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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的前半段，所谓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一般人看来，是个乱世。
人们对于乱世，评价向来不高，因此，这一时期执掌权柄的军人和政客，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鼻子
大多是白的，宛如京戏里的丑角，还没有登台，扮像就已经定了。
说良心话，那时的军阀，登场的时候，其实扮的是英俊小生，这一点，看那时他们的戎装照就知道。
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奋斗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的精英。
对所有后发国家而言，军事的现代化，是启动最早的现代化，国势愈弱，国人挣扎奋斗，首先的着力
点就是军事，最多的钱砸进去，最优先的进口，最后连最好的人才，也投身于此。
到了庚子以后，一部分“先进分子”，终于意识到国人一向重文轻武的积习其实很糟，因此提倡尚武
精神，投笔从戎，有些人进新式军队做士兵，有些人出国进军校，凡是进了军校的，有几个不是热血
的有志青年！
更不用说那些吃尽鬼子的苦，学成毕业的人们。
后来在军阀中混的很开的政客王揖唐，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差，先是组织安福俱乐部，后来又投降日本
人做了汉奸，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年也是一腔报国之志，以进士的身份跑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被带
班的日本军曹打得鼻青脸肿，最后严重受伤，才不得不离开，回国后就跟军队搅在一起。
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新建陆军也进行一点爱国主义的教育，北洋系的军事学校，更是如此，说人
家让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多少有点冤枉。
当然，等这些军人变成割据一方的老大的时候，情况有点变了。
骑的马换成了八抬大轿，戎装换成了长袍马褂，指挥刀成了摆设，小老婆讨了一房又一房。
地皮刮得，买卖做得，烟土贩得，银元外国银行存得。
一旦吃了败仗，丢了地盘，就躲进租界做寓公，钱多的，几辈子都吃不完。
不过大体上，他们对舆论还尊重，对学界更尊重，被学者和记者骂了，骂也就骂了，除了东北的胡帅
，一般都不会动枪整人，这大概是引进的西方民主政治，余下的唯一好处。
但是，同样是这辈军人，也有不一样的，比如吴佩孚，公开打出“五不主义”，力矫时弊，不，军弊
——不讨小老婆，不抽大烟，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畜私财，一辈子身体力行，还真就没有违背过
诺言。
这样的有操守的军阀，还正经有一些，比如冯玉祥，比如陈炯明，还有吴佩孚的好朋友，湖南军阀赵
恒惕。
赵恒惕和陈炯明，是两个在中国试验过联省自治的实力派人物，但是比较起来，赵恒惕做的，要更好
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恒惕在历史上的地位，要比前面提到的几位都要重要，只是，我们的历史学家，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20年代的湖南自治，是一场很认真的宪政运动，那里有西方标准的宪法，有正经八本的选举，有像
模像样的议会运作。
这一切还都不是最惊人的，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里，以赵恒惕为首的若干手握兵权的军人，
居然能自我约束，不仅给自己造就了批评者，而且能面对舆论和议会批评弹劾，遵守议会的决议。
这样给自己找麻烦，找人管的军人，哪儿找去？
比白乌鸦还稀罕。
在那个枪杆子说了算的时代，那个谁打得赢谁说了算的时候，真有空谷足音之感。
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年的精英，并没有全体堕落，他们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还是留下了一些有
益的东西。
当然，在这个运动中，湖南的各界，也都积极的掺和，学生教员自不消说，阵阵不落后，绅士和商界
也以中坚自居，一些著名的学者，李剑农、王正廷、蒋百里等等，不仅贡献了思想，而且贡献了一个
中规中矩的省宪。
对中国近代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读者，一定会在历史的各个场合，看到他们的只鳞片羽。
当时已经做了小学的主事，在湖南学界格外活跃的毛泽东，也是其中的活跃人物，留下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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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人在研究解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时代，惟有湖南选举出了女性议员。
回想起民初国民党成立之时，同为辣妹子的唐群英，为了争男女平权，不惜在会场大打出手的日子，
感到这场宪政运动，还真是让国人跌破眼镜。
何文辉是我半路拣来的学生，但是原来就有很不一样的关系，因为她实际上是我导师第一个硕士，说
起来，进师门比我还早，按过去的规矩，我应该叫她一声师姐才是。
仅仅因为我留在了母校，有地利优势，等到她再度深造的时候，我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老师，占了大
便宜。
何文辉是个有心人，很早就发现了有关湖南自治的资料宝库，经过长期的艰辛收集，我敢说，现在的
中国，对1920年代湖南自治的了解，没有人比她更全面，更透彻，当然，她写的更好。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花费6年多功夫写出来的博士论文，在这期间，她本可以花少一些的力气，
对付一本，依今天的博士生培养惯例，大概早点毕业不成问题，但是她不肯，她的论文，如果说每句
话都有出处，也许有点夸张，但其材料之扎实，却是近年来少见的，基本上取之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何文辉也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作者，文字的字里行间，透着女性的细腻，清醒，如此头绪众多，复杂纷
纭的自治运动，在她的笔下，娓娓道来，脉络清晰，即使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人，读了之后，相信
对这件事肯定是会明白的。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本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开山之作，以后的研究，将无法绕过它，这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
