
中兴

”
的 美梦 。

他们 以天下为 私 ， 任人唯 亲 、 唯
＿

“
资

”
， 并 以科举 、 捐

官败坏天下人才 ， 而使吏治 极端腐败 ， 世风江河 日 下。

凡此种种封建专制下的 固疾 ， 无不成为 祸国殃 民 的 症

结 。 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 ， 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

列强侵略中 国的帮凶 。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 中国 焉 有 不 亡

国灭种之理 ？ 因此 ， 反对帝 国主义侵略 ， 反对封 建 专 制 主

义 ， 挽救民族危亡 ， 便成为 当时先进 中 国人所面临的主要课

题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 随着洋务运动 的展开和 民族资本主

义近代工业的出现 ， 产生了 中 国第
一代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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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都 由封建文人转化而来 ， 早年或 出国留学 、 或办理外

交 、 或参与洋务活动 、 或投身于洋人 的报馆 ， 接触了大量西

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 他们痛恨外国侵略和清朝黑暗腐

败的封建专制 ， 忧国忧 民 ， 羡慕西方 各 国的富强 ， 希望猜政

府作一些大刀阔斧 的改革 ， 使中 国强 盛起来 ， 因此 ， 我们 习

惯上称这批人为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冯桂芬 、 王韬 、

郑观应 、 薛福成 、 陈炽 、 陈虬 、 马建忠 、 汤震 、 何启 、 胡礼

垣就是他们 的代表 。

早 期改 良主义者倡言进行政治 、 文化改革 ， 要求变法 自

强
， 其 中心思想是希望中 国成为和西方

一

样 的繁荣昌 盛的资

本主义 国 家 。 从这这一指导思 想出 发 ，
他们发现了清朝 封建

专制 制度 的一系列弊病 ， 并从政治 、 经 济 、 思 想文化 等方面

予以大量地揭露和批判 。 尽管这些批判是支离破碎和极不彻

底的 ， 但他们毕竟是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 的代表者 ， 是新兴

资 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 。 因此
， 他们的呼声反映了 时代 的要

求 ；
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 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

犹如漆黑夜空 中 的点点繁星 ，
给黑暗的 思想界带来了

一线光

明
， 成为近代 中 国资产 阶级 民主思想的先声 。 但是 ， 由于 民

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形成 ， 力量还十分脆弱 ，
所以早期改 良

主义者只是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要求发展 资本主义而发出一些

呼喊 ， 既未触及封建专 制主义的本质 ， 也未形成
一个政治运

动 。 因此 ， 根深蒂周的封建专制主义依然故我 。

到 了十九世 纪九十年代 前后 ，
由 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

进
一步发展 ，

和西方资产阶级 的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 ， 资产

阶级改 良主义 日趋成熟 ＾ 他们 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也大大深化

了 。 特别是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和 中 日战 争中 的失败 ，
以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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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条约的签订 ， 极大地刺激了 改良主义者 。 也推动 了他们政

治思想的传播 ， 发展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 ， 即维新

变法运动 。 在著名的改 良派领袖人物康有为 、 梁启超 、 谭嗣

同 、 严复等人的努力下 ， 把批判封建主义的斗争推向新的阶

段 。 他们以历史进化论的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

说为思想武器 ， 刻刻地揭露和批判 了封建专制主义 ， 他们着

重批判了君主专制政体 ， 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 从

而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壁垒 ， 为戊戌变法作 了 思 想

上、 舆论上的 准备 ， 并给后来的 民主革命学说的
＇

传播提供了

条件 。 因此 ， 它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史上 ， 别 开 生

面 ， 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

二、 反对顽固守旧 、 妄 自尊大 、 极力主张学习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自 鸦片战争 以来 ，
自称

“天朝大国
”
的清朝封建统治者

接连被所谓
“
蛮夷小邦

” 的英 、 法等国所击败 ， 这不能不引

起当 时思想界 的巨大震动 。
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勇敢地承

认西方比中 国先进 ， 因而提出 了 向西方学习 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文化 的要求 。 但是这种进步要求却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拒

绝 。 顽固派像被了捅房窝的 马蜂
一

样 ， 杀气腾腾地向改 良主

义者反扑过来 。 他们把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正确思 想 视 为
“邪端异说

”
而大张挞伐 。 他们无视现实 ，

空喊什么
“立国

之道 ， 尚 礼义不尚权谋 ； 根本之 图
，
在人心不在技艺 。

”

①

这种顽固旧 守 的思想在 当 时占有绝对 的优势 。 甚至连 １ ８ ６ ２年

① 《筹办夷务始末 》 同 治朝 ， 卷 ４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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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办起了一所学 习外语的学校——同文馆 ， 也遭到了封
■

建顽固派的攻击 。 １ ８６ ７年在同 文馆开设天文算学课 ， 封建顽
’

固派头子倭仁气得从马上摔下来跌了个半死 。 即使到 了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 ， 清政府的许多官吏都
“恶西学如仇 。

