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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其间的30年对满清皇室而言如白驹
过隙。
就在冯玉祥的革命军逼宫之前，溥仪还在过着“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日子。
但这30年于中国，却是苦难的30年，也是大变革的30年。
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都排斥变革，认为完美无缺的自己并不需要做什么
变化。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上国梦，让中国人痛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逊色于外国的并不仅仅是长
枪和大炮。
紫禁城内外都响起了“求变革”的声音。
那些“西体不如中体”的自我安慰已经经不起现实的考证。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着君主专制的皇权政治，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强大的皇权。
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皇帝就是中国的最高权威。
但是起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积弱就起于那个只手遮天的皇权。
背负着封建色彩的知识分子们也顺其自然地将强国振邦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于是，1898年康有为等知识分子上书光绪，要求立宪制，设议院，废科举，译新书，还要求兴工商，
建军队，育新人。
让康有为等失望的是，羸弱的光绪终究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中国的封建体制也比日本的强大和顽固
得太多。
戊戌变法在戊戌政变中匆匆收场，维新志士逃的逃，死的死，光绪本人也被幽禁在了瀛台。
那个被世人称作慈禧的老太太在事实上坐主着中国江山，成为皇权的真正持有者。
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义和团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中国南北。
他们高喊扶清灭洋，以为只要将那些和“洋”字沾边的东西从中国的土地上铲除殆尽，中国就能重回
到往昔的安宁之中。
可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仍以悲剧收场，他们誓死要“扶”的清政府，已油尽灯枯。
那个以强硬著称的慈禧在洋人们的威逼下，一面出逃紫禁城，一面下令剿杀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
》签订后，才战战兢兢地重回京城。
慈禧违心地说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她感觉到民心的离散，皇权的不稳，她试图用主动改良，来挽救大清江山，她颁布了变法上谕，派大
臣巡游各国考察宪政。
她也发现，英国之强不在于维多利亚女王有多聪明，而在于它有个才人云集的议会。
可是，这作为自救的新政，于巩固大清衰微的皇权而言，已经太晚了。
已经有中国人醒悟到，皇是皇，国是国。
皇权无以挽救中国，皇权是中国的病根。
革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驾崩，年幼的溥仪登上皇位。
强主去世幼主新立，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已分崩离析，这正是革命的大好时机。
“反帝必先反清”的理念宣扬起来，茁壮成长。
长沙发生了暴力抢米事件，莱阳出现了抗捐起义⋯⋯革命浪潮滚滚袭来，武昌起义爆发了，绵延2000
多年的皇权政治在转瞬间灰飞烟灭。
1912年2月，宣统逊位。
中国人丢开了皇帝立起了总统。
三权分立、契约政府、民主选举、议会共和⋯⋯一系列新鲜的政治名词纷纷登场。
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革命者孙中山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但是，那些取自西方的共和思想、政治制度，真的能在中国扎下根么？
立新并不比革旧容易，新成立的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为中国更换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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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废除主奴身份，取消原清朝法律中所有关于“贱民”的条令，却除不尽中国人忠君效主的情愫。
它剪了国人的辫子，却剪不断国人的传统情结。
它鼓励工商，振兴农业，可在列强横行，战乱频发的动荡时局下，中国的国力仍疲弱不堪。
临时政府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让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更广泛地传播。
但这些还不足以让中国真正地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大清的皇帝妃子们还好端端地住在紫禁城里，他们似乎并不相信“大清王朝已成历史”，每天还会有
臣子去给溥仪请安。
而革命家孙中山还未来得及奠定好共和的基础，就被野心家袁世凯顶替了职务。
袁世凯一点点地侵吞着革命果实，试图将民国政府改造成绕着他袁世凯起舞的小朝廷。
孙中山联络革命党掀起了讨袁之战，结果讨袁不成，反倒为袁世凯所讨。
在镇压完那些不驯服的声音后，袁世凯开始大摇大摆地复辟帝制，在1915年12月宣布建立中华帝国，
定元洪宪。
他搬到了紫禁城里，和逊帝溥仪开始了“同一屋檐下”的生活。
但是，袁世凯并未察觉，中国已经回不到往日的皇权岁月里去了。
在他称帝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都宣布独立，并组织人马一股脑地向他冲来。
练兵起家的袁世凯，被这排山倒海的反帝制队伍吓坏了，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他被赶下了执政台，并为千夫所指，他在落寞中一病不起，终是一命呜呼。
袁世凯的失败并不能震慑住那些揣着皇帝梦的野心家。
黎元洪在袁世凯下台后当起总统，和总理段祺瑞展开恶斗，不想惹来了一心复辟帝制的张勋。
张勋拖着辫子，率数千人马开进北京。
他匍匐在溥仪脚下，发誓帮溥仪夺回江山。
紫禁城在这时也似乎现出几番兴隆的迹象，还是个孩子的溥仪把恢复大清当成己任，在帝王教育的熏
陶和一帮老臣地教导下，他坚信“帝制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不过，张勋明显辜负了溥仪的希望，他的“辫子军”在反复辟力量的打击下，迅速崩溃。
