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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考察晚清帝国改革运动如何走向失败的历史著作，它出版于十年以前，本书在辛亥革命一百
周年前夕有幸再次出版，分享着百年祭的厚重历史感。
作者很希望这本书能为理解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那场新政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辛亥革命的背
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世界历史来看，为什么有的改革能消弭革命，有的改革却会成为革命的
催化剂？
这也是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如果要让我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表达这本书写了什么。
我要说，我在这本书中试图回答两个与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个是，帝制中国为什么总是在陷入重大的危机以后，才得以过迟地进入了变革的时代？
另一个是，危机时代的变革，会陷入什么矛盾与困境？
我所考察的正是危机时代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我把这本书取名为《危机中的变革》，就立意于此。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
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
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
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
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
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
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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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是一本考察晚清帝国改革运动如何走向失败的历史著作
，它出版于十年以前，《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有幸再
次出版，分享着百年祭的厚重历史感。
作者萧功秦很希望这本书能为理解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那场新政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辛亥革
命的背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世界历史来看，为什么有的改革能消弭革命，有的改革却会成为
革命的催化剂？
这也是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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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以认为，如果光绪皇帝仅仅面对的是两千年中国社会的传统问题，那么，他的庸常禀赋与才干，他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所处的特殊的封闭环境，现实生活的贫乏的信息来源，以及刻板而单调的生活方式
，并不至构成严重的问题。
所有的传统性质的社会问题与矛盾，都可以按古老的程序与规则加以理解、解释与解决。
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守成”的人主而终此～生。
然而，他却生活在20世纪前夕的中国，面对的是险峻的国际环境，他的人生经验并没有能为他提供应
付新问题的知识与能力。
而他却注定要去实现中国专制政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
中国需要彼得大帝，但在中国19世纪末的特定时期却并没有产生彼得大帝的历史条件。
同样，就戊戌变法派人士一方而言，这些具有热诚、激情和献身精神的布衣之士，同样缺乏传统政治
体制下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
除了谭嗣同是后补知府外，其余的人几乎没有做过官，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这一体制下的
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只是一知半解。
然而，历史又恰恰让这些没有当官实践的书生政治家，进入变法的最高决策层，去从事改造这一官僚
体制的最为艰困复杂的使命。
因为他们年轻、热诚而且敏锐，所以，对于中国面临的危机比大多数陈腐的官僚们更为焦虑；正因为
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他们也把中国改革的问题看得更为简单。
大胆而简单化的判断与思维，反而会产生一种政治激情，他们对皇帝的吸引力正是这种“初生牛犊”
式的激情。
在单调沉闷的宫廷气氛中，光绪皇帝以往见到的只能是那些暮气沉沉的老迈官僚。
这位涉世不深的皇帝和他们同样年轻，变法派的激情与热诚，深深地激动着他的心，使他看到了希望
与前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师翁同稣与徐致靖向皇帝保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样一批与皇帝年
龄相仿且同样满腔热血的志士，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国士。
于是也就“一意向用新人”了。
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从变法政治势力的结构组成来看，中间派官僚以其在传统体制内较为丰
富的政治经验与较为温和、平实与中庸的态度，可以在皇帝与新进的变法派之间，在守旧派与改革派
之间，以及在太后与皇帝之间，起到一种缓冲、中介与沟通作用。
然而，在甲午战争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失去了对光绪皇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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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从百年前新政改革的失败与革命的两难中寻找历史经验
资源对专制帝国变革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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