”
①在

１ ８９４年的中 日 甲午战争中 ， 有个官僚居然 “上书言与洋人战

不 当用枪炮 ， 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 。
” ②这些封建顽固派的

昏话呓语 ， 说明他们对世界局势懵然
一无所知 。 但他们却一

贯不肯承认清朝的落后 ，
还梦想回到 闭关 自守的

“
天朝

” 时

代 。 他们视外国的先进技术为
“
奇技淫巧

”
＾ 他们惧怕学 习

西方会导致
“
用夷变夏

”
， 动摇了他 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封建

政权 ａ 曾廉在其 《親奄集》 中写道 ：

“西人言 日大不动 ， 而

八行星绕之 ，

…
…窥其用 止以欲破我天地两大 ， 日月 并

羽 ， 君臣 、 父子 、 夫妇三纲而已
”

。ｒ

封建顽固派这些迂腐的论调遭到 了早期改 良主义者的严

厉痛斥 。 郑观应尖锐指出 ：

“
今之公卿大夫 ， 墨守 陈编 ， 知

古而不知今 。

”
③并谴责他们

“
一事不为 ， 而无恶不作

”
，

“泥古不化
”

，

“甘守愚陋而受制于人
”

。 ④王韬进一步斥

责清朝封建顽固派官僚
“至此时而犹作深闭锢拒之计 ， 是直

妄人而已 ， 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 。

”
⑤薛福成也明确地指

出
：
处今 日之世 ，

“
虽以尧舜 当之 ，终不能闭关独治 。

”
⑥早

①《清史稿 》 ， 《徐 桐传》 。

②转见谭嗣同 ：
《上欧阳瓣书 ？ 兴算学议》 。

③郑观应 ：
《盛世危言 》 卷 １

，
《议院》 。

④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１

，

、

《学校 》 、 《吏治 》 上 。

⑤王 韬 ： 《驶园文录外编 》 卷 １ ， 《睦邻》 。

⑥薛福成 ： 《庸盒全集》 ，
＜筹洋刍议 》

、 《变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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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良主义者这些活的中心意思是批评顽固派泥古守 旧 、 不

识时务 ， 终归是要碰壁的 。 他们指 出 ， 时代变了 ， 形 势 变

了 ， 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空前竞争发展的时刻， 要想 闭 关 自

守 ， 安于一隅 ， 是绝对办不到的 ，

“
当 今之时 ， 处今之势 ，

固非闭关 自大时也 。

” ①

在批判封建顽固派闭关 自守的错误主张的基础上 ， 早斯

改良主义者进一步驳斥了所谓西学为
“
奇技淫巧

” 的论调 ，

大声疾呼 向西方学习 。 郑观应指 出 ， 如今
“有ｆ求西学者 ，

则斥之曰 名教罪人 ， 士林败类 ，

” 这是讳疾忌－ ，

“不求不？

学
”

， 坐视国亡 。 事实上 ， 西学
“
皆有益于国计 民生 ， 非奇

技淫巧之谓也 。

”
②冯桂芬指 出、 清政府

“人无 弃 才 不 如

夷 ， 地无遗利不如夷 ， 君 民不隔＃如 夷 ， 名 实 不 符 不

夷
”

。 ③既然不如人家 ， 就应该 向人家学习 。

“
法苟不善 ，

虽古先我斥之 ； 法苟善 ，
虽蛮貊吾师之

”
。 ④冯桂芬在这里

提出 的向敌入学 习的 思想是明 确针对封建顽固派以西方
“蛮

夷
” 是我仇敌作理 由而绝不可拜其 为师的谬论时。

王韬进一

步 指出 ：

“

今 日而欲办天下事 ， 必 自欧洲始 ， 以欧洲诸大国

为富强之纲领 ， 制作之枢纽 ，
舍此无以师其长 ， 而成

一

变之

道 。

”
⑤其实 ， 封建顽 固派在反对向西方学 习 的词时 ， 却 又

不择手段地向外■侵略者献媚 来搏取西方大量奢侈物品供其

①王 韬 ： 《瞍园文录外编 》 卷 ２ ， 《变法 自强》 上

②郑观应 ：
《盛世危言 》 卷 １

，
《西学 》 。

③冯桂芬 ： 《校芬庐抗议》 卷上 ， 《制洋器议》 。

④同 上书 ， 《收贫 民议》 。

⑤王 韬 ： 《瞍国文录外编 》 卷 １
， 《变法》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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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书 》 外编 ， 卷 ６
，

《賽会 》 。

《续富国策》 卷 ３
，

《工艺养民说》 。

《强园文录外编》 卷 １
，

《变法》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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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 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 陈炽对此进行了 辛辣

的讽刺 ，
他说 ：

“
今之论者 ，

动 以奇技淫巧， 诋斥泰西 ， 而

朝野上下之间
， 所用者触 目 皆是西人 之物ｈ 不禁不革 ， 仰给

于人 ， 力尽财殚 ， 坐 以待毙 。

”
①他还说 ， 顽 固 派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倒行逆施 ， 实 暗保洋货之来源 ，
暗绝华民 之生路 ，

不啻 为泰西 各国之人传翼 而使飞扬 ， 扬汤而使沸也
”

