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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康梁到孙中山：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与实践研究》分别从社会历史观的形成演进以及宪政的思
想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对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宪政理念和实践的演进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梳理，并围绕清末民初宪政演进中遭遇的三对主要冲突即“君权与民权”、“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
和”、“改良或是革命”，对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民权思想的演进、宪政模式的选择和宪政路
径的变迁予以具体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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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选题的意义二、概念的界定三、研究回顾与特色创新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一章 清末民
初宪政理念概述第一节 危机与变革：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产生的契机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危
机二、“西力东侵”后晚清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深化三、新的探索：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甲
午战后制度变革的开始第二节 互释与转化：清末民初宪政理念形成的思想基础一、“西学东渐”对传
统观念的触动二、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产生的西学渊源三、清末民初宪政理念形成的中学渊源第三节 清
末民初宪政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一、晚清中国宪政理念的萌芽二、康有为和梁启超君主立宪理念的形成
三、清末民初从君主立宪理念到民主共和理念的演进小结第二章 “变政改制”的哲学基础：进化历史
观的形成及其影响第一节 从循环史观到进化史观的变革一、以循环史观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历史观二、
从循环史观到进化史观：康有为“公羊三世”历史观的形成三、康有为进化史观对其宪政理念的影响
及其历史局限性第二节 梁启超对康有为“公羊三世说”进化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一、梁启超进化思想的
形成及对康有为“公羊三世说”进化历史观的继承二、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进化史观的进一步发展三、
梁启超进化史观对其宪政理念的影响及其历史局限性第三节 从康梁“渐进”历史观到孙中山“突变”
历史观的演进一、孙中山对“进化”的诠释二、孙中山“突变”进化史观的形成三、孙中山“突变”
进化史观对其宪政理念的影响及其历史局限性小结第三章 君权与民权：民权思想的演进第一节 从“
君权至上”、“义务本位”到清末民权思想的产生一、传统社会“君权至上”、以“义务本位”为主
导的权利观二、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传人与晚清民权思想的产生三、清末民权思想的张扬：康有为民
权思想的基本诉求第二节 梁启超对康有为民权思想的发展一、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民权思想的基本主
张二、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民权思想的发展：注重思想启蒙与新民思想的形成三、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核
心——“以群术治群”第三节 清末民初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演进一、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权
思想二、民国初年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三、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精髓：“主权在民”小结
第四章 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宪政模式的选择第一节 传统政治制度模式的弊端及其变革一、康有
为、梁启超、孙中山对传统政治制度模式之批判二、晚清关于近代西方宪政模式的启蒙介绍三、维新
变法时期的制度变革与康有为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第二节 梁启超关于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一、
从君主立宪模式到民主共和模式的转变二、从主张民主共和模式到回归君主立宪模式和开明专制三、
从主张君主立宪模式和开明专制到对民主共和模式的认可四、清末民初梁启超宪政模式选择之“变”
的原因分析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关于宪政模式的选择与制度设计一、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宪政
模式的选择与思考二、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宪政的具体制度设计之一三、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宪政的
具体制度设计之二小结第五章 改良或是革命：宪政路径选择的变迁第一节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一般思
考一、改良与革命的概念分析二、近代西方主要国家宪政路径的选择第二节 清末民初宪政路径选择的
变迁一、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路径的选择——改良二、梁启超的宪政路径选择——徘徊于改良与
革命之间三、从改良到革命：孙中山关于宪政路径选择的思考小结第六章 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宪
政实践的考察及其效果考量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宪政活动一、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
的宪政活动二、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的宪政活动第二节 清末民初时期孙中山的宪政活动及南京
临时政府时期的立法成果一、清末民初孙中山的宪政活动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立法成果第三节 清
末民初宪政实践的效果考量一、百日维新期间政治变革的效果考量二、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变革与南
京临时政府时期立法成果的效果考量小结第七章 总结与思考第一节 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清末民
初宪政理念演进的原因分析一、以君主立宪理念为指导的政治改良运动的失败二、清末新政的姗姗来
迟与差强人意三、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胜利对清末民初宪政理念的演进起到了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四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民主共和理念的实践成为可能第二节 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清末民
初宪政困境的思考一、对近代西方宪政的认识偏差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三、清末民初宪政
之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缺失第三节 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清末民初宪政发展的启示一、要正
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宪政的实质二、宪政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本国历史与国情的基础之上三、宪政的实
现离不开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四、大力发展经济，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小结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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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康梁到孙中山：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与实践研究》的主旨是以清末民初三位宪政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宪政理念与实践的发展为主线，系统考察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与实践的演进
，揭示出这一时期宪政发展的逻辑进程与历史困境，试图为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点滴的借鉴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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