为自己的学生作序，难免让人有点感觉是自卖自夸，但是，这本著作，其实我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
计，在这里，我只是在就书谈书，就学论学，我，绝对是认真的。
爰为序。
200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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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场持续六年，堪称全国第一的湖南宪政民主运动，朝野，轰动海内。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却尘封无闻，被人遗忘，乃至备受诟病。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提示这场民主运动的真实进程，让国人重拾记忆，重新思考。
 民主，曾经在中国失败，但绝不意味着不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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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舆论重地的湖南报界，是鼓吹和推进自治运动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
1920年9月，长沙10家报刊——《大公报》、《民国日报》、《新国民日报》、《湖南日报》、《新湖
南报》、《民言报》、《大中国日报》、《民意日刊》、《觉民新报》、《学生周刊》等，组织“报
界联合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为宗旨，规定每月开常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以便在
相关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报界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新省长请愿，要求保护言论自由。
此后，报界为各项自治事业摇旗呐喊，竭尽所能维护言论权利，不但扩大了自治运动的声浪，也对自
治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湖南自治，不仅以民治主义相标榜，还以“法治”相标榜。
对法治的高调推崇，使法律界人士有了用武之地。
而各种以改良司法促进法治为宗旨的法律团体，也先后成立。
这些团体，大都是由法界权威——律师公会派生出来的，如法政学会、司法研究会、司法促进会、律
师公会联合会，等等。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团体外，还有大量其他职业的和非职业的团体，也在这一时期涌现，比如湖南自
治期成会、各县自治期成会、湖南自治各县联合会、自治研究会、湘西善后协会、湘南善后协会、实
业协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社会团体。
这些团体的名称反复出现在报刊上，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很直接地介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
至于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教育会、商会、农会作为最重要的法团，其会长享有与政府各机关长官和议会议长同等的待遇，有事
可以直接到省署面谒省长，“随到随见”。
一般团体多采用舆论宣传或联合起来向政府和议会请愿、游行示威等方式。
而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种形式是，当时一些重要的社会团体可以直接列席政府召集的军政绅商各界联席
会议。
这种联席会议起源于驱张战爭胜利时，其时谭延闾为表示尊重民意，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政府重要会议
。
谭氏离湘后，此例仍维持不变，每当省内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政府便召集军政要人、绅商领袖、各公
团代表和新闻记者开会，就重大事件作出决策。
因此，联席会议被视为一省的最高会议。
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虚弱的政权对社会力量的强烈依赖，致使政治过程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公开和透明
，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因此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参与政治的机会。
虽然，真正的决策者仍然是军政要人，但他们必须对各团体及其所代表的民意表示尊重，才能换取各
种社会力量支持，否则就会招致大规模抗议声浪，乃至使问题悬而不决。
后面的章节中会有不少事例证实这一点。
自治运动中政治参与的扩大，固然由于自治背景下政治空气的相对宽松，以及在此宽松气氛下公民团
体的发展。
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社会本身存在一种相当有力地介入政治生活的群体——绅士阶层。
前面说到的社会团体，有许多便是以绅士为主体，特别是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法团，可以说是
完全的绅士团体。
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众多遍布城乡的大小绅士，他们作为传统上管理社会事务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
度上掌握着城乡社会权力。
在晚清社会的政治变迁中，传统绅士阶层的角色和地位有所改变，其人员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受过新式教育，举办西式产业以及从事新兴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的绅士集团，甚至占踞了
领导地位，成为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和受益者，甚至成为王朝末年革命运动的受益者。
在清末民初地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绅士阶层的权势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政权的嬗变不断扩张，特别