。 ②这

些封建顽 固派表面上要和西方 各国断绝来往 ， 实际上暗地里

勾结外国侵略者或 以 出卖 国家权益来换取 自 己任意挥霍的洋

货
，
而对 国计 民生真 正有用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政

治学说则
一

概反对 。 陈炽在这里揭露 的这种情况 ， 确实道出

了清 朝封建 顽固派既顽 固腐化又放手卖 国 的本质 。 王韬讽刺

这种黑暗腐 败的政局说 ：

“今观 中 国 之所长无他 ，
曰 因 循

也 ， 苟且也 ，
蒙敝也

，
粉饰也 ， 虚骄也 。 喜贡谀而恶直言 ，

好货财而彼 此交征利 ，
。

”
③这种状 况正是封建 统 治 阶 级

腐朽本质的表现 ，
也是封建专制主义 的必然产物 。 它严重地

阻碍着中 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 。 因此
，
早 期改良主义者对封建

顽固派这种揭露和批判 ， 旨在为发展先进 的资本主义经济扫

清障碍 。 他们 围绕着学不学 习西方 ， 搞不搞社会变革 ，
同封

建顽固势力大战 了几个 回 合 。 虽然他们还未触及到封建专制

的本质 ， 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掲露和批判 ， 却打击 了 顽固守

旧 势力 ， 表现 了新兴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进取精神 。 到了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 ， 康 、 梁领 导的变法维新运动 异军突起 ，
他

炽

炽

韬

陈

陈

王

①

②

③



们打着
“
托古改制

”
的旗帜 ， 义正词严地批判封建专制 ， 由

确地提出了变革社会和变法维新的纲领 ， 从而把批判封建主

义推进了新的阶段 。

三、 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 反对封ｆｔ礼教 ， 要求变法

和建立议会政治

早期 改 良主义者不仅驳斥 了封建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

的论调 ， 而且提出只有改革封建制度 、 只有变铸才能达到学

习西方的 目 的。

两千多年来 ， 封建统治者死守着
“
天不变道亦不变

”

的

信条坚持
“
祖宗之法不可变

”
的顽固立场 。 清朝封建顽固势

力为了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 ，
反对任何

一

点微小的变革 ， 更

仇视变法维新 。 他们
一再强调

“
法制未可轻变

”

。 曾廉在其

《鐵奄集 〉〉 中明确写着 ：

“
凡子孙欲革先人之 法 ， 其祸乱必

尤甚于未革之世
”

。 改良主义者对此作了针锋相什的反驳 。

王韬说 ：

“
穷则变 ， 变则通 ， 知天下事 ， 未有久 而 不 变者

也
”

。 即使 “孔子而处于今 日 ， 亦不得不变
”

。 ① “
历代之

法递变 ，

一代之法亦递变
”

。 这就如 治病 ，
病变药亦变 ， 病

变而药方不变 ， 则病永不可除 。 如果当今在
“
宜变之时而不

变， 时将有不及变者矣 ； 储能变之力而不变 ， 力将有不能变

者矣 。

”
②郑 观应讲得更为明 白 ， 他说 ：

“
穷则 变 ， 变 则

通
，
通则久 ， 千古无不敝之政 ， 亦无不变之法

”
。 ③早期改

①

王韬 ：

《瞍园文录外编 》 卷 １ 《变法》 上 、 中 。

②汤震 ： 《危言》 卷 ４ ，
《变法》 。

③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４
，

《考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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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主义者这些论断集中于
一点就是要变革 ， 这种思想在清朝

守旧 顽固思想统治了 当 时思想界的沉闷时刻 ，
是 极 为 可贵

的 。 它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 ，
揭示了变革是社会前进

的公理 ， 是挽救一 国不致灭亡的关键 。 这是对封建顽固派固

步 自封、 墨守成规的守 旧 思想的沉重打击 。

改良主义者在认真研讨了西方社会制度后 ， 认识到不变

革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制 度 ， 中 国不可能象西方各国那样强盛

起来 。 他们认为学 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是次要问题 ， 而变革体

制 则是根本性的问题 。 郑观应说 ：

“育才于学堂 ， 论政于议

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同心 ， 移实而戒虚 ， 谋定而后动 ， 此其

体也 。 轮船火炮 ， 洋枪水轮 ， 铁路电线 ， 此其 用也 。 中国遗：

其体而求其用 ，
无论竭蹶步趋 ， 常不相 及 ， 就令铁舰成行 ，

铁路四达 ，果足恃乎”
！ ①从这种认识 出发 ， 他们大力抨击洋

务派的所谓变革是
“
小变而非大变， 貌变而非真变 。

”
②是

对西学
“仅袭皮毛 ， 而即嚣然 自 以为足

”
。 ③他们对洋务派

这些批评 ， 说明改 良主义者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办工厂 、 建

学堂 、 修铁路 、 筹海防 ， 而是要研究清朝 制度的改革 ， 效法 ＿

西方各国 ，

’

