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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
民初政治之“别史”。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
变而拥护共和。
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
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
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
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
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
盖难估计。
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张朋园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
变而拥护共和。
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
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
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
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
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
盖难估计。
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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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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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绪论梁任公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结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当时
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为之年，以其戊戌以来所奠定的赫赫声名，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亦正是其时
。
惟当时的环境，是否容许他一展身手，仍是问题。
　　民国初年（在此指北洋时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约与梁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相始终。
）的社会有三大特色：　第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
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就第一义而言，民国肇建，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可谓之为新纪元的
开始；袁世凯掌握权力，旋即称孤道寡；洪宪帝制平复，宣统复辟随之，这一连串的帝制事变，可谓
之为旧传统的延续。
但是这新纪元与旧传统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伸引。
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观察，推翻清朝的两大势力：　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同时以政党形式参加权力的角
逐。
政党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此亦为开创新纪元之举。
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数都是逊清的遗老，他们一部分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一部分则别有
打算，他们的思想仍以旧传统为范畴，虽然新思潮已令他们震撼。
　　因此，在这新旧交错的时代，从开始便是三元竞争的局面。
三元中的新旧人物固然有泾渭之分，革命党与立宪派也有激进与缓进之别。
政治权力的分合，往往由连横合纵之运用而变迁。
论民初三派人物，革命党与立宪派虽然激烈温和不一，但同时皆以民权政治为理想，应该有相互提携
的可能性。
立宪派与旧官僚大多有士绅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种限度的妥协余地。
难于相合的是革命党与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两者皆属南辕北辙。
因此，立宪派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初的权力变化，立宪派实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角逐权力，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的对象，因为旧官僚为实力（军权）在握者；旧官僚
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与立宪派联手。
但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立宪派与官僚派一新一旧，基本上难于持久合作，一朝旧势力藉立宪派的协
助打倒了革命派，则立宪派亦不免遭受排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革命党与立宪派在元、二年分别改组为正式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后
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凯之排挤。
　　民国初年仍是旧势力占上风的时代。
代表新潮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失势之后，旧势力一无惮忌，旋即走向反动，袁世凯的称帝似乎早在预
料之中；但是，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返回传统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弱的，激进与温和两派不期而
然地联合起来，阻遏逆流，袁氏称帝失败似亦在意料之中。
袁世凯死后，旧官僚之中复辟派转而得势。
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残余势力重心转到段祺瑞身上。
段氏与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联合，击溃复辟，是为新旧交替中之又一次激荡。
最后段祺瑞又与进步党分裂，旧势力继续控制北京，新势力则酝酿卷土重来。
以上是为第一义。
　　就第二义之中央与地方盛衰而言，当袁世凯的势力占上风时，北京的政权是坚实的。
袁世凯堪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人才，如果他的行为，不顽强地抗拒新纪元的开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于
新旧的交替。
当时思想开明的人士，无不寄望袁氏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础，为万世开太平。
如果他有华盛顿的雍容气度，国民党和进步党，一激进，一缓进，未尝不是中国两党政治的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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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排除政党政治，若不称帝，仍然可以坐拥大权，维持统一的局面。
民国三至四年之间，全国趋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没有前此的更动频仍，各方面的建设已有逐渐
推动的迹象。
不幸，洪宪帝制破坏了趋向安定繁荣的机会。
　　袁世凯死后，旧势力分裂。
由于旧势力之互相倾轧，演成军阀的混战局面，加上激进的革命党遭受排斥，南北对峙，中央权力遂
由坚实而式微。
经直皖、直奉之战，全国糜烂，地方割据主义亦自此嚣张起来。
　　再就第三义而言，由于中央权力的式微，军阀之忙于互争雄长，思想界得到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机
会。
这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眼见时局的混乱，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吁救国，各抒所见
。
他们的思想无论是激烈的、温和的、进取的、保守的，各执其说，有的谈问题，有的谈主义，民主、
自由、资本主义、马列主义，都一齐提到了，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这就是五四运动。
在周策纵的笔下，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真可谓之为“万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的命运大半操诸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推动时代的巨轮，加速其转动。
当然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中国的幅员辽阔，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处没有回旋的
余地？
他们不仅发为言论，还要付诸行动呢！
虽然这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宜妄加价值判断，但显然的，中国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时代。
　　民国初年的情况如此，梁任公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所作为吗？
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准备呢？
　　梁任公，举人出身，属于上层的士绅阶级。
无论他是否重视这个在传统中受人羡慕的身份，士绅阶层却视其为成员之一，以他为联络的对象，加
上他的赫赫声名，士绅阶级更是要竭力笼络的。
也许就因为这一个士绅背景的关系，任公在清季的激进思想是短暂的，他与革命党始终不能水乳交融
。
当他与革命党周旋受到挫折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士绅阶级，认为他们比较容易接近，可以引为知
己。
古人所言“物以类聚”，今人言“阶级意识”，使得任公不能脱离士绅阶级。
士绅阶级主张君主立宪，人称之为立宪派，改组政党之后，是为进步党。
任公是该党领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在清季，任公的思想曾经一变再变，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探讨过各类激进与缓进的思想，最后
归结到缓进的路上。
他同时也注意到实用之学。
他知道终有一天要结束流亡的生涯，为国家做一番建设事业。
他对于财政问题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于实业、外交、法律、教育诸学，亦同时有所研究。
他是一个通才，与今日之讲求专精是迥然不同的。
他以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为模范，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能有所贡献。
　　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略可分为两大阶段，民国七年是其分野；在此之前，他从政，曾经两度出任阁
员，先司法，后财政；在此之后，他退出了政坛，又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角之
一。
任公从政，虽然有甚大的抱负，但为时短暂，实效不彰。
他对民国政治的最大贡献，犹如其在清季，依然是他的言论思想。
当然他能坐而言，也能起而行。
至今仍为人称道不已的讨袁之役，先则发为言论，继则躬与其事，人谓其再造共和，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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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任公从事社会教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
他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救国之道，主张温和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仍然坚守缓进的立场
。
　　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年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
国部分之评传。
全书十一章，分别探讨任公之共和理想、政党活动、联袁讨袁、改组国会、出任司法财政等之政治活
动，以及退出政坛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他晚年的兴趣言论趋向与影响等亦有概略叙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