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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君主立宪派领袖——康有为 

                                      TS. Đinh Văn Hậu 

Khoa Ngôn ngữ và Văn hóa Trung Quố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摘要：如今我们怎么评价这位活跃在晚清政坛乃至民国初年的思想家呢？我个人认为康有为是

承前启后的大思想家。他对图强救国所进行的独特思考应该值得尊重。他对中国思想发展历史

也做出了独具一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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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这话说得倒也是！中国晚清时代可

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是恰好在中华民族走投无路之时，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

他们是：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等。他们各抒己

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合社会方案，其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方案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它对

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可以说，康有为的思想来源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资产改良派思

想。我们先说康有为如何接受儒家思想。 

康有为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就受良好的教育，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对儒家思想的几

个发展阶段都予以充分的认识。原始儒学（先秦儒学）、汉儒、宋儒乃至清代儒学。他认

为，汉儒和宋儒都不符合现时情况，应该在孔子救世思想指引下寻找整合社会方案。孔子

学说作为一个大框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充实其学说。就像现在我们所说的从马克

思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康有为对孔子和其他大儒的思想从不照搬，而经过认真

思考之后从中吸取符合当时情况的思想内涵。他的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做学术的楷模，对此

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那么康有为辛辛苦苦研读孔子学说之后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到

什么启发呢？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孔子所处的时代和康有为所处的时代虽相隔两千多年，但也有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

面临着社会危机。孔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时期）正当奴隶社会崩解，如何整合社会呢？如

何探索未来社会之重任就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了（孔子是当时知识分子代表）。康有

为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封建社会崩解的时代。但是，康有为所处的时代跟孔子所处的时代有

很大的区别。孔夫子时代，中国是世界文明之邦，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蒙昧阶段。交通

极不发达，人们的眼界局限在黄河流域之内。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人们都非常重视过去

的经验，为了求变，孔子不得不诉诸权威，找出先例。这些权威就是尧、舜、周公这些所

谓的道德楷模和他们所建立的太平盛世。而康有为时代，西方许多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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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革命富强起来，成为世界各国向往的模式。康有为之前也有许多人放眼世界，不过他们

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各不相同。继承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康有为认为为了救国于水火只有走

西方强国所走那样的路。他研究英法美等国的资产民主运动，认为只有英国的光荣革命最

符合中国的国情。就是把皇帝保下来，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有序的改革。他激烈反对法国式

革命，他接受不了暴力革命。他主张将中国传统的治国方针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

来，形成君主立宪主张。康有为既反对共和制，也反对革命，在他看来，只有君主立宪制

符合中国的国情。他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制，为其奋斗了一生，始终不放弃。 

革命浪潮在中国波涛汹涌之后，我们今天看来，康有为的这种救国方针从某种角度来

看也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旦全然消灭，那么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乃

至道德危机会接踵而至。最好的做法还是把皇帝保留下来，然后进行改革。康有为清楚地

看到，洋务运动虽然也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始终没能救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只是

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过来，激发国内的创造和发展生产力当然是

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落后跟不上时代步伐。所以他主张从政治思想方面下手。毫无

疑问，这使康有为面对时代最大的难题了，那就是破坏一个运作两千多年的程序（君主专

制）。他对清廷提出如此建议，需要多大的胆量啊。那么康有为的主张得以实现吗？在实

现的过程当中又犯了什么错误呢？ 

首先可以说，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当时统治集团维新派的支持

才得以展开。但是康有为他们所考虑的尚未成熟，就是他们的维新变法付诸实现的相关条

件尚未成熟。他们没有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时掌握实权的统治者的首肯。所以变法很

快就被清廷顽固派给镇压了，而主张变法的主要人物有的被杀有的逃往国外。康有为临危

逃生，幸免于难，但是失去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历史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了。他多年

经营的君主立宪制也由此付诸东流了。这样说，会有人提问，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怎么能得

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呢？慈禧大权在握，“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会那么轻松地把权

力交给他们。对一个爱权如命的慈禧不会允许他们从自己的手中夺取大权。康有为他们初

生牛犊不怕虎啊！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的认识尚未充分。他们缺乏实践的政治斗争经

验，哪能是经常玩弄政治手腕慈禧太后的对手阿！再说，光绪皇帝是不是真地想变法维

新，还是借此机会来夺取后党的政治大权。无论怎么说，变法维新达不到目标，就等同于

失败了。不过，今天看来，康有为他们的思想主张虽然没有得以实现，但他们的思想对中

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康有为逃亡国外没多久，清廷就实行

新政。所谓的清廷新政其实都是康有为的思想主张。而且就是慈禧太后下令“变法”新

政。新政的理由是：“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

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和。”历史真的搞笑了！这样一来，从某种角度来看，戊

戌变法并不完全失败，反而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年前（1898年）慈禧太后坚决反对变法维新，三年后（1901年）她下令变法。这不

是搞笑了吗？慈禧太后此举从表面上看是一反常态，其实水到渠成，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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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所以说，康有为他们的思想主张并不因为戊戌变法之失败而在中国政治生活消失。

除此之外，康有为之后的志士仁人更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党人不会和地主官僚妥协，坚持走共和之路。 

总之，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整合方案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时代，那就是从封

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搏斗与互相退让互

相妥协的产物。康有为希望借鉴西方资产民主思想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封建专制。当时中国

工业极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壮大。对于一个如此落后的农业国家来说，从西方移植

过来的那种民主思想之树是难以扎根的，其缺少营养而枯萎殆尽。康有为也因此而终身不

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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