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再评估·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

傅　 正

【摘　 　 要】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 也是其国家主

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 １８９９ 年， 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 “新夷狄” 论，
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 从 １９００ 年开始， 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

论束缚。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 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 信奉卢梭的 《民约

论》， 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 这使他倾向革命。 １９０３ 年， 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

场， 追随加藤弘之鼓吹 “普鲁士精神”， 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

地位， 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 至此， 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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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曾斥责康有为、 梁启超师徒实为 “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
之罪魁祸首。 尤其是梁启超， 笔端常有魔力， 总能俘获人心， “主暗杀， 则

人因之而僩然暗杀矣； 主破坏， 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 敢为非常可喜之

论， 而不知其种祸无穷”。 严复对梁启超不满已极， 竟痛骂道： “梁任公所

得于杂志者， 大抵皆造业钱耳。”①

将梁启超视为清王朝垮台的根源， 诚不免誉之过甚， 但说梁氏的宣传启

发众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当属不争的事实。 严复之所以对此耿耿于怀， 还

要溯及梁氏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的特殊经历。 这一时期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

阶段， 用他本人的话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 被迫流亡日本， “自此居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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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者一年， 稍能读东文， 思想为之一变”。① 环境的改变仿佛为他打开了一

片新的天地， 各种新学说、 新理论扑面而来， 令他应接不暇、 眼花缭乱。 唯

其如此， 梁启超才会在这一时期骤变其说， 时而 “主暗杀”， 时而 “主破

坏”。 但也正因如此， 梁氏才能一举奠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
１９０３ 年以后， 梁启超心思稍定， 转而鼓吹保皇， 反倒显得逐渐落后于时代

激变的大潮了。
因其丰富性，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得到了学界的格外关注。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放弃革命立

场？ 这些问题迄今仍然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一、 “突变” 还是 “渐变”？

梁启超与革命派决裂始于 １９０３ 年。 为什么他会在这时 “幡然悔悟”， 重

新致力于康有为的保皇大业？ 这一转变是突然发生的， 还是早有征兆？ 对

此， 学界存在 “突变说” 和 “渐变说” 两种观点。
持 “突变说” 的代表人物是张朋园， 他指出：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以前的任公与以后的任公， 其言论几若判作两人； 过去说要革命， 以后则反

对革命。 随手拾起此后的言论， 任何一篇一节， 都可以看出他变了， 变得是

那样的迅速， 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② 其他学者未必如张朋园这样渲染梁

氏转变的突然性或诡异性， 但也常常以 １９０３ 年为界， 将梁启超的思想判然

分为两截， 前此梁氏号召民主革命， 后此梁氏醉心于国家主义。③

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是， 张灏强调尽管 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游历北美以后

“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 “但这归根到底并不完全代表一个新的

起点， 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④ 换言之，
梁启超思想早就包含了浓厚的国家主义成分， 只不过在 １９０３ 年以前， 梁氏

尚处在国权与民权两种思想的斗争当中， １９０３ 年以后， 国权主张才彻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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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民权诉求。
随着学界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 张灏的 “渐变说”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认同。 例如法国学者巴斯蒂曾研究 １８９９ 年 《清议报》 陆续刊载的伯伦知理

《国家论》 译文， 虽然她的主要目标只是考证梁启超从谁那里接受了伯伦知

理的国家学说， 但这似乎足以说明梁氏早就具备国家主义立场， 而无须等到

１９０３ 年以后。①

综合上述两派观点不难看出， 其实他们共享了同一个前提， 即梁启超的

思想存在民权与国权两极，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 他完成了从民权一极到国权一

极的过渡。 双方争议之处仅仅在于这个过渡是急剧完成的， 还是渐进实现

的。 因此孙宏云便批评过去学者总习惯将卢梭和伯伦知理分别视为 “民主”
与 “专制” 的符号， “纠缠于梁启超的思想是从民主到专制、 还是从专制到

专制， 抑或是从专制到民主再到专制的线性思维”。 殊不察在梁氏的思维中，
民权与国权根本就不是对立的两极， “他对于 ‘国’ 的认识以 ‘民’ 为核

心， 强调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国民， 国民国家才是完全成立之国”。 因此梁启

超的国家论一以贯之， “始终以建立近代民族国民国家乃至将来发展为民族

帝国主义作为理想目标”， １９０３ 年前后的区别是政府在近代民族国家中应该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②

此说诚为不易之论！③ 然而， 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国权与民权虽

非对立之物， 但不代表它们没有先后之别。 先兴民权以促国权， 还是先兴国

权以促民权？ 民权与国权孰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１９０３ 年以前的梁启超与

１９０３ 年以后的梁启超显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更引人注目的是，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以前最熟悉的学说莫过于康有为的

