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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 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

开 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
。

与此同时
.

中

国人民也开始 了寻求真理
、

寻找救国道路的艰辛曲折历程
。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前的半个世纪里
,

伴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 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

步发展
,

中外文化交流的 日益频繁
,

西学东渐规模的逐步扩大
,

田绕着
“

中国向何处去
”
这

个历史主题
,

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探索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
。

在他们中间
,

有舞文弄墨

的文人学者
,

有投资近代工商业
、

惨淡经营的民族资本家
,

有饱读诗书
、

通过科举正途而跻

身于朝士行列的政府官员
、

驻外使节
,

也有厕身于洋务活动
、

为洋务大员出谋划策的幕僚
。

尽管 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
,

生活经历迥异
,

但是在国家贫弱
、

外敌入侵
、

民族面临危亡的时

刻
.

他们从爱 国主 义出发
.

渐次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方案
,

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
,

留下了可贵

的足迹
。

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
,

使中华民族蒙受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耻辱
。 ’ `

中国向何处去
” lh此

成 为贯通整个近代的迫切的主题
。

虽然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惨遭失败
,

被迫订立城下之盟
,

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义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然而以道光

皇帝 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

反省致败之因
,

其颓预无知
,

虚骄

自大
,

依然如故
。

但是
,

鸦片战争的炮火毕竟使
“
天朝帝国

’ ,. `野蛮的
、

闭关自守的
、

与文明世

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 ,

①
,

这在客观上为西方思想文 化的输入扫清了政治障碍
。

更重要

的是
,

赔款割地的奇耻大辱深深刺痛 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士大夫
,

强烈 的

优患意识促使 他们认真思考西方侵略及优越文明构成外压所带来的中国出路问题
,

而林

则徐
、

魏源
、

徐继舍
、

梁廷栩等人则成为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中的首批杰出代表
。

鸦片战争前
,

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闭关政策
,

不仅造成了广大下 层群众对外界的无

知
,

而且也使统治阶级本身自食恶果
,

以致出现了
“

中国官府
,

全不知外国之政事
,

又不询

问考求
,

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
”

的局面
。

然而
, r
户国毕竟在正 义之战中被打败

,

这 个冷酷

无情的事实使正视现实的爱国士大夫们认识到
:

要想战胜碧眼隆准自皮肤的陌生对 乒
.

必

须得首先 了解它
; 要想弄清中国失利的原因

,

必须对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 扦所在的那个社

会进行一番全面的考察
。

按照这个逻辑 在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
,

林则徐
、

魏源等人先后编

译 了《叫 洲志 》
、

《海国图志 》
、

《碱环志略 》
、

《海国四说 》等关于外部世 界的书籍
。

它 fl’ 〕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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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先进知识分了爱国主义思想和开放意识的具体表现
,

也成为古老

中华民族初步觉醒 的标志
。

通过努力探索
,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到了各国的地理
、

历史
、

物产
、

习惯和风土人情
,

而且也了解到了层次较深的经济和政治情况
。

其中
,

欧美诸国是他

们关心的重点
。

这些国家精湛发达的科学技艺
、

以商立国的繁荣经济
,

都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
。

至于西方资产阶级竭力标榜的资本主义民主
,

他们不仅注意 了解
,

而且还给予了

积极的评价
。

例如梁廷扔说
: “

余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
,

行之久而不变
,

然后知古者可畏

非民之未为虚语也
。

彼 自立国以来
,

凡一国之赏罚禁令
,

咸于民定其议
,

而后择人以守之
。

未有统领
,

先有 国法
,

法也者
,

民心之公也
。

统领限年而易
,

殆如中国之吏
,

虽有善者
,

未尝

以人变法
,

既不能据而不退
,

又不能举以 自代
。

其举其退
,

一公之民
。 ’ ,

②对于美国的资产阶

级 民主制度
,

魏源更是盛赞其既
“

公
”