建立
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的 政 治制

＇

度 。 从这点上看 ， 他们不仅和封建顽固派对立 ， 而且也和洋 ．

务派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

中 日 甲午战争 以后 ， 改 良主义者为挽救 危 亡 ， 要 求 变
＇

法的吁声更高 ， 变法的主张也完备和成熟了 。 以康有为 、 梁

①


郑观应 《盛世危言 》 卷 １
， 《 自 序》 。

②王韬 ：
《驶园文录外编 》 卷 ７

， 《答强弱论》 。

③王韬 ：
同上书 ， 卷 １ ， 《变法》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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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 ， 吸收西方
“
进化论

” 的 哲 学 观

点 ， 提出了较完整的改 良主义变法主张 。 康有为批评了那种

把变法仅限于办铁路 、学堂 、商务等具体事物的狭隘观点 ， 认

为这实际上只是
“
变事而已 ， 非变法也 。

”

①他认为 ， 仅作

这些变革是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的 。 康有为敏锐地指出
：

“
而

今国势危弱 ， 至于危迫者 ， 盖法弊使然也 。

” 所谓
“

法弊
”

，

就是指的封建专 制制度弊病丛生 ，
因此非作大的变革不可 。

＇

康有为 曾 向皇帝大声疾呼说 ：

“
臣 以为不变则已 ， 若决欲变

法 ，势 当 全变
”

； 如果
“
变其 甲不变其 乙 ，举其一而遗其二 ，

枝枝节节而为之
”

， 到头来
“必至 无功 。

”
②梁启超 、 谭 嗣

＇

同等人 则进一步地把抨击 和改变君主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作

变法 为的中心 。 梁启超指斥君主独裁专制 权 力 无 限， 把国
＇

家作私产 ， 视人民如牛 马 ； 而人民除了 服役 、 纳税 、 当 兵 、

＞

喊万岁之外 ， 别无一丝一毫的政治权力 。 这正是中国长期积

弱 、 贫 困落后和遭受侵略的根本原 因 。 梁 启超等 人 在 封 建

专制极端严 酷的肘代却不顾杀身大祸 ， 勇敢地向封建君主挑

１战 ， 呼吁伸 张
“ 民权

”
，
从而把批判封建主义引向了深入 。

他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为根据 ， 提出 国家是 人民 的 国

家 ， 即
“积 民而成也

”
， 国家应 当是 “

国 民之公器
”

，而不是
“
君相之私产

”
。 ③但是历来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无不 “

以 国

为一人之私产 。

”
④他指出 ：

“二十四朝 ， 其足当 孔子至号

者无人焉 ， 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 ， 其余皆民賊也 。

”
谭嗣同 、

①② 《 丨戈戍变法》 第 １ 册 ， 第 ４ ４ ０ 页 。

③④梁启超 ：
《饮冰室文集》 之三 ， 第 ７３ 、 ７ 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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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夏 等人也都把历 代的封建君主指斥为
“独夫民贼

” 和 “大

盗
”

。 这种淋漓尽致地批判是何等的尖锐和深刻啊 丨 事实正

是这样 。 历史上凡是热衷于搞封建独裁专制的君主 ，
无不具

有独夫 民贼 ．
的特性和本质 。 谭 嗣 同对封建专制 制度的批判 更

激进 、更猛烈 。他除了痛斥 和揭 露封建君主专 制的弊病之外 ，

还尖锐地揭 露和批判 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 的纲 常名 教制度 。

他指 出 ：

“ … …
数千年来 ，

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 ， 由 是酷焉

矣 ！
”

①
“二千年来君 臣

一

伦 ，
尤为黑暗否塞 ， 无复人理 ，

沿及今兹 ， 方愈切矣 。

”
②他抨击封建君主 “非 有 两 鼻 四

目
， 而其 力出 于人也 ， 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 ？ 则赖

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 ， 能制人之身者 ， 则 能制人之心 。

”
③

因此 ， 他 勇敢地提出要冲决封建纲常 ｆ，数的网罗 ，
希望通过

变法废除那 害人的礼教伦理 Ｍ度 。 可见
，
他多 少触动了 封逢

专制主义的本质 ，
击 中了 一些要害 ； 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

超过 了其他改 良主义者 。

严 复除了 辛辣地批 判君主专 制 制度 、 提出
“

重 民抑君
”

的主张 外 ， 还系统地介绍 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
从

而在思想上 、 理论上武装 了改良主义者 ， 使他们批判封建专

制主义的斗￥深刻而有力 了 。

改 良主义批判 封建专 制制 度，
要求变法的根本 目 的是要

求建立议会政治 ， 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 。 因 此 ， 早期改 良主

义者破天荒地提出了在 中 国设议院 的主张 ， 并把它作为清朝

一

切 制度改革 的中心。

议院是资产阶级社会 制度的核心 部分 。 敢于将这 种制度

①②③ 《谭嗣 同全集 》 第 １ ４ 、 ５ 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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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到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了 两千余年的中国 ， 使人们知道在