公羊学理论， 然而仅仅两三年工夫， 他 “已绝口不谈 ‘伪经’， 亦不甚谈

‘改制’”， 尤其对康氏孔教主张很不以为然， “屡起而驳之”。④ 梁启超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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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步步脱离其师之窠臼， 走上理论自觉道路的？
又， 郑匡民谈及梁氏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时指出： “日本的以福泽谕吉

为代表的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 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
和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 均给了他极深刻的影响。”①

然而梁启超不可能同时重视上述几家观点， 他对日本学者的取舍经过了哪些

变化？
这些要点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职是之故， 本文拟通过三条线索重

新梳理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思想的变化。 第一， 梁氏如何一步步脱离康有

为的理论框架？ 第二， 不同的外国思想家分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第三， 梁氏对民权与国权的先后关系有过哪些不同的看法？

二、 “新夷狄” 说的烙印

讨论梁启超的思想学说， 不能不先回顾康有为的今文学体系。 康氏今文

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 《礼运》 解 《公羊》。 按照康氏的说法， 《礼运》 关

于小康的描述诚为上古三代的历史真实， 但该篇所载之大同则是孔子托古改

制的理想。 大同之世并不存在于邈远的尧舜时代， 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

向。 通过这种方式， 康氏把大同、 小康改造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两个阶段， 并

用它们分别比附公羊学的 “升平世” “太平世”。
康有为强调， 刘歆之罪在于他把小康之道捧为儒家正道， 既使孔子大同

之道隐而不彰， 又使中国两千年来处处以上古三代为榜样， 因而总免不了朝

代更替、 治乱循环。 康氏为此疾呼： “今者， 中国已小康矣， 而不求进化，
泥守旧方， 是失孔子之意， 而大悖其道也， 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 甚非

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② 孔子信徒当以大同理想为目标， 不宜再尊奉上古

三代小康之世， 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引领中国走上进化之路。
康氏今文学体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哲学。 中国和西方列强， 谁更接

近孔子的大同理想？ 如果说西方的社会发展程度高于中国， 也更接近历史的

大同目的， 那西方岂不是 “华夏”， 中国岂不沦为 “夷狄”？ １８９７ 年， 康氏

弟子徐勤曾撰写 《春秋中国夷狄辨》 三卷， 宣称孔子非但不严分 “夷夏”，
反而力破 “夷夏” 之界限。 梁启超在给该书作序时便强调 “中国亦新夷狄

也”： “然则吾方日兢兢焉求免于 《春秋》 所谓 ‘夷狄’ 者之不暇， 而安能

·６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①
②

郑匡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９５ 页。
康有为： 《礼运注》， 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 第 ５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５５３ ～ ５５４ 页。



夷人？ 而安能攘人哉？”①

所谓 “新夷狄” 说构成了梁启超对中西关系的最初看法， 它无疑只是

种粗糙的历史哲学。 该学说要在重新界定 “夷夏之别” 的标准， 但历史进

步的动力是什么？ 什么才是文明进步的原因？ “新夷狄” 说没有给出解答。
梁启超想要突破这种粗糙的历史目的论哲学， 就必先摆脱康有为施加给他的

束缚。 孙中山等革命派为此提供了条件。
康梁师徒东渡避难之初， 曾受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帮扶和庇护。② 也正是

在日本人士的撮合下， 梁启超与孙中山、 陈少白等兴中会革命家频繁往来，
并逐步心向革命。 这一倾向当然遭到了康有为的喝止。 例如，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梁启超等人在横滨创办发行 《清议报》， 表面上歌颂光绪皇帝， 暗地里宣传

革命。 康有为知晓后， “遽命撕毁重印， 且诫梁勿忘今上圣明”。③

可以想见， 只要康有为在， 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交谊必然大受限制。 不

过， 来自康氏的人身控制很快就被削弱， 不久以后， 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

力， 资助康氏 ９０００ 元旅费， 令他尽早离境。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康有为乘船

离开日本， 前往加拿大。④ 嗣后， 梁启超、 韩文举、 欧榘甲等康门弟子与孙

中山、 杨衢云、 陈少白等兴中会革命派的联络越发密切， 双方甚至讨论合并

组党， 拟推举孙中山为会长， 梁氏副之。⑤

然而， 梁启超在组织上逐渐独立于康有为， 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在思想

上摆脱康有为。 例如 １８９９ 年 ６—７ 月， 梁氏发表文章 《论支那宗教改革》，
仍然奉行康氏 “孔子改制” 之说。 文章指出： “普通之教， 谓之小康； 特别

之教， 谓之大同。” 又称： “大同教派之大师， 庄子、 孟子也； 小康教派之

大师， 荀子也。 而自秦汉以后， 政治、 学术皆出于荀子， 故二千年皆行小康

之学， 而大同之统殆绝之所由也。”⑥ 可见他此时在理论上仍然步趋于康氏。
梁启超想要在思想上脱离 “孔子改制” 说和 “新夷狄” 说的窠臼， 就

需要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 第一个人选是福泽谕吉。 福泽在谈到 《文明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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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的写作缘起时坦言： “美国人来到日本， 此后日本又与西洋各国缔结了