且
“

周
” : “

公举一大酋总摄之
,

非惟不及世
,

且不四载

即受代
,

一变古今官家之局
,

而人心肩然
,

可不谓公乎 ! 议事听讼
,

选官举贤
,

皆自下始
,

众

可可之
,

众否否之
,

众好好之
,

众恶恶之
,

三占从二
,

舍独拘同
,

即在下预议之人
,

亦先由公

举
,

可不谓周乎 !
’ ,

③徐继舍在 《该环志略 》中
,

不仅将 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的瑞士称为
“
国无苛政

,

风俗俭朴淳良
,

百年不见兵革
”

的
“

西土之 桃花源
’ ,

④
,

而且将美国 民主制度的

主要创始人华盛顿尊为
“

泰西古今人物
”
之首

,

并称赞其
“
不 膺位号

,

不传子孙
,

而创为推举

之法
,

几于天下 为公
’ ,

⑤
。

国门洞开
,

向外探求
,

使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比较中不仅看到了中西文明的明显差

异
,

而且也看到了彼此差距
。

一向被中国视为夷狄的西方也有强于华夏之处
,

这一现实使

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很 自然地产生了向西方学 习以抵制侵略的思想
,

魏源将这一思想概括

为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

然而
,

由于时代
、

阶级和认识的局限
,

他们既没有提出中国应当学

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议
,

也没有提出符合中国近代国情
、

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
。

在 他们看来
,

所谓
“

夷之长技
”
不过是林则徐所说的坚船利炮

,

不过是魏源所说的战船
、

火

器和养兵练兵之法
,

这些才是值得中国虚心学习
、

认真研究的
。

这种在军事上学习西方以

救 国的见解显然缺乏深度
,

然而
,

作 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第一个救国方案
,

却意义重大
。

它的提出
,

不仅在思想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心理障碍—
“

华夷之辨
” ,

而且也为后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指明了大方向—
“

师夷
” 。

沿着这个方向
,

生活于江南地 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冯桂芬又将近代爱国思想发展到 了一个新水平
。

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京城之时
,

《北京条约 》等一批新的不平等条约签订

之 际
,

拥有丰富西学知识
、

痛感
“

夷患不 已
”

的冯桂芬怀着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和危机感
,

写

下了他的优时之作《校邯庐抗议 》
。

在这本书中
,

他通过对西强中弱
、

西富中贫原因的认真

分析
,

得 出了五不如
“

夷
”

的结论
,

除了林则徐
、

魏源等人所说的
“

船坚炮利不如夷
”
之外

,

中

国还有 四不如
“

夷
” ,

就是
“
人无弃才不如夷

,

地无遗利不如夷
,

君民不隔不如夷
,

名实必符

不如夷
’ ,

⑥
。

这就是说
,

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不如西方
,

就是在教育
、

经济
、

政治等方面
,

也

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差距
。

那么
,

怎样才能改变中国
“

不如夷
”

的状况呢 ? 冯桂芬认 为
,

要改

变这种状况
,

只有向西方学 习
,

进行 自上而下的改革
,

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
。

为此
,

他提出

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

从这些措施的实际内容来看
,

其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明显扩大了
。

当

时
,

冯桂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
,

而且也主张学 习西方的科学技艺
,

还主张仿效

西方
,

采用机器进行农业耕作
,

开采地下矿产资源
,

藏富于民
。

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
,

冯桂

芬通过阅读西书已对它有很深的了解
,

并通过比较
,

看到 了它比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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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

他曾说
“

法苟善
,

虽蛮貂吾师之
” 。

但在封建观念构成的氛围仍十分浓重的情况下
,

对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异议
,

职卑位微的冯桂芬不能不有所顾忌
,

这从下面

的史实 中已反 映出来
: 《校邺庐抗议 》手稿本中

,

在《公黝涉议 》篇的末段
,

有这样 一段话
:

“

及见诸夷书
,

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
,

传贤不传子
,

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柜中
,

视所推最

多者立之
,

其余小统领皆然
。

国以富强
,

其势骚骚凌俄
、

英
、

法之上
,

谁谓夷狄无人哉 ! ” 在写

上这段话之后
,

冯桂芬又将它全部删去
,

以免招惹麻烦
,

并另加浮签批注
: “

末行似不足为

典
” ,

并将
“

传贤不传子
”