封建制度之外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 ， 不仅具有极大的进

步意义 ， 而且需要不怕杀头的勇气 。 郑观应是第一个介绍西

方的议院并建议清政府采取这种制度的思想家 。 他首先以令

人神往的笔调把议院赞美的完美无缺 ， 他说 ：

？ “
议院者 ， 公

议政事之院也 。 集众思 ， 广众益 ，
用人行政 ，

一秉至公
，
法

诚良 ， 意诚美矣 。

……故欲籍公法以维大局 ，
必先设议院以

固民心”
。 他还说 ：

“

泰西 各国 ， 咸设议院 ” “

而致富强 。 因

此 ， 设不设议 院亦是中国强盛的关键 。

“
欲行么法 ， 莫要于

张国势 ， 欲张国势 ， 莫要于得民心 ， 欲得民心 ， 莫要于通下

情 ， 欲通下情 ， 莫要于设议院 。

”
①马建忠在法国留学时还

具体向国 内介绍了西方
“
三权分立

” 的 政 权组织形势 ， 他

说 ：

“
各国吏 治异同 ， 或为君主 ， 或为民主 ， 或为君 民共主

之国 ， 其定法 、 执法 、 审法之权 ， 分而任之 ，
不责于一身 ，

权不相浸 ， 故其 政事纲举 目张 ， 粲然可观 。 催科不 由长官 ，

墨吏无所逞其欲 ； 罪 名定于 乡老
，
酷吏无所舞其文 。 人人有

自立之权 ，
即人人有 自爱之意 。

”
②对于 当 时的中 国人士来

说 ， 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是十分新奇的 ， 如果将其

和清政府作
一

比较 ， 洒方的社会制 度要百倍优越于 中 国的封

建专制 ， 早期改 良主义者也只有异 口 同声地赞美了 。 他们认

为 中国如果富国强兵也必须效法英美 ，
建立议会政治 。 他们

同时具体设想了议会制度的实行办法 ， 即在中央设议院 ， 在

①


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１
， 《议院》 。

②马建忠 ：
《适可斋记言》 卷 ２

，
《上李伯相 言出

洋工课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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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设
“
乡 官

”
。

“
由百姓公举

”
产生 。 被选举的人

“
其年

必 足三十岁
”

，

“
其产必及一千金 。

”
①这 明显地代表正在

中 国兴起的那些民族资 产者的
“富民

”
利益 ， 反映了这些

“

富民
”

企图参与政权的要求 。 这 当 然也是对清朝封建专制 政

权的有力冲击 。 何启 、 胡礼垣的主张更为激进 。 他们不仅要

求清政府设立议院 ， 而且主张全面改革官 制 ，
实行责任内阁

制 。 具体办法是把英国 当时的政 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

来 。 康有为等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 则把
“建议院 以通下情

”

（的主张作为变法维新政纲的核心 。

改 良主义者用西方的议会制度去批判和取代中国的封建

专制制度 ， 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
一次空前的深刻批判和沉重

打击 。

四 、 批判
“

重农抑商
”
的陈词滥调 ， 要求发展资本

主义经济 ， 摧毁封建专制主 义的经济基础

在批判封建顽固派反对变革的腐朽思想 的过程中 ， 早期

改良主义者尤其掲露了顽固派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小

农经济思想

自 给 自 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权赖 以生存的根基 。 历代

的封建统治者 ，
无论是开明者还是 昏庸者都竭立维护在小农

经济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 所以他们都是
“重

农抑商
”
的提倡者 ，是以 “农为治 国之本

” 的坚持者 。在民族

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发 展的时刻 ， 清政府中那些封建顽固派更

重弹起了
“重本抑末

”
的老调 ， 大叫

“
愚 以为国家之制 ， 在

①陈炽 Ｉ 《庸书 》 内 篇 ，
卷上

，
《乡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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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本而抑末
”

。 ①有人更强调说 ：

“
伊古以来 ， 国家殷富大

利在农 ， 为今之计 ， 莫若重农 。

”
②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看法

与此完全相反 ， 他们认为 中 国富强之道在发展工商业 ， 要以

商为本 ， 促进农副各业。 薛福成认为 ，
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

活中有重要 ．的作用 ，

“
有商则 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 ， 农可

通其所植而植益盛 ，
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 是握四民之纲

者商也 。 此其理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 ， 六经之内所未讲 。 西－

洋创此规模 ， 实有可操之券 ，
不能执

‘

崇本抑末
’

之旧 说以

难之
”

。 ③郑观应指出 ：

“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 农无商

则种植之类不广 ，
工无商 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
， 商业

“有益

于民
， 有利于国

”
。 ④ 他认为 中 国商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就

是 由于
“重农轻商

”
的小农思想所造成的 。 因此他强调

“欲

振兴商务 ，

．

必 先俯顺商情 ， 不强其所难 ，
而就其所易 ，

不强

以所答 ，
而从其所乐 。

”
⑤王 韬在

一

篇文章中则就封建顽固

派 口头
“童农

”
而实际

“毁农” 的表 现 作 了 十分深刻的揭

露 ，
他说 ：

“遇拘之士
，

… …重农而轻商 ，

… …鸣乎 ！ 即其

所言农事以观 ，
彼亦何尝度土宜 ， 辨 种 植

， 辟旷地 ，
兴水

利 ， 深沟洫 ，
泄水潦 ， 备旱千 ， 督农肆力于南亩 ， 而为之经

营而指授也哉 ？ 徒知丈 田征赋 ， 催科听租 ， 纵悍吏以殃民 ，

① 
曾廉 ：

《盡Ｓ奄集 》 ， 《再答杨生子玉书》 。

②徐致祥 ： 《嘉定先生奏议》 ， 《论时势折》 。

③薛福成 ： 《庸愈全集》
，

《海外文编 》 ， 《英吉利甩

商务辟商务说 》 。
－

④郑观应 ：
《盛世危言 》 卷 １

，
《商务》 。

⑤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１

，
《商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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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之虎狼而己
”

