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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式的唯心哲學向度之下，梁啟超接受有機體的國家觀，從內在

的積極自由界定個人自由。晚年在與柏格森等唯心哲學家相唔相契之後，

頌讚中國的精神文明;對資本主義缺乏好感，嚮往基爾特社會主義，卻對

激進的馬克斯主義及其唯物論，採取強烈反對的態度 。 要之，梁啟超思想

的主要形貌，由上述的幾個支柱架構而成 。 此一思想架構，似乎只有透過

一種唯心哲學的向度，才能夠提供深入而周延的解釋 。

五、結語

做為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橋樑，梁啟超對於他所繼承的儒學以及

引介的西方自由主義﹒儘管持論偶有變遷，不過深一層地探究，可以發現

他的詮釋進路植基於一種唯心哲學之基底 。 此在儒學，即是從孟子以迄陸

王的心學;在自由主義，則是積極自由與有機體的國家觀。論者每謂梁啟

超的思想發展常有變化，即梁啟超自己亦歸咎自己「太無成見」有以致之。

然而正如「萬變不離其宗」這句話所顯示的，梁啟超思想的變化 ，並未脫

離其唯心哲學的基本論旨。如果我們沒有深究到此一基本論旨，即難以對

梁啟超的思想得到通盤之理解 。 以李文孫《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此一

研究梁啟超的代表性著作為例，面對梁啟超澎濟的思想發展，只有以西潮

衝激之下的心理反應做為解釋 。的此一解釋，頗受後起的研究梁啟超論著

之批判。唯細繹諸多論著，似亦未能提供一通盤之解釋架構 。 本文透過對

梁啟超有關儒學與自由主義詮釋進路的探究，揭示其思想基底的唯心哲學

向度，對於梁啟超思想的理解，應可提供一個新的參考架構。

六九年) 一毒所寫序言，頁 2-3 。

的 Levenson ， op. cit. ,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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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與革命一

以民國時期的改革派為中心的討論

(1911 一- 1949)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系

一、緣起

梁啟超作為清末民初重量級的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在政治立場雖然

屢經波折，有多次的轉變，然而，大抵上無論是清末立憲的主張，或是民

國以後擁護共和體制，追求立憲，漸進的改革似乎是梁啟超理想的「正途」。

問題是:民國成立以後，相對於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梁啟超雖然較傾

向於體制內的改革，不過他在護國軍之役與支持段祺瑞討伐張勳復辟，其

政治作為叉呈現明顯的革命色彩。 l換句話說，梁啟超做為中國現代史上

採取改革路線的代表性人物，在現實政治路線的選擇，有時候仍然出現在

l 參見張朋圈， (自序) ,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台北:食貨，民國 67 年) ，頁 1-2 。 本研

究問題意識的提出，以及筆者個人對此問題的初步認識，皆受到張教授研究成果的啟

發，不敢掠美，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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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與革命中搖擺的現象。然而，梁啟超並不是單打獨鬥、沒有派系的政

壇「孤鳥 J .相對的，他隱然是革命派之外另一個政治傳統或政治派系的

代表人物，縱使他過世了，他的政治事業在後繼者努力下，依然不絕如縷，

在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政治舞台，扮演一定的角色 。 因此，筆

者擬以既有對梁啟超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考察其政治事業後繼者政治路

線的選擇，並討論其在改革與革命之間遊走的歷史意義 。 而其政治事業的

後繼者中，採取組織政黨的具體行動，追求制訂憲法的政治目標的，可以

中國民主社會黨(及其前身中國國家社會黨)創黨黨魁，同時也是現行中

華民國憲法草案起草人的張君勘最具代表性 。

張君勸與梁啟超在政治上結緣，並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可以溯及戊戌

政變期間 。 本來在中日甲午戰後，中國知識界彌漫在一片救亡圖存的風氣

中，張君勸奉母命於光緒二十三 ( 一八九七)年進入廣方言館就讀，次年

適逢戊戌政變，在廣方言館門口懸掛通緝康梁的照片，給他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 。 2這個印象對張君勘以後投身政治有多大的影響，當然可以再評估，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對他而言 ，這一印象並非孤立的偶發事件 。 因此，