一语的
“

贤
”

与
“

子
”

字
,

涂抹得难以辨认⑦
。

其矛盾心态显而易见
。

冯桂芬虽然没敢 明确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 义民主制度的主张
,

但他却在为改变
“
君民隔

阂
”

而提出的
“

公黝险
” 、 “

复乡职
” 、 “
复陈诗

”

等措施中
,

将民主的精神注入其中
。

例如
,

在
“

公默陡
”

措施中
,

他把对官吏考核的优劣
,

同
“
乡人

”

即百姓 的意见联系起来
;
将官吏的升

降
,

同百姓的
“

公论
”

联系起来
;
在

“

复乡职
”

措施中
,

他设计了一套选举程序
:

由百姓选举有

一定任期的乡官
,

乡官没有
“

缉捕
” 、 “

征收
、 “

断狱
”
的权力

,

但却有推选低级官吏的权力
;
在

“

复陈诗
”

措施中
,

他主张让
“

郡县举贡生监平 日有学有行者
” ,

以竹枝词一类的通俗诗歌上

呈朝庭和皇上
,

反映社会和 自己的苦情
,

表达 自己的政见
,

对于陈诗者
,

朝庭有赏无罚
,

言

者无罪
。

从这些措施中
,

不难看出冯桂芬表达了十分微弱的以民主
、

自由为基本内容的民

权 思想
。

总之
,

先进知识分子冯桂芬在 60 年代初将中国人民关于救国道路的探索又推向了一

个新的台阶
。

审视他所提出的救国方案
,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特点
,

即将向西方学

习的思想和改革内政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

这样
,

不仅使学 习西方的范围扩大到了科

学
、

技艺
,

而且也触及了经济
、

政治等社会层面
,

从而表达 了朦胧微弱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呼

声
。

这种进步 的爱国思想
,

不仅启迪了 70 年代探索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
,

而且也影响

了一批 8 0
、

9 0 年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

但是
,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
,

他们提倡发

展资本主义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

西方廉价商品潮水般涌入
,

造

成 了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衰败
,

人们生活更加贫困
。

7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边疆危机
,

使中外

民族矛盾 日趋尖税
。

进入
“

求富
”

阶段的洋务运动
,

其弊端开始明显暴露 出来
。

与此同时
,

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中国民族资本所经营的近代企业也开始创办
,

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

和速度也有了显著扩大
。

所有这些
,

都促成了中国知识界的进一步分化
。

以王韬
、

薛福成
、

马建忠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
,

继续探索救国真理
,

提出了一系列救国主张
,

表达了更

加明确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向
,

站在同代人的前列
。

与 19 世纪 刁。
、

50 年代爱国知识分子相比
,

70 年代的王韬等爱国知识分子 们开眼看

世界的幅度更为广大
。

除了以西书为媒介了解世界以外
,

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与来华的洋

学士朝夕过从
,

切磋知识
。

也有些人则亲历西方
,

足践欧土
。

因此
,

对于大干世界的了解
,

他们远远超过了 4 0
、

50 年代的先进知识分子
,

对于世界大势和中国所面临的危境的认识
,

也非 60 年代初的冯桂芬所能匹敌
。

当时
,

他们普遍认为
,

当今的时代是弱肉强食 的时代
,

贫弱的中国正处于强敌的环伺之中
。

中国要想摆脱危境
,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平等地

位
,

必须尽快富强起来
。

正如王韬所说
: “

所谓万国公法者
,

必先兵强国富
,

势盛力敌
,

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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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入乎此
,

否则束缚弛骤
,

亦惟其所欲 为而已
。 ’ ,

⑧他们也一致感到
,

中国要转弱为强
,

只有

求变
,

这是形 势所迫
: “

诸国既持其长
,

自远而至
,

挟其所有以 傲我之所无
,

日从而张其炫

耀
,

肆其欺凌
,

相轧相倾
,

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 , ”⑨ .’

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
.

安能垮

于欧洲诸大国
,

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 ’
,

L
.