。 ①王韬在这里讲的
．

确实是封建社会 中的

真实面貌 ， 那些 “
重农抑商

”
的高唱者 ， 实际是发展农业生

产的虎狼 。 推行
“重农抑商

”
的结果 ， 使

“
山多宝藏不能兴

也 ， 水多货财不能殖也 ， 道途跋涉舟车空也 ， 城廓倾颓登凭

寂也 ， 官府豺狼民侧 目也 ， 厘米贼盗贼裹足也 ，衙门 苞苴无忌

惮也 ， 监牢地狱绝祥刑也
”

。②结果弄得
“

国体弱则 外侮生 。

”

③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对小农经济思想的批判更为深入 。 他

们在许多论著中指 出
“
以农立国

”
是中 国几千年来停滞不前

的重要原因 ， 也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各国的一大病根 ， 而且人

们思想的保守 、文化 的落后 、各种愚昧主义的盛行都根源于小

农经济之中 。 因此
，
他们明确提 出 中国应

“
定为工国 。

” 康

有为对光绪皇帝说 ：

“
国尚农 ， 则守 旧 日 愚 ； 国尚 工 ， 则 日

新 日 智 。

……

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 ，
已为 曰 新 尚 智之宇宙

矣 ， 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 旧 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俱乎 Ｉ
”
④

应当 指出 ，改良主义者虽然反对
“
重农抑商

”
， 但并非不

主张大力发展农业 。 他们认为 ， 发展农业的关键是要采用先

进的生产技术 ， 象西方各国那样采用机器生产 。 郑观应在其
１

《盛世危言 》
一

书 中就大力赞美西方各国发展农业的迅速 ，

他说 ：

“
其＆者 ， 农部有专官 ， 农功有专学 ，

朝得一法 ， 暮

已遍行于民间 。 何国有良规 ， 则至相仿效 ， 必底于 成 而 后

已 。 民心之不明 ， 以官牖之 ， 民力 之不足 ， 以官辅之 ， 民情

①王韬 ： 《锼园 文录外编 》 卷 ２
， 《兴利》 。

②③何启 、 胡礼垣 ：
《新政真注》 二编 ， 《新政论议》 。

④康有为 ： ＜请励工艺奖创新折 ？戊戎奏稿 ＞第２ ０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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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便 ， 以官除之 。 此所以千耦其耘 ， 比户可封也 。

”
①陈

炽更建议清政府放弃传统的方法 ， 应效法西方 ， 立农会 ， 讲

农学 ， 兴农政 ， 达到以商促农 。 康有为则提出工农业并举 ，

以机器促进农业发展 ， 并具体描绘了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农

业的画图 。

“重农抑商
” 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的

一

贯政策 ，
改

良主义者敢在这方面向封建制度提出挑战 ， 是值得称许的 。

五 、 批判封建的科举制度 ， 要求兴办各种新式教育 ，

破格选拔各种人才 。

改良主义者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 。 王 韬说 ：

“人才者 ，

国势之所系也 。 国家之有人才 ， 犹人身之有精神 。

” ②郑观

应也指出 》

“人才者 ， 国势所由 强 。

”
③康有为 、 梁启 超 、

严复不仅大力呼吁人才的重要 ， 而且亲 自 办学校 ， 执教鞭 ，

献身于教育事业 ， 严复的大半生就是在天津水师学 堂 渡 过

的 。 但是 ， 改 良主义者所指的人才是熟悉发达的资本主义文

化 ，
可以使中 国富国强兵的各种真才 ， 并非那些为皇帝服务

的无所作为的封建奴才 。 从这个角度出发 ， 他们对培养封建

奴才的科举制度和清朝特有的赤裸裸让人们行私舞弊的捐官

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 冯桂芬认为科举取士
“
意在败坏天

下之人才 ， 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 那些举人 、 进士大都是

①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４ ， 《农功 》 。

②王韬 ：
《驶园尺牍续钞 》 卷 ７

，
《代上苏抚李宫保

书》 。

③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１
， 《学校》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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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亡命之徒
”

，

“
寡廉鲜耻 ，

坏法乱纪
”
的 败 类 ， 这 只 能

：

＊
有害于士 ，

无利于 国
”