通邮、 贸易等条约， 我国人民才知道有西洋， 互相比较， 才知道彼此的文明

情况有很大的差异； 人们的视听一时为之震动， 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

乱。”① 强大的西洋文明令日本人不禁心驰神往： “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

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 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②

这种对西洋文明的崇拜反过来使日本人滋生了对古老亚洲文明的蔑视，
福泽直言不讳地表示， 波斯、 印度、 暹罗、 吕宋、 爪哇等亚洲地区已经沦为

西方殖民地， “至于中国， 因为幅员广大， 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 现在仅

出入于沿海一带， 但观察今后趋势， 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③

日本想要摆脱被殖民、 被消灭的命运， 只有把自己的文明改造成真正的西洋

文明。
这类观点在日本风靡一时。 《文明论概略》 问世不过几年， 田口卯吉就

自费出版了 《日本开化小史》 《支那开化小史》 等著作， 比较中日两国文明

的不同性质。 比福泽谕吉的 “脱亚入欧” 更加极端， 田口甚至撰写 《日本

人种论》 《破黄祸论》 等文章， 鼓吹 “日本人种起源于雅利安”， 与中国人、
朝鲜人绝非同一人种。④

通过上述介绍不难看出， 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论不过是更为精细的 “新
夷狄” 说。 梁启超会在赴日后首先重视福泽谕吉， 恐怕多半是因为福泽理论

与他固有观念的相似性。 例如， 梁氏在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发表 《文野三界之

别》， 开篇就宣称：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 一曰蛮野之人， 二曰半

开之人， 三曰文明之人。 其在 《春秋》 之义， 则谓之据乱世、 升平世、 太

平世， 皆有阶级， 顺序而升。 此进化之公理， 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⑤

对此， 郑匡民评价道： “尽管梁启超当时还未跳出其师 ‘三世论’ 的窠

臼， 但在进化问题上， 他与福泽谕吉几乎是一致的。”⑥ 康有为的 “大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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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说颠倒了中国、 西方之间的 “夷夏” 关系， 这确实与福泽谕吉的 “脱
亚入欧” 主张若合符节， 梁启超也确实在这段时期频繁地附会康、 福二氏的

理论。
更鲜明的例子来自梁启超同月发表的 《文明普及之法》。 梁氏盛赞福泽

谕吉乃 “日本西学第一之先锋也”， 他强调福泽谕吉的功绩在于开创 “日本

演说之风”， “风气既开， 今日凡有集会， 无不演说者矣。 虽至数人相集

饮， 亦必有起演者， 斯实助文明进化一大力也”。 梁启超说这番话时， 显然

想到了一年以前的戊戌变法， 以演说助力 “文明进化” 不就是维新志士广

开学会的体现吗？ 否则梁氏不会接着宣称： “去年湖南之南学会， 京师之保

国会， 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 湖南风气骤进， 实赖此力。 惜行之未久， 而遂

废也。 今日有志之士， 仍当着力于是。”①

可见， 初到日本的梁启超， 依然囿于戊戌变法的问题意识———在学说上

追随孔子改制， 在行动上号召开设学会。 福泽谕吉尚不足以令梁启超走出旧

框架。 梁氏欲在思想上挣脱康有为之罗网， 不仅需要外来的理论学说， 而且

这些外来学说还必须是康氏今文学体系不能解释的。

三、 民族竞争意识

有别于公认的 “１９０３ 年转型” 说， 石川祯浩曾提出 “１９００ 年转型”
说。 石川这样形容梁启超思想之变化——— “他在流亡日本的初期曾对 《文
明论之概略》 反复引用， 而 １９００ 年以后却嘎然而止”，② 因为梁氏所处的日

本已不是福泽谕吉等人标榜 “文明之精神” 的时代， “而是早已经过了加藤

弘之、 陆羯南、 德富苏峰等的 ‘社会进化论’、 ‘国民主义’、 ‘国权主义’、
‘帝国主义论’ 的时代”。③ 石川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至少到 １９０２ 年， 梁

启超仍然多次在 《新民说》 中引用或谈论福泽谕吉。 然而， 石川的观点仍

足以提醒人们： 在梁启超这里， 福泽谕吉、 陆羯南、 加藤弘之、 德富苏峰等

人的学说存在竞争关系， 并且在 １９００ 年以后， 梁启超对陆羯南等人的重视

程度确实可能超过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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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首先提到的是陆羯南、 志贺重昂等日本 “兴亚论” 者。 兴亚