为此
,

他们从多方面批评了墨守成规
、

食古不化

的封建顽固派
。

对 于只限于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和科学技艺的洋务求
“

变
”

措施
,

他们也大加

抨击
。

他们认为
.

中国要想富强
,

必须改革
“

积数百年末流之弊
’ ,

0 的弊法
,

同时
,

必须向西

方学习
。

但是
,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明面前
,

什么是中国应当学习的关键呢 ? 经过认

真分析
,

他们取得 了一致的看法
:

发展工商是西方富强的关键所在
,

因而也是中国应当取

法的当务之急
。

当时
,

他们的共同思路是
,

富强是救国的根本
,

而求富又是求强的前提
。

王

韬说
: “

先富而后强
’ ,

L
,

马建忠则言
: “

治国以富强为本
,

而求强以致富 为先
。 ’ ,L那么

,

如何

才能致富呢 ? 对于这个问题
,

王韬
、

薛福成
、

马建忠等爱国知识分子分别提 出了自己的见

解
。

王韬认为
,

兴利是求富的关键
。

他说
: “

中国地大物博
,

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
,

特当

轴者不能 自握其利权
,

自浚其利蔽
,

而鱼为之兴利焉耳 !
’ ,

叹基于这样的认识
,

他提出了采

用西方雇佣劳动和公司组织以经营工矿交通企业的主张
: “
开掘煤铁五金诸矿

,

皆许民问

自立公司
,

视其所出繁旺与否
,

计分征抽
,

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
。 ’ ,

9
“

制造机器
,

兴筑铁路
,

建置大小轮船
,

其利 皆公之于民
,

要令富民出其资
,

贫民蝉其力
,

利益溥沽
,

贤愚同奋
。 ’ ,

L

他充满信心地说
: . `

诸利既兴
,

而中国不富强者
,

未之有也
。 ’

,@l

薛福成则提出了
“

夺外力以润吾民
”
的主张

。

他认为
,

当今的世 界是
“

各国竞事通商
”

的

世 界
。

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
,

就在于首先有了发达的工商业
. “
西人之谋富强也

,

以工商为

先
。 ’ ,

呀既 然中国不能禁止与各国通商
,

那么
, “

惟有自理商务而 已
’ ,

吟
.

即效仿西方
,

发展中

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

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

他说
: “

中国多出一分之货
,

则外洋少

获一分之利
,

而 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利
,

夺外利以润吾民
,

无俞于此
。 ’ ,

协可见
.

他强 调发展工

商业
,

与外人争利
,

其最终 目的
,

是
` ’

润吾民
” ,

即
“

富吾民
” 。

在他看来
, “

富吾民
”

是国家富强

的关键
。

他指出
,

中国在与外国通商时
,

只要能够做到
“

彼此可共获之利
,

则从而分之
,

中国

所自有之利
,

则仄而扩之
,

外洋所独擅之利
,

则从而夺之
’ ,

斡
.

那 么
, “

中国之富可期
,

而后诸

务可次第修兴
,

如是犹受制于邻敌者
,

未之有也
。 ’ ,

嵘

至于马建忠
,

则提 出了著名的
“

富民
”

说
。

他的葵本思路是
: “

转贫民为富民
.

民富而国

自强
。 ” 多很明显

,

他和薛福成一样
、

将
“
富民

”

看成是国强的基础
。

从这
~ 一荃本认识出发

.

马

建忠 又认为
,

通 商是求富的关键
。

他说
,

英
、

美
、

法
、

俄
、

德等国家
“
无不以通商致富

。

尝居其

邦而考其求富之源
,

一以通商为准
。

通商而出 口货溢于进 口者利
,

通商而出口 货等于进 口

者亦利
,

通商而进 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
。 ’ ,

娜据此
,

他提出了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

提高

中国丝茶的质 嗽和数最
,

扩 大销路
,

减轻丝茶税厘
;
仿效西方

,

设立
“

商务衙门
” ,
采取关税

保护措施
,

修改不平等条约
`
扫的商约等一系列具体主张

。

总之
,

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们用不

尽相 同的语 言表达了相同的救国见解
:

学 习西方
,

发展资本主 义工商业
。

这种主张将 60 年

代初冯桂芬朦胧而 含糊的发展资本主 义的思想完全明朗化了
。

它的出现
,

标志着近代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关
一

-J’ 救国道路的探索 又升华到
一

r 一个新的高度
。

需要指出的是
。

王韬等先进 知识分子在 70 年代也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

制度 月仁且有些 人还发表了一些赞美之词
,

仃1是
,

他们并没有将它视为西方富强的根本
,

从

而是中国富强的 关键
。

在他们看来
.