是对地方事务的支配方面，以至于形成了陈志让所谓的“军绅政权”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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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湖南的情形言，绅权的扩张自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兴起后便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清朝廷一度出现
“全国巡抚半湖南”的局面。
荣归故里的湘军将领，以及层出不穷的总督巡抚，造就了湘省境内一大批手眼通天的豪门巨室，弄得
许多人以到湖南做官为畏途。
因为那些朝廷大员，不但一上任就要去拜访豪门巨室里的权绅显贵，而且始终要对他们言听计从。
甲午战争后到湖南任巡抚的陈宝箴，将湖南的新政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时务学堂开办时得罪了内阁学
士张百熙之兄张祖同，原因是时务学堂招考时张祖同没能到场。
由于像张祖同这样的巨绅的存在，又衍生出许多不同级别的权绅，对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吏颐指气使，
致使湖南的绅权，甚或有凌驾于官权之上的迹象。
绅权扩张的另一个证明，是绅权的制度化。
还在戊戌维新时期，湖南上层绅士谭嗣同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南学会。
清末立宪运动中咨议局之设，是湖南绅权扩张和制度化的又一次重大事件。
1909年，由谭延闾、龙璋、陈炳焕等82名地方高级绅士组成的湖南省咨议局权倾一时，最后与督抚分
庭抗礼。
民国初，随着武人政治的发展，绅权有普遍萎缩的趋势，民国元年成立的湖南省议会几度被解散，直
到民国10年还不曾改选，但随着省宪自治运动的兴起，湖南绅权附和着民治主义的声浪再次扩张，包
揽了从宪法审查到议会选举等等重大的政治事务，使绅权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并在政治制度
的建构中得以具体化。
正是由于绅权的扩张，以及各种职业的、非职业的公民团体的兴起，使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的范围迅速
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而影响了自治运动的方向和进程，使“湘人治湘”不至沦为军阀武人的独角
戏，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自治与民主，而不仅仅是在军阀割据的意义上，来探讨上个世纪湖南省的这
场立宪自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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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首先要感谢已故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原资深教授林茂生先生。
6年前，林老师怀着殷切期待收我为关门弟子，希望我能在陈独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而我当时也对
陈独秀问题情有独钟。
可是，当我偶然发现一堆从未被人使用过的湖南自治运动史料后，我决定改变方向重新选题。
林老师听完我的理由，没有丝毫责怪，细心指导我将论文做好。
今天，在这部原为博士论文的书稿将要付印之际，我怀着十分歉疚的心情，对我尊敬的导师，一位无
比仁厚的学者，表达最深的敬意！
我的继任导师，对民国政治史有独到研究的张鸣教授，在百忙之中逐字逐句审阅修改了我的论文。
论文脱稿后，张老师又欣然作序，向出版方热情推荐。
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古道热肠的师长，我多年心血写就的文字，很可能如大多数博士论文一样，蜷缩在
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我还要感谢曾是我硕士生导师的程献教授。
程老师从我本科时代开始，多年如一日关心我的成长，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铁健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民国史学者。
我与陈先生虽然只有几面之缘，但先生的学问令我备受教益；同时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陈先生的
有力支持。
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诸位老师。
他们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先生、丛日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朝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
史所的黄兴涛先生、夏明方先生。
几位答辩老师在对论文提出中肯批评的同时，给予我意想不到的赞誉，鼓励我将论文尽快修改出版。
另外有五位不知姓名的、对论文作匿名评审的老师，他们同样给予我充分肯定，并就论文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戴佐才老师，对书稿作了十分严谨认真的审阅和编辑，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和完善
意见，在这里一并致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湖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室的工作人员。
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社科院图书馆从一楼到六楼的工作人员都热情周到地提供服务，特别是文平
治、闵群芳、萧喜雨、胡艳辉、常霞、彭慧、高蓉、钱明、尹仁平等几位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他们
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温馨的关怀，让我以一种相当愉快的心情，坐在冷板凳上啃着泛黄的文献资料。
我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吴微波。
他是我的经济后盾，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他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使我能够静下心来做这种不为稻粱谋的学问。
如果我平淡的生活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如果这本书对社会有一点贡献，那是因为有他的付出。
何文辉2007年6月4日于长沙德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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