。 ①郑观应指 出 ， 科举制度
“
所学

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天下之无谓 ，
至斯极矣 。

” “
中国文

试而不废诗文 ， 武试而不废 弓矢 ，

… …以此而言富强 ， 是欲

南辕而北辙耳 Ｉ
”
②王韬进一步指 出 ：

“
今国家取士 ， 三年

而登之贤书 ，
升之大廷 ， 称之曰翰林 ， 以为天下人 才 在 是

矣 ， 不知所试者时文耳 ， 非 内圣外王 之学也 ，
非治国经野之

道也 ， 非强兵富民之略也 ，
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 ， 正

坐此 耳 ！

”
③与此 同时 ，

他们还揭露 了清政府靠官吏举荐人

才的弊病 ， 郑观应说 ： 朝廷
“屡诏 中外大臣 ， 保举人才 ， 然

所谓大臣者 ， 分高位 崇 ， 与下民隔绝 ， 虽有奇杰异能之士 ，

安得而知 ， 何从而发 ？ 日 夕所接者 ， 下僚狎客而已 ， 僚客未

必有才也 。 所习 者私亲秘友而 己 ，
亲友未必有才也 。 不得已

而应诏 ， 亦推学
一二有交之显宦 ， 或庸儒无能之辈 以塞责而

已 ， 何曾 保一岩穴隐遯之真才哉 １ 以 中国天下之大 ， 人文之

盛 ， 何在无才 ， 或淹没不彰 ， 或名 山终老 ， 苟科名 蹭蹬 ， 则

不得
一

伸其志者 ， 皆科 目 害之耳 。

”
④何启 、 胡礼垣则大胆

地对清朝的捐官制度提出 了批评 。 他们认为
“
鬵爵卖官 ，

乃

弊政中 之至弊 ，

”
欲取真才 ，

“
非先废捐 纳不可 。

”
⑤戊戌

变法时期康 、 梁等人对科举 制度的批判尤为深刻 。 康有为认

①
冯桂芬 ： 《校邠 庐抗议》 卷下 ， 《改 会试议》 、

《改科举 议》 。

②郑观应 ：
《盛世危言 》 卷 １

，
《考试 》 上 、 下 。

③王 韬 ：

《驶园文录外编 》 卷 １
，

《原才》 。

④郑观应 ： 《盛世危言 》 卷 １
，

《考试》 上 。

⑤何启 、 胡礼垣 ： 《新政真诠 》 二编
，

《新政论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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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八股取士是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ｉ具 ， 并把废八股作为
？

变法 的童要＾？环 。 梁启 超则把科举制度痛斥为庸人学士猎取

功名 的手段 ，
他揭露在科举制度上建立的官制极为黑暗 ， 形

成
“
习 非所用 ， 用 非所 习

”

；

“一官数人 ，

一人数官 ， 牵制

推诿 ，

一事不举 ， 保奖蒙混 ， 鬵 爵充塞 ， 朝为市侩 ， 夕登显

秩 。

”
①谭嗣同更为愤怒地指出 ：

“
地球上不论何国 ， 但读

宋朗腐儒之书 ， 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 ， 即是 人 间 地 狱 。
”

严复在 《救亡决论》
？

中对八股取士的抨击尤为严．

厉
，
他说 《

“
八股取士 ， 使天下消磨 岁 月 于无用之地 ， 堕坏志节于冥昧

之中 ， 长人虚骄 ， 昏人神智 ， 上不足以辅 国家 ， 下不足以资

事畜 。

”

－综合改良主义者的这些论述 ，
他们是要说明原有的封建

社会的一套选举人才办法 已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 为此 ，

他们在批判这些封建旧教条的过程中 ， 又具体阐明 了对立于

科举制度的一套 旨在培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才的 各种

方法 。

其一曰 ， 兴教育 。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母机 ， 也是传播思

想的阵地 ， 任何社会变革如果没有教育作基础 ， 最终要流于

失败 。 改良主义者十分清楚这个道理 。 郑观 应 说 ：

“
学 校

者 ， 造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也 。
”
②何 启 、 胡 礼 垣

说 ：

“
一

国之人才 ， 视乎学校 ， 学校溢 ， 则人 才 乏 ， 学 校

广 ， 则人才多 ，

”

中国学校少 ， 所以人才缺 ， 如果
“
立 中国

①


梁启超 ： 《变法通议》 ，
《饮冰室合集 》 第 ３ 页 。

②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１

，
《学校》 、 《考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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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败之地 ， 则必先有能立中 国于不败之人乃可 ， 此非宏学

校不能也 。

”
①马建忠则明确 提出

“练将之法 自学院始

“一
曰分设小学以广收 罗 。

… … 二曰设立大学院以专造就 。

”