在離開廣方言館以後，就因為讀了梁啟超 〈 祝震旦學院之前途〉 一文，原

本在廣方言館讀書每月可領津貼一兩的張君勸，便設法籌湊一百多兩的學

費，進入震旦學院就讀 。 3由前述的討論，可以得知:在留學日本以前，

張君勸雖然未與梁啟超認識，在認知與行動上，卻已相當信服梁氏，因此，

他日後追隨梁啟超，在此時實己可看出端倪 。 光緒三十二 ( 一九O六)年，

張君勘以他積蓄的四百多(銀)元，和得到寶山縣公費留日的獎助，踏上

旅日的行程 。 4

2 程文熙. < 君勛先生之言行 ) • (再生} 總 248 期 (民國 38 年 l 月) . 頁 8 0 

) 張君勵. < 我的學生時代 ) • (再生} 總 239 期(民國 37 年 II 月) . 頁 7--8 。

4 程丈熙編錄 . < 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 ) . 收入 (張有勛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 > (台北，中

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印行 ， 民國 65 年) . 頁 4--5; 張君勵. < 我的學生時代 卜{再

生} 總 239 期， 頁 8 .則說係以積蓄留學，但事質上留學之初則應係公費的資助為主

因 ，參見許紀霖 . (無窮的困惑 > ( 北京， 三聯書店 . 1988 年 ) ，頁 25 0 

80 

改革與革命 -以民國時期的改革派為中心的討論

到了日本求學，碰巧光緒三十三 ( 一九O七)年梁啟超組織政聞社，

張君勵便加入其中，不久更成為正式追隨梁啟超的重要份子， 一直到梁啟

超過世為止 。 5同時，他也向《新民叢報〉投稿，賺取因公費中斷所需起

碼的生活費，直到其停刊為止。 6而就在此時，張君勘在某些時候已經開

始成為梁啟超的私人代表，代表梁啟超返國進行政黨、立憲活動 。 7在此

階段，張氏與梁氏建立了深厚關係，成為他日後繼承梁啟超政治事業的重

要原因 。 H以下擬以從清末民初以降張君勘的政治主張著手，考察其政治

路線的選擇及其意義 。

二 、追隨梁啟超時期

張君勸曾說他自己的政治路線是「英國的 J · 。其所指涉的是他在法國

大革命模式與英國漸進改革之間的抉擇，因為「英人種政治之天才，在善

通舊制以適新需，故雖無赫赫之名，而善舉幸福之實 J 0 10此一選擇與他

生命本身的保守一面較能相契，也是他的政治導師梁啟超立憲主義立場下

的選擇 。 而光緒三十二 ( 一九O六)年他研讀穆勒(J. S. Mill) 的思想

(主要是《論代議政治} (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J) ，不僅提供改革政制的條件，也提供反革命派的理論基礎。
因為穆勒的思想透過張君勛的詮釋，表現了下列的概念:政體必須與「國

有張朋園.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 (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 67 年) .頁 267--270 ;程艾
熙. < 張君勘先生與梁任公先生卜 {再生(台北版 )) 3: 1 (民國 62 年 l 月) 。

6 張君勛. < 我的學生時代 ) • (再生 〉 總 239 期， 頁 8 0 

7 張朋園.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58 年) .頁 185--187 ;程
艾熙編錄 ( 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卜頁 8 。

" 張朋園是國內研究者中，指出張君勘一輩繼承 T梁啟超的意志 ，在梁啟超之後， 這一

派知識份子在民國使上將繼續扮演其所擔任的角色 。 張朋圈 . < 自序 ) • (梁啟超與民
國政治}頁 270 。

V 參閱程艾熙﹒ ( 張君勸先生的十大政治譯著 ) , (傳記文學 ) 28:3 (民國 65 年 3 月) .頁
II 。

1 0 張君翰. < 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 ) ，原載 {新民叢報} 引 自{開國前後言論集)( 台北，

