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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岭法学学术文库·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不仅深人分析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话语体
系，而且展示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实现过程。
最重要的是作者柳飒希望本书能为当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提供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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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飒：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法文化，近年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  《论
民初议会中的宗派斗争》、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宪政意识的媾连》、  《清末结社权研究——
以戊戌学会、立宪团体、革命团体为视角》、《我国近代公民基本权利体制中的“短板”现象研究》
等。
参与了多项省部级课题，主持的课题有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  (GDllXFX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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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备立宪时期基本权利价值的层级化　　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新政”，变革官制、军制、
商制、学制，发布大量法规；1906年公布《仿行立宪上谕》，宣示预备立宪。
国家体制此时虽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已启动了相应的前置程序，权利价值的取向自然会发生“
调整”，并且层级化的现象突出。
　　一、保皇思潮中的权利价值取向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五位
大臣出使欧美各国，考察西方立宪政治。
1907年，达寿、汪大燮、于式枚三人分别出访日本、英国、德国，深入考察君主立宪政体。
他们的“考察报告”对预备立宪的模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也清楚地陈列了对权利的“操纵”
技法，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可称为他们的后续“成果”。
　　通过出洋大臣们的奏折中对“权利”论述的频率进行全面检索以及大致统计，首先可以看出红顶
朝官不再囿于“国权”，开始以立宪政体为背景，认识到承认臣民权利合法性的必然性（见附表一）
，哪怕是“伪立宪”也不能不宣示人民享有权利。
也因为“不规定臣民权利，既违宪法之原则，亦何以责其纳税当兵之义务乎”？
还因为社会的权利意识在民族忧患、政治变革的激荡下突飞猛进，势不可当。
大臣哀叹：“当光绪初年，故侍郎臣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问。
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
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
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埽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
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
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
礼乐崩于当前，立宪是“大势所趋”，权利是必然要认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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