派虽然同样曾受巴克尔之文明史学的影响， 但他们对文明论的理解明显不同

于福泽谕吉、 田口卯吉等脱亚派。 志贺重昂曾有过一个绝妙的比喻： 某只乌

鸦羡慕孔雀的美丽， 遂取了一些孔雀羽毛插在身上， 把自己装扮成孔雀的样

子， 想要混迹于孔雀的队伍。 这种拙劣的模仿显然瞒不过真正的孔雀， 因此

这只乌鸦遭到了孔雀群体的驱逐， 其他乌鸦也不再接纳它， 终于孤苦而

亡。① 这里的乌鸦显然是在隐喻亟欲 “脱亚入欧” 的日本。 在兴亚派看来，
不管日本人再怎么模仿西洋文明， 都不可能真正获得西方列强的接纳， 与其

在无用之 “欧化” 上穷尽力气， 毋宁专注于振兴亚洲文明， 使日本与中国、
朝鲜共同进步。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 梁启超流亡日本便受到过兴亚派的资助。 他东渡未及一

个月， 就与志贺重昂有过笔谈， 恳请志贺等人说服日本政府扶助光绪皇帝复

权。② 次年 １２ 月， 梁氏亦撰文记录了他与陆羯南的谈话。 陆羯南提醒梁启

超， 教育的目的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文明， 他以日本大学教育为例， 称表面上

看， “摹仿文明， 成效卓著”， 究其内里， 则 “腐败有不可胜言者”。 陆羯南

接着评价道： “当局者一依德国主义， 其所以为教者， 则以服从政府为之精

神也。 遂使全国少年， 缺独立自重之气， 成卑污劣下之俗夫。 孰知假文明之

名， 以行焚书坑儒之术者， 其祸更惨于秦政十倍乎！”③

须知陆羯南一贯主张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翻译为 “国民主义”， 也更愿意

从平民主义的角度诠释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④ 他对梁启超说出这番话， 不

仅是针对福泽谕吉等脱亚派， 更是针对加藤弘之、 德富苏峰等 “普鲁士精

神” 的狂热鼓吹者。 在陆氏看来， 彼时日本流行的 “德国主义” 充其量不

过是 “伪国家主义” 而已， 真正的国家主义不是政府主义， 而是国民主

义。⑤ 令陆羯南意想不到的是， 梁启超听罢其说的反应竟是：
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 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 其教育之目的， 惟在

使人服从而已。 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 支那旧教， 莫重于礼乐。 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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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使人柔顺屈从也； 乐者， 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 使之恭顺于

民贼之下也……苟无精神， 虽日手西书， 口西法， 其腐败天下， 自速灭

亡， 或更有甚焉耳。①

陆羯南本欲号召梁氏弘扬东洋文明固有之精神， 梁氏却应之以孟德斯鸠、 福

泽谕吉关于 “东方专制主义” 的偏见论调， 诚可谓 “牛头不对马嘴”。
可见， 此时梁启超虽然与陆羯南等 “兴亚论” 者往来频繁， 但他心目

中更为推崇的则是福泽谕吉等脱亚派， 以至于陆羯南等人希望通过兴民权以

重振东洋文明， 梁启超却抱怨中国文明阻碍民权之兴。
在这次谈话的三个月前， 梁氏曾发表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文

章认为欧洲与中国有两大不同点。 其一， 欧洲列国竞争， 因此其政府不得

不励精图治， 其人民不能不崇尚武德； 中国则长期大一统， “其执政者枵

然自大， 冥然罔觉， 不复知有世界大同”。 其二， 欧洲贵族与平民对立，
“故官民相争之局屡起， 民气日昌， 民智日开， 遂能打破积弊， 一跃而登

于太平仁寿之域”； 中国一君万民， “ 故怨毒不深， 而其争自存也不

力……故桀骜愤激之徒， 往往降心变节， 工容媚， 就绳墨， 以求富贵， 故

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 为此梁启超感叹： “呜呼！ 我中国民权之难兴即

坐是故， 可悲夫！” ②

这篇文章既称中国人 “不复知有世界大同”， 又称欧洲社会 “一跃而登

于太平仁寿之域”， 岂不足以证明梁启超更推崇福泽谕吉？ 相较于陆羯南，
福泽的优势在于他的观点更符合梁氏习惯的 “大同小康” 说和 “新夷

狄” 说。
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梁启超有关加藤弘之的论说中。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梁氏发表 《论强权》， 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有三阶段： 其一， “人人皆无

强权， 故平等”； 其二， “有有强权者， 有无强权者， 故不平等”； 其三，
“人人皆有强权， 故复平等”。 至第三阶段， “斯为强权发达之极， 是之谓太

平”。③ 表面上， 梁文 “乃译述加藤弘之先生之余论而引伸之者也”；④ 实际

上， 加藤的作用仍然是坐实康有为三世说的有效性。
然而， 梁启超协调康有为今文学体系与外来理论资源的工作， 越来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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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不从心了。 设以欧洲进化的原因是国家竞争、 阶级相斗， 则欧洲列强岂