正中書局， 民國 60 年) . 頁 1'; 江勇振. (張君呦思想評述 > (台北，師大史研所碩士
論文 ，民國 64 年) . 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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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性情行誼」互相配合，而且只有人民的「行動力足以維持」的條件下，

才得以「永續 J 0 11 另一方面， 他認為事實上滿族已被「同化 J '己和漢族

同在「苦樂榮辱」與共的歷史傳統之內，面對中國的危急存亡，應該共同

戮力於改革專制腐敗政府的政治革命，而實現立憲政治的目的，相形之下

進行種(民)族革命則是不必要的「復仇主義 J 0 12當面對清廷立憲召開

國會之舉遲遲沒有進展之時，光緒三十三 ( 一九O七)年，張君勸也從其

所理解的自由主義中，找到行動的理論依據。他強調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

看，立憲成功與落實，必須以國民的要求為原動力，因為「國民之能力增

一度，則政府之壓制縮一度 J 0 13 

就此一思考理論而言 ，國民的思想和能力似乎成了達成立憲目的的最

重要因素。 14但是，就在國會是否應該立即召開，在中國國內立憲團體中

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際，張君勘固然是正反俱陳，對二派主張都有所批

評，但對國民的要求之重要性，則並未強調。在應然的層面，如上所述，

只要國民的程度真備了一定的水準，以有「能力」國民的要求為原動力，

促成立憲的成功與落實，最合乎張君勵的理想。不過，在實然的層面，他

所面臨的卻是國民程度不足，叉需要召開國會推動改革的兩難。張氏表示，

要求速開國會的主張，並沒有注意在中國的落後與人民程度不足的情況

下，召開國會的危險:首先，中國正求「力固國本，以禦外侮 J '是否禁

得起開國會以後「內閣更送」頻頻;其次， 一旦開國會，本來抱持「革命

主義者」將轉而求「執議院政策 J '不僅難免「政爭之局 J '更造成「國事

之危殆 J '最後，國會初開的中國，以「散沙亂石，漫無紀律之數百代議

士，以當政府 J '必易陷於「買收連動」等「歷史上之惡習」的困境。不

過，他也指出教育的改革與人民知識的提高，並不是召開國會的前提 。 的

11 張君勵， ( 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 ) ，原載{新民叢報} 引自 {開國前後言論集}頁 4 。

1 2 參見江勇振， (張君勘思想評述}頁 23 ;張君勛， ( 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 ) ，原載 {新

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 19 。

l.~ 張君勸， ( 論今後民黨之進行 ) ，原載 {新民叢報} 引自 {開國前後言論集} 頁 30 。

14 江勇振， (張君勘思想評述}頁 23 。

1 5 張君勵， ( 論今後民黨之進行卜原載 {新民叢報} 引自 {開國前後言論集} 頁 36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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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勘以為， r 立憲政治之行，不必定俟國民權利觀念之發達 J ' r 國民思

