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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
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
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
神。
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
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
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
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
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
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
统政治制度的结构。
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
。
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
和”。
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
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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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全喜 1962
年生，江苏徐州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
著有《理心之间——朱熹与陆九渊的理学》（1992）、《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
政思想》（2004）、《休谟的政治哲学》(2004)、《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
》（2005）、《何种政治？
谁之现代性？
》（2007）、《现代政制五论》（2008）、《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法及其他》
（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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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当时的情势来看，武昌起义之后尤其是在南北议和之后，清帝国土崩瓦解，清室已经丧失
了统治权力，其垮台当无疑义，这一点清室上下和士绅百姓都很清楚。
但我为什么在此还要说在这个“立宪时刻”，清室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占据重要的地位，并
面临着一次政治决断呢？
关键不在于其客观上的生死，而在一个“理”字，即国家法统的转换，究竟是采取一种颠覆性的破旧
立新，还是和平主动的逊位禅让，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华民国这个现代共和国的立国之本。
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清王室所作出的决断是光荣的、勇毅的和意义重大的，尽管一百年来，清
朝统治专制蛮横，罪孽深重，劣迹斑斑，但在其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光荣”退
位，为未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留下一笔丰厚而富有生命力的遗产。
我要说清室以这种方式参与了第一共和国的构建，不啻为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即以自我和平
逊位的方式参与到革命建国和人民制宪的宪法主题之中，以自己形式上的死亡，与这个国家和民族共
同赢得新生，。
同时也昭示着自己并没有真正死去，没有被历史之手丢弃到历史垃圾堆里。
依据时下众多论者的轻薄之见，当时袁世凯居心叵测、精于弄权，隆裕皇太后以及幼帝溥仪，孤儿寡
母，无所依靠，在诓骗和威逼下，战战兢兢，为了保全性命，勉强而被迫地同意退位。
也许实际情况大致如此，但我要指出的是，所谓历史的实情只是一个方面，甚至是一层表面现象，而
它们背后所蕴含着的可能是更为重大的历史真实，就这份《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来说，症结就是如
此，至于诏书是由何人代为拟写，清帝和太后处于何种情势下的迫不得已、理智懵懂，等等，其实已
经不甚重要了，我们岂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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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宪时刻:论》：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的解体之势
。
正是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
的帝国疆域连同各族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
个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份诏书宣示的那些原则，蕴含着非常深远而重大的宪法内涵，尤其是其中隐含着的有关革命、中华
、人民、立宪、共和等关涉一个现代共和国之生死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是对于晚近以来狭隘的革命建
国的政治路线与衰颓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新形式的整合与升华。
奉旨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
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
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
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
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人民安堵。
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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