不更近于小康之道， 甚至更近乎法家秦制？ 此与孔子大同之道何干？ 又， 设

以中国历朝历代皆奉行小康之学， 何以历朝历代皆无民族竞争意识？
康有为曾宣称， 只要通晓孔子改制的道理， 即 “把柄在手， 天下古今群

书， 皆可破矣”，① 而今 “孔子改制” 说在解释民族竞争大势时却越来越难

以为继了。 这就好比旧瓶装新酒， 新酒越满则旧瓶越不敷使用， 直至新酒撑

破旧瓶。

四、 民权与大同的冲突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 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家的传记文章， 主

要改写自中江兆民 １８８６ 年出版的 《理学沿革史》，② 其中尤以受卢梭影响为

大。 郑匡民指出： “中江兆民的自由观是与其爱国主义情结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最困扰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与富强。” 梁启超同样如此，
“其最后的落脚点也与日本的民权运动一样， 放在了 ‘向上以求民权， 排外

以伸国权之上’”。③

早在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梁启超就撰文 《破坏主义》 鼓吹 “欧洲近世医国之

国手不下数十家， 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 其惟卢梭先生之 《民约

论》 乎？” 民约之义诚然在欧美国家 “既已功成而身退矣”， 但将民约之义

付诸实践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此土一通， 时乃大同。 呜呼！ 《民约论》
兮， 尚其来东。 大同大同兮， 时汝之功！”④

毫不夸张地说， 在此后三年多时间里， 梁启超对卢梭历史作用的论述，
基本不出上述思路的范畴。 只不过梁启超此时谈论 《民约论》 总忘不了提

及大同或 “太平世”， 一面宣传卢梭的民族主义， 另一面鼓吹孔子的大同之

道， 这种矛盾无疑折射出梁氏的身份纠结。 １９０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梁氏致书孙

中山， 提议 “借勤王以兴民政”， “草创既定， 举皇上为总统， 两者兼全，
成事正易， 岂不甚善？ 何必故画鸿沟， 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⑤ 大概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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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当总统是梁启超能够想到的孙、 康两派的最大公约数， 倘若两派对

此无法达成共识， 合作的前景将十分渺茫。
同年 ６ 月 ２９ 日， 宫崎寅藏、 清藤幸七郎前往新加坡拜访康有为， 意欲

撮合康、 孙。 怎料康氏竟向当地警察告发， 致使宫崎等人下狱。① 消息传

出， 日本志士大哗， 纷纷谴责康有为是 “无情汉”， “无复有倡孙、 康合作

之说者”。② 更重要的是， 此时日本外务省在清政府的抗议下， 禁止东亚同

文会继续资助中国异见人士。③ 一则缺乏基本共识， 再则失去了日本 “民
间” 机构的中介， 革命、 改良两派至此彻底分道扬镳。

按照道理说， 梁启超在调和两派无望之际， 应该站在其师康有为一

边， 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大大影响了他的抉择： １９００ 年 ８ 月， 八国联军攻

入北京城， 与此同时， 自立军起义失败， 好友唐才常、 林圭等人被杀；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 梁启超对清政府

的失望臻于极点， 这使他一度心仪革命道路。 在 《辛丑条约》 签订仅仅

两个月后， 梁启超就发表了 《卢梭 （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学案》， 其中

特别指出， “国民之主权， 不可让与者也”， 又称 “主权者， 合于一而不

可分者也”。 ④

从总体上看， 《卢梭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学案》 只不过是梁氏众多

“学案” 中平常的一篇， 究其内容， 卢梭却支配着梁启超对其他西方思想家

的认识。 例如在谈到霍布斯、 洛克时， 梁启超强调卢梭才是民约论的顶

峰；⑤ 在谈到边沁时， 梁氏又强调其 “多数人幸福原则” 只是对卢梭民权学

说的修正。⑥ 但事实上， 这些思想家原本相互对立， 很难归于一派。 至于论

及康德时， 梁氏更强调： “卢梭民约之真意， 德国大儒康德 （ Ｉｍｍａｎｅ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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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ｎｔ） 解之最明。 康氏曰： 民约之义， 非立国之实事， 而立国之理论也。”①

卢梭之所以能统摄西方诸大儒， 是因为 “ 《民约论》 者， 法国大革命之原动

力也； 法国大革命， 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② 卢梭既为 １９ 世纪欧洲

民族国家的精神先驱， 任何体现彼时欧洲历史潮流的西方大儒的学说岂不都

在卢梭的影响范围之内？
尽管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也会提及伯伦知理， 但伯氏更多地充当了卢梭的

