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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容忍历史不完美》是中国社会科员学研究员马勇近年来重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精粹。
作者怀揣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从人物性格、背景的细节出发，历史照进现实，叙说为什么晚清最后
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义和团运动与清廷选接班人有关；袁世凯开缺回籍并不简单
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而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从而给国人一个完整、正确的概念和一段真
实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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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著作有《1898年中国故事》《中国现代化历程》《1911年中国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启
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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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重构晚清记忆容忍改革不完美当君宪成为往事皇族内阁错在哪儿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寻找大阿
哥海选大阿哥为什么是端王爷家的端王爷的无奈排外与媚外义和拳缘起义和拳，起山东化私会为公举
“新异族”与“老异族”被抑制的和平在媚外与排外间徘徊东亚三国赛宗藩解体东北亚危机缘起中日
明争东北亚晚清当家人一个不寻常的女人慈禧太后归政记恭亲王之死翁同龢罢官记袁世凯罢官记毁誉
摄政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康有为“衣带诏”真相康有为出逃路线梁启超与《时务报》内讧以笔搅乱
社会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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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君宪成为往事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
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需要。
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
大的君主专制国家。
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
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
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
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
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
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来说比较中立客观。
　　君宪先锋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
他在甲午战争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
”背书，认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是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
体制变革。
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它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已成为非常迫切的问
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
是并不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
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
他认为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要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的共同
道路。
中国不需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不需要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
显现出从容优雅的风度。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他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
送了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
严复认为，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
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
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
。
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
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
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对政治的冷漠
转为对政治的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
支援和学理依据。
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
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
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
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君宪主义危机　　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的期待。
他认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
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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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
。
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
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
　　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具有消极作用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
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分裂的深渊。
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
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
宿。
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
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
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
。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
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
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
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
　　不幸的是，中国的政治偏偏是沿着严复预言的反方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首
要选项。
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
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不久陷入危机，武昌起义之所
以发生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
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
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在这之前的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商业危机引起恐慌，各个口岸的信贷
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
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
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
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
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
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
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
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
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恰是他所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他所倚
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
　　君宪成为历史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
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要是清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
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
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諮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更加困难。
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个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
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
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罪己诏，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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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
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
宣布的这三条内容太重要了，但是确实已经晚了。
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这样
发展下去了，大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
然而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所谓《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
，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
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
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
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
全体中国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
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
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的劝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一定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
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
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
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
，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
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形势比人强。
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
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
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
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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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怀揣温情与敬意的旁观者、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解读晚清史最新力作　　为什么说晚清最后十年的
政治改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
　　为什么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迈出了全球化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说义和团运动和清廷选接班人有关？
　　坦然面对历史的不完美，坦然面对改革的缺陷与失误，就是历史学应该面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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