西方议院制度的弊端远远多于它的优点
。

所以
,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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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是这个阶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
,

也是当时先进知

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从原来的商人
、

地主和官僚向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化的现象
,

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

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的
“

君主立宪
”

的呼声
,

渐次高涨
,

这是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关系变动下所产生的新的时代思潮
。

这时
,

早已出现的边疆危机
,

逐渐形成 了明显的 民族压迫形势
。

80 年代初的中法战争
,

90 年代初的中日之战
,

既暴露了

清政府的政治腐败
,

也暴露出洋务活动的种种弊端
。

这些社会因素极大地刺激了爱国知识

分了的政治敏感性
。

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们更加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
。

在艰苦探索的

基础上
,

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救国思想 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

由 70 年代主张发展资本

主 义经济
,

跨 入 80 年代进而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
。

在这些人 中
,

郑观应
、

陈炽
、

崔国

因
、

弓长树声
、

康有为等人是其代表
。

当时
,

先进知识分子们在寻找西方强盛
、

中国贫弱的缘由时
,

开始将 目光从经济领 城

转 向政治领域
,

而并不陌生的西方政治制度则首先成为他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
。

经

过比较和分析
,

他们普遍感到
,

西方的议院制度的确有种种优点
,

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

使国家富强
。

因此
,

中国要 想转弱为强
、

转贫为富
,

必须首先在这方面取法泰西
,

进行改革
。

例如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中指出
,

实行议院有许多好处
,

除了可以根绝专制
、

澄清吏治以

外
,

还可以使国家富强
,

抵御外侮
。

他说
: “

泰西各国
,

咸设议院
,

每有举错
,

询谋金同
。

民以

为不便者
,

不必行
,

民以为不可者
,

不得强
,

朝野
.

上下
,

同心同德
,

此所以交际邻封
,

有我薄

人
,

无人薄我
。

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
,

炮船之坚利
,

器用之新奇
,

用以雄视宇内
,

不知其折冲

御侮
,

合众志以成城
,

制治固有本也
。 ”
每他还说

: “

欲行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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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公他又说

: “

余尝阅万国

史鉴
,

考究各国得失盛衰
,

而深思其故
。

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
,

有民主之国
,

有君民共主之

国
。

君主者权偏于上
,

民主者权偏于下
,

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 ’ ,

酥显然
,

他所主张建立的是
“

权得其平
”
的

“

君民共主
”

的君主立宪政体
。

而这种主张也是当时多数爱国知识分子的共

识
。

例如
,

爱国知识分子陈炽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
“

君主之国
” 、 “
民主之国

”
和

“
君民共主

之国
”

三类
。

他认为
,

前两类国家均有弊端
,

只有君民共主最好
。

他说
: “

所谓君主者
,

有上

议院无下议院
,

军国大事
,

概掌于官
,

而 民不得预闻焉者也
。

所谓民主者
,

有下议院而无上

议院
,

朝章国故
,

乃岁需之款
,

概决于民
,

而君亦几同守府者也
。

洲惟君民共主之国
,

有上议

院
,

国家 爵命之官也
;有下议院

,

绅 民公举之 员也
。

院之或开或散有定期
,

事之或行或 止有

定论
,

人之或贤或否有定评
,

国用有例支
,

有公积
,

例支以给岁费
,

公积以备不虞
,

必君民上

下询谋金同
,

始能动用
,

公积不足
,

则各出私财以佐之
,

此所以举无废言
,

行无废事
,

如身使

臂
,

如臂使指
,

一心一德
,

合众志以成城也
。 ’ ,

份可 见
,

陈炽把能否设立君主立宪的议院看成

是国家兴亡的关键
。

他还认为
.