陪衬。 纵然伯伦知理对卢梭多有诟病， 但梁氏每每将两者安排进互不妨碍的

两个历史阶段， 以化解双方的矛盾： “卢氏立于十八世纪， 而为十九世纪之

母； 伯氏立于十九世纪， 而为二十世纪之母。”③ “十八世纪以前， 重干涉主

义； 十八世纪后半， 十九世纪前半， 重放任主义； 近则复趋于干涉主义……
卢梭， 放任主义之宗师也； 伯伦知理， 干涉主义之宗师也。”④ 观其言论，
卢梭不像是伯伦知理的论敌， 他的主张倒像是实现伯氏主张的必要条件。

其实这种理解倒接近陆羯南的立场———国家主义之根本在于国民， 而不

在政府。 福泽谕吉、 陆羯南两人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颠倒了， １８９９ 年时重

福氏而轻陆氏，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时则重陆氏而轻福氏。 卢、 伯二氏并重与陆

羯南地位的上升， 这两个特征在梁启超 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发表的 《国家思想变迁

异同论》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梁启超坦承这篇文章以伯伦知理的 《国家学》 为框架， 名为介绍欧洲

国家观念之变迁， 大半内容却在表彰卢梭的丰功伟绩。 梁氏指出： “今日之

欧美， 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 今日之亚洲， 则帝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⑤ 他所谓的 “帝国主义” 大体等于今人所说之

封建王朝， 而 “民族帝国主义” 才是今人习称之帝国主义。
卢梭是民族主义的理论先驱， 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 法国大革命则

标志着欧洲迎来了 “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 “其 《人权宣言书》 曰： 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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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 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 又， 其国之全

体， 乃至一部分， 不可被分割于外国。 盖国民者， 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

云”。① 法国大革命扫除了封建贵族统治， 教育欧洲人民认识到国家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事情。 它证明了先有民权主义之发达， 才有民族主义之兴旺。 梁

氏号召： “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 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

抵制之， 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由此看来， 中国怎能不亟须一场

自己的 “法国大革命”？ 这场民族主义革命岂不恰与康有为的 “大同” 说相

对立？
在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发表的两个月后， 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梁

氏就在 《南海康先生传》 中这样评述其师的大同之义： “吾自十年前受其口

说， 近者又专驰心于国家主义， 久不复记忆， 故遗忘十而八九。”③ 是真忘

记了， 还是真不赞同？ 梁氏随后的言论庶几给出了答案。
１９０２ 年 ２—４ 月， 梁启超发表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开篇即批判 “天

下主义”。 据他的说法， 过去欧洲人也 “常视其国为天下”， “故爱国心不

盛， 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④ 所幸后来欧洲民族主义日趋发达， 才

破除 “天下主义” 的迷障， “故今日欲救中国， 无他术焉， 亦先建设一民族

主义之国家而已”。⑤

另如 《新民说》 中有 《论尚武》 一篇， 其文曰： “宗教家之言论， 类皆

偏于世界主义者也。” 相比于其他宗教， 儒教虽然 “切近于人事”， “然孔子

之作 《春秋》， 则务使诸夏夷狄远近若一， 以文致太平； 《礼运》 之述圣言，
则力言不独亲亲， 不独子子， 以靳至大同。 亦莫不破除国界， 以至仁博爱为

宗旨”。⑥ 在梁启超看来， 中国人正是害了儒教之病， 才导致爱国主义或民

族意识薄弱。 国人欲激发尚武民风， 非破除有关 “太平” “大同” 之成见不

可。 梁氏名著 《新史学》 亦宣称： “历史者何？ 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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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 非大同太平之象也。”① 上述言论虽然没有

点名， 但针对何人， 一眼便知！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梁启超发表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② 标志着他与康有为

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同年 ５ 月， 梁氏索性去信康有为， 辩称他批判 “大同”
说只是议论西方人的观点， 绝无针对康氏之意：

大同之说， 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 而在泰西， 实已久为陈言。
希腊之柏拉图， 英国之德麻摩里， 法国之仙世门、 喀谟德所言， 其宗

旨条理皆极精尽、 极详密， 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 近人著书， 几无

不引之， 无不驳之。 弟子言此， 亦袭前人说耳。 当下笔时， 若几忘此

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 其瞀其疏固可责， 然谓其有意相攻则

冤也。③

上述言论看似自我辩解， 实则暗藏讥讽。 梁氏在信件末尾还不忘申明： “先
生大同条理之书， 弟子以为宜早日写定之， 盖若更迟， 则人将以为剿袭西

学， 殊不值也。” 所有这些岂不都是在嘲笑康有为的 “大同” 说充其量不过

承袭西人之谰言， 几无可取之处？ 恐怕最令康有为感到愤怒的是， 梁启超竟

然以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为依据教训康氏：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

代， 非有此精神， 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 势不得不攻

满洲。”④

梁启超至此已经持有了一种与康有为截然不同的历史哲学图式： 康氏以

“据乱世”、 “升平世” （小康）、 “太平世” （大同） 为人类进化之三阶段；
梁氏则以 “帝国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帝国主义” 为人类进化之三阶段。
在康有为看来， 伸张民权是从小康向大同过渡时期的事情， 此时中国尚不能