想之改良，非旦夕可期 J '因此，國家政治「無論其改革前改革後 J '皆必

須由少數菁英「主持而提倡之」。因此，中國當務-之急便是以「少數先覺

之士」主導，從速奠定立憲政治， r 以開發全國國民，圖永久之社會改良」。

16 

根據前述的討論，在推動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張君勘雖然也曾斷斷續

續強調國民教育水準的重要，不過依其前述的理路來看，縱使國民水準尚

未提升 ，當有機會進行體制的改革或創建時，他則傾向把握時機 。 所以，

此一思考模式，比起以國民知識水準作為改革的指標，更能表現出張君勸

的實際行為取向。

換言之，在他思想中，文化層面的條件如果能配合制度層面的改革與

創建，自然是最理想，當二者不能配合時，他固然強調必須在前者下工夫，

比以求建構制度的有利文化條件，不過，若有機會尋求制度的建立或改革，

張君勘亦會戮力以赴。 17從「召開國會」的討論中， 也可以看出張君勸希

望能真足 、強化、建立制度所須的文化條件，而在安定中進行政治建設的

價值追求。

辛亥革命發生後，張君勸的實際政治行動也展現了前述的價值取向。

他除了返鄉擔任寶山縣議會的議長，並和其弟張公權「發起籌備『神州大

且』和成立『國民協(進)會 dl J '希望從教育與社會事業著手提升國民的

能力與習債。 1日但是，在歷史現實上，他則在政治運作上用了更多力，國

民協進會也成為民主黨的前身。 19更重要的是，在帝制即將傾覆，共和國

1 6 張君勵， ( 論今後民黨之進行 ) ，原載 〈新民叢報} 引自 {開國前後言論集} 貞 37

~38 。

1 7 許紀霖比較張君勵與黃炎培二人的主張後，便指出張氏救國的主張著重在 「 變革政

制 J '而黃氏則是啟發民智，許紀霖，(萬聖窮的困惑} 頁泣 。

I~ 轉見江勇振， (張君勵思想評述〉﹒頁訟 。 但其註中所引的T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

譜長編(初稿)) (台北，世界書局 ﹒民國 61 年) ，則未見此一資料 。

IY 國民協進會合併改組成民主黨一事，見姚路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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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中國新國體之際，原本主張君主立憲的他，除了政治路線何去何從

的抉擇外，還必須面臨如何選擇新的合作對象的問題。基本上，民國體制

的建立，雖非梁啟超、張君勘諸人本來的願望，但是鑑於國家體制不堪一

再反覆，因此轉而求其次，希望在民國政治體制下進行政治建設。然而，

此一主張的轉變 ，並不只是消極的無奈，反過來說 ，張君勸基於在既有體

制下改革的信念，已經成為民國共和體制的維護者 。 20同時他於民國元( 一

九一二 )年初，清帝尚未退位之際，首先致函梁啟超表示:孫中山、袁世

凱的兩派勢力都不是能夠建設令後中國的力量，即使與他們聯合也沒有益

處，故而應該超然獨立於此二黨之外，先不斤斤計較政權的得失，而另行

揭欒政綱以等待天下輿論的歸向;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民主憲政體制下

的政黨是必須爭選舉、爭議席的，為了壯大、發展黨勢，因此必須選擇其

一合作 ，而其中袁派較孫派適合「建設之業 J '故主張「聯袁，以造成一

大黨」。雖然，他曾表明: r聯合之目的，並非在爭政權，藉力以發展支部

於各省，數年之後雖不欲不聽命於我，安可得焉 J ' 21最後使袁必須依舊

立憲派的意旨而施政。整體而言，前述政治路線選擇的重點則在於張君勘

主張藉權力核心而推動政治建設的意圈。問題是選擇現實政治上的「實力

在握者 J '固然是推動體制敗改革的正面條件，但是， r實力在握者」是否

真能與改革派合作，推動改革則是一大問題。 22

在改革派追求體制內改革的理念下，與變更國體的主張有嚴重矛盾，

因此 ， 當袁世凱以後欲變更國體回到君主立憲體制時，梁啟超、張君勘等

人的反袁行動也與此一信念相關。不過，張君勸之所以在同儕之中最早展

開反袁的行動，倒不是因為他看出袁氏有帝制自為的可能，而是因為袁氏

的對外政策表現出默認蒙古脫離中華民國 。 23張君勵與梁啟超一樣是大民

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1 年) .頁的--- 17 。

20 T文江編. (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 ) .頁 372---3 :張君勛. < 全國各民主黨派大合作

定止亂圖治之方針卜 〈 自由鐘(美國版)) 1. 12 (1967 年 2 月) .頁 4 。

21 T文江編.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 ) .頁 372---3 " 
22 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 。

13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 (香港，中文大學. 1979 年) .貞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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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者 ， 主張漢族與各族同化成一「國族 J ' 24他過去反對革命的重要

