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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秋天，一年中收获的季节；也是我大学毕业后第19个年头——人生应该收获的时候，我却
回到了南京大学母校读博士。
“读博”，当时对于我来说，并非那些前程锦绣宏图正展的人士前进中又一次加油，而是欲摆脱彼时
日渐发腻的境况而做的一次突围。
于是，有了在不惑之年的博士学习生涯，也就有了呈现给（可能是很有限的）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三年半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回炉”过程中，我从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的门外汉变成了这一学科教学
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说来惭愧，虽然我是1982年南大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其实四年的大学学习，沉浸在当时所谓“天之
骄子”的良好感觉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真知实学。
这与理工农医的学生四五年下来大致可以掌握一门谋生也好、贡献也行的专业本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因此，当我重新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走在南大校园中，看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年龄相近者已成学
界中坚，年轻人则意气风发青春飞扬，高兴、忧伤、鞭策、自叹⋯⋯百般感慨和滋味都一一涌上心头
。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然而，“结网”对于久违了历史学习和研究的我谈何容易！
就在我迷茫之际，得到了恩师张宪文教授拨云见日般的帮助和指导。
张老师那年已经年近古稀，我是张老师门下最后一届博士研究生。
在我凭兴趣选择了中华民国前期的议会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时，原本以为找到了“冷门”，可以独辟蹊
径寻宝探奇。
讵料，刚找资料就发现在这个领域已经挂满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一批批专家学者早已经在此辛勤耕耘
。
看来，学术研究的选题也像市场搞经济一样，要想发现新的“商机”着实不易。
幸而我有张老师的引航掌舵，于是，在老师的指点下，选择了民国前期议会制度的构建及其运行作为
研究的切入点，这才从“闻道有先后”，进入了“术业有专攻”。
按照我最初“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设想，一气想研究到1948年的“国大”议会制度，但张老师决定将
研究的时限定为民初到北洋后期。
后来，我研究的经历证明，这一正确而及时的决定防止了一次吃力不讨好的流产研究。
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对民国议会制度的研究时间和范围限定在对民国前期（1911—1924年）议会存续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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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议会制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制度“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的主要创新之一。
《民国议会制度研究（1911-1924）》对民国前期（1911―1924年）这一制度创新的渊源、过程、演变
，特别是其各项具体重要的制度规定及其运行和实施情况等进行了研究。
列入研究对象的民国议会组织有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南京参议院、北京参议院、第一届国会、第二届
国会及护法国会。
全书由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组成。
其中，本论是论文的主要部分，共有《民国议会制的渊源》等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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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国议会制的渊源　　我国自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哲学理念和精神要义是君主专制，天下
为私，上智下愚，风从草偃。
国家的典章制度的宗旨在于防弊杜乱，控制臣民，维护社会的既存秩序。
明清以降，随着宰相制度的委弃，君主专制程度走向极致。
至清代，大臣对皇帝自称为“奴才”，庶民读律视同犯罪，生员对“军民利病有一言建白”便是“违
例”，要革职治罪。
然而，1840年以后，清朝政府“一败于英，再败于英法，三败于法，四败于日本”。
国人在奋起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当中，咸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不仅公卿大臣，即一般士民都可了解接触西方国家的器物、政事和制度。
在西学东渐、中西思想文化的交相激荡下，平权自主、言论自由、参政议政的意识渐渐形成。
就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议会制而言，起而介绍，继而推崇，再而仿效，演成清末波涛汹涌的立宪
运动，建立了省和中央的两级议政机关，成为民国的议会制度的先导。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革命中转变为民国参议院，民国议会制度由此产生。
　　第一节 晚清国人对议会制的认识　　一“知彼”从鸦片战争开始　　19世纪前期是欧洲列强携其
制度、产业、资本和科技的优势对外不断扩张的时期，也是清帝国由盛转衰，日趋守成的时期。
由于对外部“化外”世界的了解无关紧要，近代以来欧美大陆的持续而深广的变化发展几乎没有引起
过清王朝的任何注意。
但是，在1840年6月爆发的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由于在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处于优势的清朝军队在战争中对阵“船坚炮利”的英军大多败北，因
而激起了朝廷打探“夷情”的愿望。
1842年5月，鸦片战争正酣时，道光皇帝在四月初六（5月15日）的一份谕旨中，要求台湾总兵达阿洪
从抓获的“逆夷”俘虏中搞清并回奏：“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
所属国共有若干？
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
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
平素有无往来？
俄罗斯是否接壤？
有无贸易相通？
除璞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
”　　虽然在1893年春夏（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访华，但当时的乾隆皇帝注重的
是对“化外之人”展示中华文明和皇家威仪，怀柔驯化而不是了解交往“远人”。
因而，才有在战事正烈时，临时抱佛脚般的急切对敌手“地方周围几许”的打探。
与之相对，英国人不仅在五十年前访华时对所见到的中国山川河道、关渡形胜、军队状况做了详细的
记录和绘图，而且在1815-1823年就出版了由罗伯特?莫礼逊（RobeHMorrison）编纂的汉英大词典