小康， 故应着力于振兴国权， 先有国权而后有民权。 但在梁启超看来， 伸张

民权是迈向民族主义的先决条件， 唯有民族意识觉醒， 方能振兴国权， 故先

有民权而后有国权。 尽管师徒两人都承认， 民权与国权绝非对立之物， 双方

却因民权、 国权的先后次序不同， 而各走一边、 渐行渐远。
至 １９０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 梁启超仍然宣称 “盖必先经民族主义时代，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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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 “ 《民约论》 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①

毫无向康有为妥协的意思。 然而， 他不会想到， 仅仅几个月后， 自己就将转

变立场。

五、 对伯伦知理的新诠释

梁启超摇唇鼓舌于 “民权” “民族” 令黄遵宪深感不安， 他在 １９０２ 年

底去信告诫梁氏， 时下中国风气未开， 民众 “无权利思想， 无政治思想， 无

国家思想”， 贸然授之以民约之义， “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 其不至引

刀自戕者几希”。② 怎料还不到一年工夫， 黄氏之论就让梁启超感同身受。
１９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 离日赴美， ３ 月 ４ 日抵

达加拿大温哥华，③ 正式开始了他的北美之旅。 这次游历让梁氏有机会近距

离观察所谓的民权政治， 其结果不禁令他大失所望。 美国社会腐败横行、 贫

富悬殊， 当地华人帮派林立、 内斗不已， 所谓 “民权国家” 看来亦不过如

此。 更重要的是，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上海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 １９０３ 年， 东

京、 上海等地又掀起拒俄运动。 青年学生动辄以 “自由” “人权” 为名荒废

学业、 嬉戏取闹， 这深深地刺激了梁启超。 １９０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梁氏在给蒋

智由的信中痛陈： “中国之亡， 不亡于顽固， 而亡于新党， 悲夫！ 悲夫！”
他坦承自己立场已变： “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 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④

仅仅两个月后， 梁启超就发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以下简

称 《学说》）， 既重新诠释了卢梭与伯伦知理二人学说的不同之处， 又重新

定义了民权与国权的先后顺序。 文章把卢梭的 《民约论》 比作药材， 把伯

伦知理的 《国家论》 比作粟米。 药材虽可以治病， 但使用不当将致人中毒；
粟米虽不能治病， 却是人们存活下去的必需品。 梁氏坦承过去他宣传民约之

义本为治疗中国之病， 不料旧病未除， 中毒迹象 “已隐现出没”， “噫！ 岂

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 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⑤ 如此看来， 振兴中华也

不是非经过卢梭不可。
梁启超接着解释称， 方今之中国与曾经之欧洲， “其受病根原， 大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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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 在有机之统一， 与有力之秩序，
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① 过去梁氏主张先有民权而后有国权， 现在却变为

主张先有国权而后有民权。 尽管理论依据不同， 但他至少在国权与民权的先

后次序上跟康有为达成了一致。
不到一年前， 即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梁启超在介绍加藤弘之的学说时，

还不忘加上按语： “余夙爱读其书， 顾不欲绍介其学说于中国， 盖虑所益不

足偿所损也。”② 言下之意， 加藤之学固美， 但不适合当下之中国。 如今梁

氏却唯恐加藤之学不能深入人心， 加藤弘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倏然超越了陆

羯南、 中江兆民。
诚然， 梁启超早在 １８９９ 年就译介过伯伦知理的 《国家学》， 但陆羯南意

义上的伯伦知理与加藤弘之意义上的伯伦知理毕竟不同。 对照 １８９９ 年的

《国家论》 和 １９０３ 年的 《学说》， 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有趣的差别。 比如在

《国家论》 中， 伯伦知理对卢梭学说尚有肯定之处：
路骚之说， 虽妄谬如是之甚， 然间亦有合真理者。 其言曰： 国家不

啻逼于民性不可已之势而成也。 又曰： 人类自由之意志， 实占国家枢要

之地， 以立法行政。 路骚此言， 可谓砂中之金。③

以今人通行之译名概括这段引文， 即伯伦知理认为， 卢梭指出现代国家主权

的根基是人民公意， 公意是有机的整体， 不可分割， 也不能被代表， 它赋予

一切立法行政以正当性， 这无疑是正确的。 此节在 《学说》 中完全消失了。
又如 《学说》 突出了伯氏对民族和国民的区分， 梁启超对此专门解

释道：
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 而其立论根于历史， 案于实际， 不

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 为国民资

格， 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 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 两年以来， 民