②梁 启超在 戊戎变法 中也提出 ：

“
变 法之本 ， 在育人才 人

才之兴 ，
在开学校 ；

学校之立
，
在 变科举 。

”
③康有为述具

体提 出 了 要在全国广设大学 、 中学 、 小学 ， 尤其要办天文 、

地现 、 化学 、 电学 、 医学 、 光学 、 矿学 、 机器 学等 各种专 门

学 堂 。 在十九世纪 末年的 中 国 ， 新 式学堂的 是个新鲜事物 ，

３ 时虽设立了 几个如福州航政学堂 、 天津水师学堂式的学习

自 然科学的洋学堂 ， 但都受到 了颃 固 派的种种责难 ，
以至各

种 专门 学堂很难兴办 。 所以 ，
改 ａ主义者在这里为大办学堂

的呼喊 ，
不仅是培养 各种专 门 人才的需要 ， 也是对传统的封

建埋学正统思想的 桃战 。

其二 曰 ， 破资格 。 资 历深浅是封违社会 用人的重 要标准

之
一

。 淸王朝 建立后 更注重资历 ，
凡选官吏 ， 论资排 辈 。 所

以 用 人唯 资是当 时压制人才的最恶劣 的手段 。 早在鸦 片 战争

前 夕 ，
龚 自 珍就对此作过深刻 的揭露 。 他指出 ， 清朝 的读书

人一般三十来 岁进入官场 ，
到 ｓ上大官时要熬上三十多年 ，

那 时牙齿掉光 了 ，
头 发 白 了

，
精神不 振了 ，

同 时怕丢 官而畏

缩不前 ，
玩物丧志 ， 但又不ｆｉ

■

退位 ，

“

仕久而恋其籍 ， 年 尚

①何 启 、 胡礼垣 ： 《新政真诠 》 二编
，

《新政论议》 。

②马建忠 ：
《适可斋记言 》 卷 ３

，
（〈 上李伯相 复议

学士如璋奏 设水师书 》 。

③梁启超 ： 《西学书 目表后序 》
，

《饮冰室 合集》

第 １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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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其子孙 。

”
即使偶然退位后 ， 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也因

资历浅而选不上来 ， 这正如俗话所说 ：

“

新官忙碌石呆子 ，

旧官快活石狮子
”

。 ①因此龚 自 珍大声疾呼要 不拘一格降

人才
”

。 早期改良主义者继承了龚 自珍的思想 ，
提出了 “人

人皆 可以为官
”
②的 口 号 ， 去对抗清政府的用人唯资 。 郑观

应提出 ， 在考试中要
“量其才而不拘 资格 ， 精其选而不必定

额数。 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 ， 未便更张 ， 亦须令 以 制 艺 之

外 ， 习 一有用之学 ， 或天文 或地理 ，
或算学或巧

强之事 ， 苟

能精通制艺 ，
呈不甚佳 ， 亦 必取 中 。 如制艺之办 ，

一 无 所

长 ， 呈文字极优 ， 亦置孙山 之外 。

”
③王韬指出 ：

“人才既

拘于资格 ， 则不问其才否 ， 外而郡邑诸吏上下其手 ， 颠倒是

非 ， 官一切不能问 ，
曰非是且遭驳斥 。 持守愈 固 ， 蒙 蔽 愈

深 ， 厥病 曰痼 。

”
④他反复强调 ， 选才要

“
勿限于门节， 勿

拘于资格 ，
毋拘情私 ， 毋存轻藐 ， 有能干者立予拔擢 ， 将一

奖而百奋 ， 人才 自 出矣 。

”
⑤梁启超等对封建社会论资排辈

的现象深恶痛绝 ， 他们把这种状况斥之为误 国病民的根源 ，

并提出
“
变法

”
先

“

变人
”
的主张 ， 要求清政府破格起用革

新人才 。 他们严正指出 ， 如果靠这些顽固腐朽的老 官 僚 变

法 ， 这只是一句空话 。

概而言 之 ， 改良主义 者从实现在中 国发展资 本主义工商

①

■

《龚 自 珍全集》
， 《 明 良论三 》 。

②何启 、 胡礼垣 ：

《新政真诠 》 ，
二编 《新政论议》 。

③郑观应 ： 《盛世危言》 卷 １
，

《考试》 上 。

④王韬 ：
《驶园尺牍续钞 》卷 ７

，
《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

。

⑤王韬 ：
《驶园尺牍续 钞》 卷 ２

，
《拟上当事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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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 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 目的 出发 ， 提出了ｕ

套选拔培养人才的办法 。 这些主张深深烙有资产阶 级 的 印

记 ， 又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人才使用 ， 所以

和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选择人才的方法针锋相 对。 从这个角

度来看 ，
他们从

一

个方面 揭了封建 旧制度的 疮疤 。

结 束 语

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 前后持续三

十来年 ９ 他们不仅揭露和批判 了封建顽固势力 、 封建专制制

度和纲常 名教 ， 还尖锐地抨击 了洋务集团 。 从而促使 了 中国

人民的觉醒 ， 迎来了 近代 中 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 潮 流 。 但

是 ， 由于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的 软弱性 ， 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是极不彻底的 。他们 虽然批判 了封建君主专制 ，但对封建皇帝

的权力和地位仍是维护的 ， 他们同封建统治者也不是根本对

立的 。他们批判了封建礼教 ， 但在他们的思想还保留不少封建

主义的毒素 。 因此他们没有 、 也不可能对封建主义进行彻底

的批判 。他们没有坚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作基础 ，没有从人民群

众中寻找支持力量 ， 所以他们还经不起封建顽 固势力 的反扑

而败下阵来 。 他们向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斗争 ， 但远远没有完

成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使命。 致使封建专制主义还在我

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里散发着冲天的臭气 。 因此
，
埋葬封

建专制主义的光荣使命 ， 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肩头 ？

了 。

６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