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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筚路蓝缕的一代（代序）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
在晚清十年新政中，开国会，立宪法，是一个最主要的诉求。
从市井的贩夫走卒、渔樵耕读，到紫禁城里的皇帝、皇太后，无论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把立宪终
日挂在嘴边。
立宪主义者声称“速开国会，可以革除一切贫弱之源”，仿佛一朝立宪，立即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朝野对国会与立宪开展了大讨论。
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层层递进，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最初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慢慢变成支持的声
音占据上风；最初把立宪当成化解革命的止痛药，以为立宪了，革命党就没有造反的理由了；到后来
革命已经四面起火了，朝廷又把立宪当成保君权的灵符，企图用宪法把摇摇欲坠的皇冠永久固定下来
，一时间“君主立宪”高唱入云，听得人们耳朵起茧；再到后来，革命党也造反了，君权也倒了，人
们又以为国会与立宪是保证政府有效率运作的工具，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选择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
行政权大还是立法权大。
真正认识到立宪是为制约权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潮
流的大方向，却是没人可以扭转的。
在经纬万端的晚清政治中，立宪是一个枢纽。
1910年清廷公布的立宪时间表：1912年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1913年开设议院。
人们质疑：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国会？
为什么不能马上立宪？
朝廷的理由无非是人民缺乏政治训练，程度不足，准备不够充分。
于是，人们便认为朝廷是故意拖延时间。
朝廷不让民众拿起选票，民众就拿起枪炮了。
结果，在清廷定下宣布宪法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民国兴。
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政制的枢纽，在于国会。
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
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
这是一段何等风光的岁月，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党、社团诞生，每天都有新的报纸面世，言论开放，
处士横议，献可替否，群策群力。
议员候选人到处演说政纲，争取选票；选民扶老携幼，排队投票，选举议员。
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竟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
一切都像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万象更新，生机勃勃。
在宋教仁、梁启超等党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代议政制在中国的成功实现，仿佛只差最后一厘米距离
。
这足以证明所谓民众程度不足的说法，完全是瞎说。
国会从1913年开始制宪，这在中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
议员们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交出了一部《天坛宪法草案》。
可惜生不逢时，因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二次革命起，党狱大兴，国会议员停止职务之令下，制宪大业
，遂成画饼。
代议政制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选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流氓骗子、官僚政客。
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
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
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
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
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从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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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
但可惜，又是上错天堂投错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锟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和晚清的《宪法重
大信条十九条》一样，纸墨未干，又被推翻。
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民国初年这段国会制宪史，真是艰难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泪。
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20世纪20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
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
有识之士认为，与其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可以不必通过
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
北美十三州经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渴望和
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
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靡全国。
可惜——这两个字每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让人留下无尽的惋叹——联省自治的理念，
不敌大一统的理念，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最终难逃倏兴倏灭的命运。
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
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
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
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
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
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
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
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
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二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
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
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回顾这段历史，能不感慨万千？
中国第一代的国会议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缅怀的。
那时当议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想出名吗？
几百个议员，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政团领袖也许可以出名，但一般议员哪有什么名可出？
想图利吗？
议员的津贴十分微薄，而且到后期常常拖欠，也无利可图。
在那么混乱的时代，遍地烽火，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文人，被军阀用刺刀驱赶或者豢养，像丧
家犬一样四处流浪，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们从不言放弃。
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部宪法吗？
