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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
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
还要大于江督。
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
当地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
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
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
多。
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
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引发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
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
自办咨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
中，起了执全国牛耳的作用。
　　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
咨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
；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来的在形式上要比之前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
的差。
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或有
势力的人物勾结而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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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直隶地方议会政治1912-1928》由六部分组成。
先是纵向梳理直隶地方议会的演变情况；继之对直隶地方议会运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加以分析；
其后则将直隶代议政治的实态分为三个横剖面进行专题研究，一是选举的困境，二是议员群体分析，
三是地方议会的实际运作，借此管窥当时中国地方政治的转型问题，探究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
　　进入20世纪以来，地方自治、选举、议会及由此形成的代议政治，这些近现代西方宪政的精华成
为国人挽救危机、振衰起弊，进而强国利民的“屠龙之术”。
然而，清末民初的自冶推行和代议政治的尝试，却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景象，越来越沦为摆设，
只是在经过中国本土因素的改造后，开始和后者糅合起来共同塑造当时中国的政治面向。
　　直隶地方议会的研究尚属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这种“拓荒”工作能为今人和后人提供诸多相关历史知识；不惟如此，著者希冀透过这一北中国地方
议会的“标本”，来略加检视近代国人尝试代表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代议政治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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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军，河北高邑人，1971年生。
1990—1997年在河北大学历史系学习，师从黎仁凯先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7年至今，在河北省委党校从事教研工作，现为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2005—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师从张鸣先生，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教书之余，仍心系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参与或主编《李大钊全集》、《中国政党》、《丰碑》等
，亦有十余篇相关论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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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研究缘起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不开对以往经验、教训的
整理、总结。
历史的探究总能给人以启迪。
一百年前，中国秦汉以来厉行的国家对社会专制、中央对地方集权，以及行政集权的社会政治制度，
开始发生变化，尝试引入代议制度机制。
清末的咨议局和北洋时期的（临时）省议会就是推行地方代议制的机构形态，试图通过西方代议制解
决社会全面危机，是当时多数仁人志士的追求，但并不成功。
这其中所能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却远比这一结果值得探究。
　　进入20世纪以来，地方自治、选举、议会及由此形成的代议政治，这些近现代西方宪政的精华成
为国人挽救危机、振衰起弊，进而强国利民的“屠龙之术”。
然而，清末民初的自治推行和代议政治的尝试，却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景象，越来越沦为摆设。
换言之，引进的外来制度严重水土不服，在经过中国本土因素的改造后，开始和后者糅合起来共同塑
造当时的中国政治面相。
这种情景更明显地体现于当时的地方政治之中。
在这一层面，地方自治、选举和地方议会在地方制度变迁中发挥了怎样的角色和功能，又怎样影响着
地方政治的运作？
选举式代表制适应当时的国情民情吗？
本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笔者希望通过对直隶地方议会的研究，勾画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重
要面相，借此管窥当时中国地方政治的转型问题，并由此更好地解读前者。
　　近代著名方志学家贾恩绂曾说：“自欧风东渐，民治萌动，虽以专制政体历数千年之我国亦不得
不征求民意，使之参政，此代议制所由设也⋯⋯其议员之产生皆由选举，于是选举之制大兴。
选出之人为代表民意，与古者乡举里选专为一人仕进之阶不同。
”寥寥数言概括了代议制在近代中国的兴起背景，以及新政治主体——议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角
色。
所谓代议制，是指代议的理论和原则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具体运用后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清末“新政”以来，由于传统的国家政权形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西方宪政思想又适值
此时传人，于是国家政体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转型。
在此背景下，基于代议政治的议会制的引进，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现象。
以往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对地方代议政治的注意力较少。
各地方议会通常或者作为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变迁中的一种政治现象被提及，或者作为与中央国会相联
系的政治现象被提及，流于简单化结论，缺少深度的个案剖析。
可以说，20世纪存在于各省的地方议会，对于生活在今天的绝大多数国民来说，俨然“天方夜谭”，
直隶地方议会留给今人的历史记忆尤其可怜。
　　近些年，虽有一些学者对地方议会（包括作为其雏形的咨议局）有所关注（侧重东南及长江流域
），但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谈论咨议局的性质并非容易的事情，因为第一，关于各省咨议局实际
活动的材料尚无人进行过系统整理。
要全面了解各省咨议局的活动情况，现在还有一定的困难。
第二，各省咨议局组成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它们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以江苏咨议局同甘肃咨议局相比，前者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后者直到武昌起义后仍追随总