中国要想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

开设议院是最好

的办法
: “

今日万国通商
,

要求无厌
,

既立议院
,

即可以民情不顺
,

力拒坚持
,

合亿万人为一

心
,

莫善于此
。 ’ ,

娜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们不仅著书立说
,

倡言立宪
,

坐而 i仑道
,

而且他们之

中的一些 人还将思想见诸行动
。

中法战争前后
,

崔国因
、

郑观应
、

张树吉和康有为等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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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清廷
,

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
,

以救危局
。

最先上书清廷的是翰林院官员崔国因
,

并非过

去人们所认为的郑观应
。

在 1 8 8 3 年
,

即中法战争爆发的这一年
,

崔国因上 了《奏为国体不

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 》
。

正是在这份奏折 中
,

崔国因明确地 向清政府提出了

开设议院的要求
。

在奏折中
,

崔国因首先陈述了中国边疆危机的严重形势
. ,

然后提出了 10

项 自强之道
,

其中第 g 项便是
“

开议院
” 。

崔国因认为
,

设立议院
,

除了可以沟通上下之情

外
,

还可以使百姓了解真情
,

为国分优
,

解决兵源和晌源问题
,

从而更有效地抵御外侮
。

他

说
: “

且今 日之事势
,

为古今之创局
,

凡所议论
,

每骇听闻
。

而练兵
、

筹响各举为向未经见者
,

必斯 民身居局中
,

悉其原委
,

知此中之实有不得不然者
,

乃肯设身处地
,

为朝廷分优
,

而后

兵可增不 以为抽丁
,

响可增不 以为重敛
,

凡有设 施
,

坦 然明 白
,

所当行 者
,

乃可 次第行

也
。 ’ ,

L为了防止议院形同虚设
,

真正做到沟通上下之情
,

他又提出了议员的任期年限
: “

是

限以三年
,

使上议院无权重之弊
,

而下议院之新举 自民间者
,

于民事知之悉也
。 ”

崔国 因认

为
,

在这 10 项自强之道中
, “

设议院
”

是关键的一项
: “

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
,

增晌增兵之制

可以次第举行也
” , “
设议院者

,

所 以因势利导
,

而为 自强之关键也
。 ’ ,

@ 继崔国因之后
,

1 88 刁

年 6 月
,

正当中法交战之际
,

郑观应也
“
上书政府

,

请开国会
” ,

清政府
“
以狂妄之言

’ ,

0 予以

拒绝
。

同年 10 月 26 日
,

正任职两 广总督的洋务大员张树声在病危之际伏枕口授了一份奏

折
,

即他著名的《遗 折 》
,

也向清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要求
。

与崔国因一样
,

张树声在 《遗

折 》中也首先陈述了一番中国的危险形势
。

随后
,

他又大胆地批评了当道者的失策
。

接着
,

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开设议院的 主张
: “
论政于议院

,

君 民一体
,

上下同心
,

务实而戒虚
,

谋 定而后动
,

此其体也
。

轮船
、

大炮
、

洋枪
、

水雷
、

铁路
、

电线
,

此其用也
。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

用
,

无论竭撅步趋
,

常不相及
,

就令铁舰成行
,

铁路四达
,

果足恃欲 ?
’ ,

O 最后
,

他希望皇上能
“

通筹全局
,

取琴瑟不调甚者而改弦更张之
。 ” “

采西人之体
,

以行其 用
。 ’ ,

@

中法战争后的第三年
,

30 岁的无名秀才康有为来到北京
,

写了 《上清帝第一书 》
。

在这

份五千言的上书中
,

他向清廷提出了
“

变成法
” 、 “

通下情
” 、 “

慎左右
”