民初的政治生态，并不像现在很多“民国粉”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那么雍容娴雅，只不过政治领域
的污邪，暂时还没有毒化到学术、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广大的民间社会。
民初两度复辟帝制，三度解散国会，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十几年战乱频仍，仅此足以想象那时的政
治生态，是怎样一种状况了。
议员既然从事政治，他们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作为个人，也干过不少丑事，身上背负着不少污点，
甚至罪恶，被社会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恶谥。
但对议员的整体而言，这个恶谥多少有点污名化、以偏概全，并不十分公平。
在几百位议员里，固然有专为破坏制宪、捣乱国会而来的人，但大部分议员在坚持立宪这件事上，还
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无愧于议员称号。
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
本书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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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
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
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让我们向那些为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而含辛茹苦、不懈奋斗的先辈，脱帽致敬。
惜如斯结局，幸精神不死。
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
叶曙明2012年12月1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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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品看点
▲100年来最好看最完整的北洋国会历史
▲总统之争、派系厮杀、贿选丑闻、外交之辱，再现中国首次民主转型的阵痛
▲余世存、马勇、解玺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内容简介
1911年，辛亥风云突变，告别帝制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此时，开国会、立宪法、建立共和政体，成为举国上下的最大诉求。
仿佛国会一开，即可中华崛起。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政制的枢纽在于国会。
以梁启超、宋教仁为首的议员，在国会上选总统、制宪法、监督政府、弹劾官员，距离一个宪政民主
的中国，仿佛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的吊诡，恰在瞬息之间。
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兴起、曹锟贿选，一波紧随一波，国会三度解散，议员四处流散
，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

本书生动、真实地再现1911-1928这段国会历史，探寻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如何从万众期待之中
，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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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筚路蓝缕的一代（代序）第一章 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1911.10—1912.3）辛亥年，武昌城，首义
之后首议国会从咨议局到省议会共和元年议员们出场借款风波《临时约法》乃约袁之法第二章 民元第
一国会（1912.4—1915.11）共和国立，革命党消“病议院”遇上“病内阁”国民党大获全胜谁谋杀了
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众声喧哗，初试啼声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夭折日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1916.6—1919.5）梅
开二度对德宣不宣战倒退到辛亥年护法与违法研究系退场孤独的大元帅国会是一个死结第四章 流离失
所，各自为政（1919.6—1921.5）上海和而不谈南北国会，各忙制宪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安福国会
倒闭孙文放弃和谈非常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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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教仁被女党人掌掴8月25日，盂兰节前一天，处暑时节的天空，一片晴朗。
国民党在北京骡马市大街虎坊桥湖广会馆开六党合并成立大会。
直到这时，同盟会内对改组合并，仍有诸多歧见，以致会场上争吵不休，闹得比酷暑的天气还要热。
人丛之中，忽然有两位女士直奔宋教仁面前，二话不说，左右开弓，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大骂：“
我辈初系秘密结社，为国牺牲，在所不惜。
今虽功成，仍须团结，共策国事。
乃尔曹出卖母党，将官僚与投机分子掺入，事先又不曾向老同志一一协商通过，如此擅作主张，批尔
之颊，该也不该！
”这两人是同盟会女党人唐群英、王昌帼。
宋教仁被打得眼冒金星，居然神色不变，镇静回答：“所责极是，我理当接受。
不过，这次改组合并，业经海外各支部同意，有文件可稽。
且未实行合并之前，各派报纸早已将消息披露，你们岂一无所闻之理。
唯藉此女权高涨之际，自应以你们为鉴，我实敬佩。
”一番绵里带针的话，说得两位秘密结社、不读文件、不看报纸的女豪杰哑口无言，经大家劝告，只
得怏怏下台。
宋教仁先被马君武批颊，又被女党人批颊，都能克制自己，平静对待，甚至“唾面自干”，更显其宽
厚的局量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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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会为立宪国民所一日不可缺，等于日用饮食。
——梁启超    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
——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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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会现场:1911-1928》编辑推荐：100年来最好看最完整的北洋国会历史，总统之争、派系厮杀、贿
选丑闻、外交之辱，再现中国首次民主转型的阵痛。
余世存、马勇、解玺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国会为立宪国民所一日不可缺，等于日用饮食。
——梁启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
——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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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叶曙明先生这本《国会现场：1911-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
时代特有气息。
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
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 马勇叶曙明先生此书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大发现：宪政之难，不
在于民众程度太低，而在于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诚哉斯言。
——《梁启超传》作者 解玺璋我们中国人知道“开会”、“议事”也需要规则，需要学习，是从康梁
孙黄一代开始的。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学习的路上。
叶曙明先生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温开会议事的历史艰难之路，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课。
——青年思想家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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