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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宪政的起步，始于百年前的清末立宪。
　　摆在面前的这本小书即是一部关于清末立宪的研究。
清末宪政史，早有前人详尽地写过。
而以十余万字的篇幅，无论从能力还是从分量来讲，要实现那样的目的都不可能——况且，重复工作
也无必要。
本书是想通过对清末立宪的选择、展开与被误待以及被截断的描述，把事实与思想、政治与历史本身
结合起来，以此破译中国宪政、中国社会的命运。
很明显，抱持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实在有些不自量力。
然而，“大愿望造就大动力”（Great laope makes great man），我常以此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并且
鼓励自己在痛苦难捱的时候坚持到底。
　　近代以来，无论历史做了多少铺垫，也无论新式政治有多少封建帝制的影子，中国政治都确确实
实发生了根本的转型；而这个转型不可能是某一事件的后果，也不可能是一小群革命领袖及其追随者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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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持续推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全面改革运动。
起初是“新政”，紧接着转入“仿行立宪”，从中央到地方、从统治者到士绅、从立宪派到革命党，
各阶层各团体都在不断“试错”，乃至垂死一搏。
这是清政府为求自救的最后一次变革，也是传统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第一次现代化尝试
。
回顾百年前的立宪试验，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宪政源于西方影响，但中国宪政自有其内在规定性。
正是这个内在规定性，把过去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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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爽，重庆人，供职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译有《打造美国——杰弗逊
总统与马歇尔大法官的角逐》(合译)，《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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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更充分地向列强表白自己“化敌为友”的心迹，慈禧进而又说了一句不顾体面的话：“量中
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想来此言一出，定会深得“与国”之“欢心”！
此时西方列国对华的态度与反应，已成为制约清廷出台施政措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列强曾经照会清国，要直接与光绪皇帝交涉有关外交事宜——这，正是慈禧太后最为忌讳的一点。
而现在看来，他们真正关心的，倒不是中国由谁来做皇帝的问题。
光绪也罢，慈禧也罢，这对他们，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各国能够维持和扩大他们既已到手的种种在华利益和势力范围。
按照列强的逻辑，中国太大、人口太众，以至于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此脑力与兵力，可统治此天下生
灵四分之一”；所以，各国只能固守现有的在华利益，各国也只有通过北京政府方能兑现他们强加给
中国的各种“新条约”、“新政策”。
要做到这一点，就非得保证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秩序和强硬的中央政府不可。
　　如果中国不思变革，而是继续积贫积弱，那么迟早有一天会引发天下大乱（“太平天国”、“庚
子拳乱”已是明证）。
而中国一旦失控，则各国不能不干涉。
到那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天下，仍能一统自主？
抑或不免分属诸邦？
”早在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克在向中央政府递交的《新议略论》照会中就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过
这个问题。
[8]中国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所以，列强们并不在乎由谁来坐龙椅，只是希望看到中国维持稳定局面，希望中央政府保持权威与强
力；而且，这个中央政府最好开明一些，能跟得上世界潮流，懂得怎样与他们长期“合作”，而不是
像那些拳民，见了洋人就砍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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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旧王朝与新制度：清末立宪改革纪事（1901-1911）》作者是想通过对清末立宪的选择、它的展
开与被误待、以及被截断的描述，把事实与思想、政治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以此破译中国宪政、中
国社会的命运。
书中各章所述之史实，是构成清末最后十年“新政-立宪”这一时代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通过这些环节的连缀，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新制度是如何在旧王朝的母体中发育、演变，并最终
撑破了它所寄生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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