族主义， 稍输入于我祖国， 于是排满之念， 勃郁将复活。 虽然， 今吾有

一问题于此， 曰： 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 此吾不能无疑之第一问

题也。④

“国民主义” 是政治法律概念， 指某一政府统治下的全体人民；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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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种族概念， 指同一血缘、 语言和习俗凝聚成的特定族群。 梁启超龂龂争

辩 “国民主义” 与 “民族主义” 的不同， 意在强调当务之急是以清王朝为

基础打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切不可妄行革命 “排满” 之举。 这一内容则

全然不见于 《国家论》。
综上所述， １９０３ 年的梁启超确实在思想上发生了 “突变”， 只不过并非

由民主主义者变为国家主义者， 或由卢梭信徒变为伯伦知理信徒， 而是改变

了对国家主义的理解。 前此梁氏主张民权为国权的前提， 后此梁氏则主张国

权为民权的前提； 前此梁氏并不在意民族与国家的区别， 后此梁氏则强调国

家大于且高于民族。

六、 结语

行文至此， 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梁启超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思想变化的轨迹。
首先， １８９９ 年前后， 东渡日本之初的梁氏， 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戊戌时

期的思想烙印， 彼时的梁启超仍以其师康有为的公羊学为自己历史理论的基

础。 按照这种学说， 人类历史的进化图式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梁氏

甚至以此提出了 “新夷狄” 说， 即西方的文明程度比中国高， 比中国更接

近大同， 因此西方才是 “华夏”， 中国反而是新 “夷狄”。 这种思想让梁氏

一度十分推崇鼓吹 “脱亚入欧” 的福泽谕吉。 换句话说， 梁氏在 １８９９ 年前

后对福泽谕吉的吹捧，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新夷狄” 说。
其次， 大约从 １９００ 年开始， 梁启超心中的民族竞争观念逐渐强烈起来。

他意识到， 欧洲近代的发达是民族国家竞争的结果， 民族的竞争不只是政府

的竞争、 领袖的竞争， 更是全体国民的竞争。 中国想要跻身民族国家之林，
必先树立民权意识， 使人民意识到国家与民族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一种新的历史进化图式由此在梁启超的脑海中浮现， 即帝国主义—民族

主义—民族帝国主义。 这里的 “帝国主义” 指奥斯曼帝国、 清帝国等传统

王朝帝国， 而民族帝国主义则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帝国主义， 即西方垄断

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梁氏敏锐地看到， 从传统王朝到近代帝国主义

的必经中介是欧洲民族国家。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转折

点， 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和 １９ 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理论先驱， 成为梁启超

格外关注的对象。 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 梁启超开始热烈地宣传卢梭。 这一

切是其师康有为的公羊学体系无法涵盖的， 反而更接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

主张。
最后， 即便是在梁启超鼓吹卢梭民约学说最为热烈的时候， 伯伦知理的

国家理论也始终萦绕其左右。 伯伦知理使梁氏认识到， 国家并非由人民约定

产生的， 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 １９０３ 年以后， 梁氏放弃革命道路， 伯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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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迅速取代卢梭， 成为梁氏最推崇的西方学者。 此时梁氏放弃以振兴民权自

下而上推动民族主义的道路， 转而期待清政府通过改良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

主义。
从 “新夷狄” 说到卢梭的民约学说， 再到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 这种

思想变化轨迹使梁启超常常在保皇和革命两端反复游移。 梁启超的思想纠结

清楚地表现在其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１９０３ 年 ９ 月连载的小说 《新中国未来记》
中。① 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黄克强、 李去病分别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 法国巴

黎大学。 黄君信奉伯伦知理的 《国家论》， 代表德国道路； 李君信奉卢梭的

《民约论》， 代表法国道路。 只消玩味两位主人公的名字， 就不难看出梁氏

对卢、 伯二氏的不同定位： 李去病， 意为去中国之病； 黄克强， 意为黄帝子

孙自立自强。 二者分别隐喻卢梭能去国人 “爱国心弱” 之病， 伯伦知理能

使中国自立自强———前者是良方猛药， 专治疑难杂症； 后者是肉食厚味， 用

以滋养身体。
《梁启超年谱长编》 的编者评论道： “这篇小说完全是阐发先生的政治

理想和见解的， 里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的辩论。”② 相关

内容出现在小说第三回， 黄、 李二君往返辩论四十几轮， 一个通宵下来尚不

能尽兴， 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梁启超后来坦承 “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

于胸中”，③ 黄、 李辩论岂不就是 “君宪” “革命” 两条道路交战于梁氏胸

中的最好写照吗？
毫不夸张地说，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思想演变涉及的内容， 几乎浓缩

了后来革命、 保皇两党辩论的主要论点。 梁氏诚为清末保皇派的骨干， 却对

革命思想贡献甚多， 无怪乎严复后来痛斥他 “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 然

而， 梁启超之所以令人着迷， 恰在于他思想的丰富多样， 恰在于他对近代中

国多种彼此对立的不同思潮都有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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