（ADictionaryoftheChinese1anguage）。
词典共有6大卷，4800页。
道光皇帝这份谕旨既反映了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欧美世界“知彼知己”的水平，又表明了正是中西碰撞
以致兵戎相见才迫使朝野睁眼审视外面的“夷情”。
“不打不相识”，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的视域中出现了西方议会制。
　　1839年3月，在虎门销烟以后意识到与英国战争势在难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本着知彼知己、抗敌
备战的需要，请人根据英人莫瑞（Murray）的《地理大全》，编译了一部简介西方地理位置、风俗人
情、政军制度等情况的《四洲志》。
由此，有关西方国家议会制等异质文明进入了古老而封闭的中国。
书中对英、美等国的议会制度这样介绍道：　　“（英国）由英吉利议举四百七十一名，内派管大部
落者百四十三名，管小部落者三百二十四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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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尔士（威尔士）议举五十三名，内派管大部落者三十名，管小部落者二十三名。
由爱伦（爱尔兰）议举百有五名，内派管大部落者六十四名，管小部落者三十九名，管教读并各技艺
馆者二名。
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
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议会，Par1iament）会议。
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
好司（内阁，Government，Govemhouse）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
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巴厘满议允。
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
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国王颁巴厘满，转行甘好文司而分布之。
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
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
”　　书中对美国介绍道：“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总统，President）一人，综理全国兵、刑、
赋税、官吏黜陟。
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参议院，Senate）会议而后举行。
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
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
”“设立衮额里士衙门（国会，Con.gress）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
分列二等：一日西业，一日里勃里先好司（众议院，RepresentativesHouse）。
在西业执事者，日西那多（参议员，Sen.ator），每部落公举二人承充，六年更代。
所举之人，必居首区九年，而年至三十者，方为合例。
专司法律、审判词讼。
如遇君国重事，其权固操之勃列西领，亦必为西那多议允施行。
常坐治事者，额二十人，日士丹吝甘密底（常委会，StandingCommittee），无额数者，日甘密底（委
员会Committee），皆西那多公同拈阄，以六月八日为一任，期满复拈阄易之。
在里勃里先好司执事者，日特底甫（众议员，Representative）。
由各部落综计四万七千七百人中公举一人承充，二年更易。
所举之人，须居首区七年，并年至二十五岁者方合例。
以现在人数计之，特底甫约二百四十二人，立士碧（议长，Speaeker）加一人总其事。
凡国中征收钱粮、税饷，均由特底甫稽核；官府词讼，则特底甫亦可判断。
常坐治事之士丹吝甘密底，每年于三月初四日，由士碧加于各特底甫中，拣派二十九人，以六人专司
会议，其余或理外国事宜，或设计谋，或理工作，或进耕种，或理武事，或理水师，或理公众田地，
或理案件，各司其事，以一年期满，再由士碧加选代。
”“每岁十二月内第一礼拜日，则衮额里士衙门之西那多，里勃里先衙门之里勃里先特底甫，齐集会
议，或加减赋税，或国用不足商议贷诸他国贷诸本国，或议贸易如何兴旺，铸钱轻重大小，或议海上
盗贼如何惩治，或国中重狱有无冤抑，或搜阅士卒，增益兵额，或释回俘虏，或严立法律、惩服凶顽
，或他国窥伺如何防御，一一定议。
”　　这是中国人对西方议会制最早的介绍。
在当时的资讯传送条件和朝廷奏报制度下，带有情报性质的《四洲志》流传范围很小，不会达于“上
聪”，因而到1842年5月道光皇帝还未能“御览”。
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促使朝野极少数有识之士希望透过外敌的“船坚炮利”了解更多的
外部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四洲志》因而得以流传。
1842年底，曾经做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在镇江受获罪遣戍伊犁的林则徐之托，根据《四洲志》等其
他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并在1847年和1852年两次陆续增补至一百卷本；1846年，梁廷
枬刊出《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畲写成《瀛寰志略》。
此外，还有陈逢衡撰的《英吉利纪略》（1841）、汪文泰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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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著述向国人介绍了“天朝”之外欧洲主要国家的概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其可以作价值判断的风俗政制等方面，诸书并未表现出对“西夷”的鄙否，相反，
在介绍中带有揄扬，隐然有思慕之意。
　　《海国图志》在《四洲志》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英国有“五爵之会”和“乡绅之会”的“巴厘满
”与国王的权力配置，“国王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
若绅士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
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
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议会的地位作用是：“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
置律例。
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
”“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
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
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
英国人之自立，悉赖此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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