三项建议
,

以挽救中国

面临的危局
。

在阐述
“

通下情
”
主张时

,

康有为指出
,

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
,

使

民情不能上达
。

为了使下情能够上达
,

他建议清廷
“

增设训仪 之官
,

召置天下 誉贤
,

以抒下

情
” ,

这样
“

皇太后
、

皇上高坐法宫之中
,

远洞万里之外
,

何奸不照
,

何法不立哉
。 ’ ,

O 不难看

出
,

康有为设计的
“

训仪之官
”
既来自民间

,

又有向朝廷提出建议
、

发表言论的权力
。

显然
,

康有 为所表达的思想和郑观应
、

崔国因
、

陈炽
、

张树声等人所表达的君主立宪主张在本质

上并无二致
。

耐人寻味的是
,

在上书的这几个人之中
,

竟有为清廷效力的政府官员
、

封疆大

吏
。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
,

人们将康 有为看成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代表

人物之一
,

视郑观应为著名的早期维新人物
,

而将崔国因等人排斥在先进知识分子的行列

之外
,

斥之为反动的洋务官僚
,

即或有所肯定
,

至多只是地主阶级 中的开明派
。

笔者认为类

似评价有久公允
。

众所周知
,

贫弱的中国是裤西方 资本— 帝国主 义用武力逼上半殖民地

道路的
。

因此
,

完成 民族独立
,

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繁荣便成为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 民的时

代使命
,

也成为近代中国一切改革的核心内容
。

中国要实现独立和富强
,

就必须改变腐败

的政治制度
,

就必须向优越于中国的西方学 习
。

这正如毛泽东所说
: “
要救国

,

只有维新
,

要

维新
,

只有学 外国
。 ’ ,

L为救国而学 习西方的坚船利炮
、

洋枪水雷
;
为救国而学 习西方的经

济制度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为救国而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

这是近 代爱国思想发展

的必然轨迹
。

近代史上
,

任何一位关心民族命运
、

国家前途
、

正视现实
、

开眼看世界的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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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
,

都能够沿着这条思想轨迹前进
.

崔国因
、

张树声等人正是这样的爱国士大夫
。

因此
,

他们能够和康有为
、

郑观应等下层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形成共识
,

在行动上达到同步
。

总之
,

正是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努力探索
,

才将近代爱国思想逐步地推上 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阶

段
,

最终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及其期峰— 君主立宪
,

从而为 90 年代维新运动

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榜样
。

马关签约的消息刚传到北京
,

成千的旧式举人便
“

跪

着造反了
” 。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 ,

第 2 卷
,

第 3 页
.

《洁史列传》第 72 卷引梁廷扔 《合省国说自序 》
.

《海「日图志 》 ,

第 59 卷
。

《渡环志略》 ,

第 5 卷
。

《攘环志略》第 9 卷
。

《校那庐抗议
,

制洋器议》 。

《校那扩
.

杭议
·

公姗险议 》 ,

转引自陈旭棘钊丘代

史思辨录 》
。

《嫂园文录外编
·

变法 自强 上 》
。

《嫂园文录外编
·

变法 卜》
。

《嫂园文录外编
·

变法中》 。

《薛福成选集 》 , 《筹洋当议
·

变法 》 。

《张园文录外编 》 ,

第 1 16 页
。

L O @ 《适可斋纪言纪行 》 ,

第 l 卷
。

LL 《张园文录外编
.

兴利 》 。

LL 《嫂园文录外编》 ,

第 2 2 页
。

LLL醉公 《薛福成全集》 , 《筹洋气议
·

商政》
。

LL O 《盛世危言
·

议院》
。

OL 《庸 !亏
·

议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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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了重要作用
,

一直到封建社会中期
,

这种

理论无大变化
。

到封建社会后期
,

由于封建

统治的 日益衰落
,

国家的 教化职能与镇压

职能均待加强
,

汉代儒者所建立的正统法

理论与变化了的政治局面又出现了不适应

的情况
,

而且由于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
,

带

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封建正统法理论 日益暴

露出自身理论的粗糙
。

于是又有了带有思

辨哲学色彩的理学 国家观和理学法律观
,

并重提
“

重刑制民
”

的法律观念
,

以适应新

的政治需要
。

总之
,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在政治导

向下不断发展变化
,

法理论
,

法规范成为专

制君主的奴仆
,

这种现象
,

贯穿于中国古代

社会的始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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