张勋本人也跑到外国使馆逃命去了。
绵延2000多年的皇权政治并不会在一朝一夕间消失，辛亥革命后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洪宪帝
制”后又出现了“辫子军”。
只是，它们一个比一个不成气候。
历史的变迁轨迹逐渐分明起来。
张勋复辟失败后，紫禁城依然没有放弃恢复皇权的努力。
它不断在那些曾声称要效忠大清的民国要人身上找寻希望，从康有为到徐世昌，从徐世昌到吴佩孚，
但这些人或无力，或无心，都没能给它实质性的帮助。
大清的王公贵族们组织起了宗社党，也想用起义的方式重建皇权，到头来，依然一无所获。
民国政府内的权力斗争让人们暂时忽略了紫禁城的“小动作”。
可好运并不会一直伴随着紫禁城。
一个叫冯玉祥的军阀发现了溥仪的“雄心壮志”，他先是带兵冲进北京，赶走了靠贿选当上大总统的
曹锟，然后又着手修订清室优待条件，命令手下鹿钟麟“请”溥仪出宫。
在鹿钟麟“炮轰紫禁城”的威胁下，溥仪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自己生活了10多年的家——中国封建时代
的最高权力象征——紫禁城。
从此后，紫禁城里没有了皇帝，中国也再无皇帝。
从1894到1924，在复辟与反复辟中，英雄与国贼并起，先驱者和保守者迭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浸
染着悲剧色彩，可将他们的悲剧穿在一起当作一整幕戏，又会发现，这幕戏却并不是悲剧。
历史可以很残酷，历史又前向而行，个人的悲剧后面是时代进步的希望，溥仪离开紫禁城时，并没有
谁喊着“扶清”口号前来相助。
那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孙中山等革命者的苦心，可这些人毕竟开了中国现代化之先，让后来
的人可以顺着这“现代化”的命题，将历史演绎下去。
就是在他们一次次失败的起义、革命、运动中，皇权政治风光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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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到1924，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的大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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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894到1924，在复辟与反复辟中，英雄与国贼并起，先驱者和保守者迭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
都浸染着悲剧色彩，可将他们的悲剧穿在一起当作一整幕戏，又会发现，这幕戏却并不是悲剧。
历史可以很残酷，历史又前向而行，个人的悲剧后面是时代进步的希望，溥仪离开紫禁城时，并没有
谁喊着“扶清”口号前来相助。
那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孙中山等革命者的苦心，可这些人毕竟开了中国现代化之先，让后来
的人可以顺着这“现代化”的命题，将历史演绎下去。
就是在他们一次次失败的起义、革命、运动中，皇权政治风光不在。
从1894到1924，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的大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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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894：甲午年的耻辱　　一　不合时宜的寿宴　　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本不是一
个特别的年份，但历史决定了那一年的特殊。
那一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60岁的生日。
慈禧太后，那时的大清国举足轻重的顶级人物，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1894年是大清帝国的“老佛爷大
寿年”。
　　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北京城就弥漫起过节的气氛。
　　那时候，中国人要大操大办的节日不多，皇帝、皇太后的寿辰就是国家的重大节日。
中国人祝寿极其重视整寿，慈禧的六十大寿定要大办特办风风光光。
从紫禁城东华门到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都搭建起各式各样的漂亮棚子，看得人眼花缭乱。
十年前慈禧过五十大寿时，刚好赶上中法战争，寿典进行得并不那么痛快，再往前推十年，慈禧的四
十大寿倒是过得不错，只是生日过完没多久，她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就因一场怪病身亡了。
虽然慈禧也知道，时下局势不好，朝廷需要银两应对日益紧迫的国内外局势，但她却不想为国家大局
放弃这好不容易盼到的整寿生日。
　　当时的朝廷，事事要看慈禧的脸色，慈禧的脸一拉下来，所有的文武大臣们包括光绪皇帝都胆战
心惊。
大家一早就摸清了慈禧的心思，谁都不好在办生日宴上惹慈禧发脾气。
慈禧曾说过：“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令彼终生不欢。
”　　仗要打，慈禧的生日更要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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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后的皇权（1894-1924）》由李涛编写。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其间的30年对满清皇室而言如白驹过隙
。
就在冯玉祥的革命军逼宫之前，溥仪还在过着“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日子。
但这30年于中国，却是苦难的30年，也是大变革的30年。
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都排斥变革，认为完美无缺的自己并不需要做什么
变化。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上国梦，让中国人痛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逊色于外国的并不仅仅是长
枪和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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