督反对共和，死保清朝皇室。
如果把这两个咨议局说成是性质一样的东西，那是无论如何不能令人信服的。
”民初各省地方议会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从深化清末民初地方政治多重面相的层面上说，各地方议会对各省地方政治乃至中央政治产生
过较大的影响，撇开代议制的政治框架，很多政治现象与问题就无法得到解释；从更高层面上看，探
讨当时议会体制植入中国这块社会土壤时所产生和面临的问题，剖析中国近代政治的艰难转型，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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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加深对国会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加大对各地方议会的拓展研究。
因此，地方议会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们要深入了解各省地方议会的实际运作情况，为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就必须
要探究各省这种运作背后的社会政治势力依托，要探究代议体制与传统集中统一的行政体制的冲突以
及代议政治与官僚、军阀政治的复杂纠葛，也要探讨作为代表的议员的法定角色、实际角色、期许角
色间的差异及其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探讨，也是对中国近代地方政治研究的极大丰富。
因此，笔者选择地方议会研究，致力于地方代议制在近代中国的尝试研究，努力从既往的历史中获取
新知和启迪。
　　此外，直隶在近代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直隶地方议会是一个在北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意
义的案例。
在清季，直隶一直为北方的中枢，直隶总督一直是两个分量最重的地方要职之一（另一个是两江总督
），直隶也是新政“模范”省；进人民国之后，直隶成为袁世凯和各派军阀刻意经营、争夺、控制的
重要地盘，其地方代议制的尝试也一度对本地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直隶咨议局和省议会存续时间较长，且一直处于封建官僚政治或军阀政治的控制之下，有着复杂多变
的表现。
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直隶地方代议制的尝试既有和他省的共性一面，也呈现出较大的特殊性。
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尚没有学者对近代直隶的地方议会开展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分
析（详见研究述评一节）。
作为一个地方政治史上有待开拓的新领域，对直隶地方议会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可以为把握地方
代议制在北中国地域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个案。
　　罗隆基曾言：“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
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
”基于此，本书试图一方面借助历史学的叙述、阐释，从直隶地方议会的演变中去理解代议制度在清
末民初的变化；另一方面借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从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去理解地方议会，从而更好地
理解既往的历史，使其以丰富饱满的形象及散发出的沧桑幽思留在今人和后人的记忆深处。
　　研究述评　　近些年来，清末民初代议制的尝试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已有大量研究
成果问世。
就总体而言，对清末民初地方议会的研究，经历了从总体性宏观研究向区域性微观研究的趋势。
　　早期的相关论著主要有王道编写的《中国选举史略》（1917）和刘东严编著的《中国选举史要》
（1930）。
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介绍选举制度为主。
前者“重于事实而略于理论。
间有关于年来学者议论之烧点，亦稍出以己意而为之解决”。
后者为刘东严在国立成都大学撰写的毕业论文，“胥重史乘”，以为国家选举贤秀提供得失考鉴。
1930年李剑农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对代议政治作了一定探讨，称咨议局是各省立宪派法
定的集合机关，在辛亥革命中投机革命；对民国省议会则重点论述了联省自治运动。
台湾学者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1931）和邱昌渭的《议会制度》（1933）对中央层面实施代议制
的成败得失作了分析、总结，对地方议会只是附带提及。
　　此外，黎文辉编著的《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之实际与理论》（1936）、董修甲编著的《中国地方自
治问题》（1936）、陈之迈撰写的《中国政府》（1945）、钱端升等合著的《民国政制史》（1946）
等，也各从自治、省制等角度对咨议局和（临时）省议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对代议政治的关注、研究有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识，
作了一定的实用性探讨。
代议政治的引进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时人在编撰有关论著时，除力图反映代
议政治（主要是中央层面）演变实况外，也往往试图对该问题进行总结，阐明作者自己的见解、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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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地方代议政治的研究多从地方制度（省制）变迁、沿革的视角叙述、立论。
在代议政治实验中，地方议会更多体现为对不同区域社会政治的影响，且发展极不平衡。
因此，时人多侧重地方议会的制度设计，对各地方的实际运作情况很少涉及。
　　1949年后，尤其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开始较多关注议会历史的研究。
吴玉章1956年发表文章，认为各地咨议局“在革命以前一方面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一方面因为要求政
治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反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革命以后，它虽然竭力表示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但是因为它和旧势力在一起形成了对抗革命派的
联盟，在实际上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就为此后研究定下了基调。
　　与大陆学者宏观的粗线条研究不同，台湾学者多力求通过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省咨议局
和省议会进行较为具体而深入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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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的实习课。
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
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
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
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代表（行为）意味着，用回应的方式，以被代表者的利益进
行活动。
代表必须独立行为；他的行动必须是谨慎的和有判断力的；他必然是（被认为是）那个能够独立行为
的人。
被代表者也必然是（被认为是）能够独立行为和判断，而不仅仅是被照管。
　　——Hanna F.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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