理由之一 ，便是「革命雖成，滿蒙必失 J 0 25他本來主張聯袁的重要立論

之一 ，就在於袁氏較革命黨穩健。但是，袁氏當政的結果，卻是使蒙古脫

離中國的隱涵危機浮上檯面，因此，張君勸便在《少年中國〉發表「袁世

凱十大罪 J ' 26強烈批評袁世凱。

奈何袁世凱主政下之新民國正一仍滿清政府不尊重人民言論自由的舊

慣，張君勸以言賈禍，便在梁啟超等人的鼓勵下，赴德國留學成為自我流

亡海外的異議份子。 27至於梁啟超此對與袁世凱的合作並未斷念，縱使袁

世凱解除國民黨議員資格，國會停開，梁啟超及進步黨被迫失去政治舞台 ，

梁啟超仍未採取強力反袁的態度2人直到袁世凱推動帝制 ，才採取實際的

反對行動 。 而當中國國內蔡銬等人發動護國單，討伐袁世凱稱帝變更國體

的行為，梁啟超便電召張君勸返國參與討袁工作 。 2\1雖然立場相近，但在

對袁世凱的態度上，仍可以看出張君勸比起梁啟超， 一旦既有體制內的結

盟者未能落實結盟的本然目的 ，更富有起而對抗，以維持落實理想的初衷。

而在討袁期間，梁啟超便與北洋派實力人物段祺瑞 、馮國璋結合 ，而且支

持馮國璋擔任副總統 、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 。 jO

張君勸在這次留歐期間，適逢歐戰爆發， 他不僅未如留學生一般匆促

返國，反而不斷觀察戰局變化，考察戰時各國的制度與國情。 31經過用心

24 張君勵. ( 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 .原載{新民叢報} 引自 {開國前後言論集}頁的 o

2~ 張君勛. < 吾國政黨發展之回顧與吾黨之將來卜{再生〉總 109 期，轉見許紀霖.(無
窮的困惑} 頁 41 。

26 張君勸. < 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的經過 ) .原載 { 宇宙旬刊) 3 : 11 .引自{中華民
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頁 208 。

27程艾熙編錄. (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11 。

28 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頁 33 。

29 將句田. ( 張君勸先生 -生大事記 卜{傳記文學 ) 14:4 (民國 58 年 4 月) .頁的;許
紀諜. (無窮的困惑} 頁的 。

、。 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頁 9 1 、的 。

、 l 程艾熙編錄 {張君勘先生年譜初稿}頁 11 --- 13 :江勇振. (張君勵思想評述}頁 37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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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張君勸認為戰爭最後「德國必歸失敗 J 0 32而此一信念在張氏返

國以後，是他再一次介入政局核心的重要引子 。

民國五(一九一六)年四月張君勸回到中國後，並沒有能夠趕往協助

蔡銬，而被呂公望留在漸江，參與漸江獨立的工作， 33並且不久就負責與

梁啟超淵源甚深的《時事新報》筆政。"在同年的五月到十二月，張君勸

與梁啟超往來十分密切，期間對於國事的未來，亦應有相當的討論。結果 ，

梁啟超與張君勸在十二月至北京時，已經公開主張對德宣戰。 35為了落實

政治理想，他們在政治上的結盟對象，則是袁世凱死後，擔任總理的北洋

派實力派人物段祺瑞 。張君勘力主對德國宣戰，乃是認定德國必將失敗，

希望藉此舉來挽回中國的利權， 36而此一主張主要透過梁啟超影響了段祺

瑞，民國六( 一九一七)年初段氏力主參戰以後則使雙方關係更為密切 。
.17 

但是，參戰與否在中國政壇上爭論不休，總統黎元洪反對，國會也不

贊成，加上段祺瑞叉欲強力威迫國會通過，最後遂演變成黎元洪召張勳入

京，造成清帝復辟的結局。 38梁啟超及張君勘雖未必完全同意段祺瑞的作

為，但是為了對抗復辟，他們甚至主動激勵段氏必須起兵討伐，張君勸更

奔走南北，四處遊說。等到復辟失敗，梁啟超等人用力既多，也成為新的

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得利者， 3\1張君勸也應馮國璋的邀請，擔任總統府的

秘書。 40

Jl 張君勵 . (我的學生時代> . (再生〉總 239 期，頁 8 。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三冊(台北，傳記文學，民國 68 年) .頁 8 ;程文熙編錄，

{張君勘先生年譜初稿}頁 13 。
~4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89 。

刊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39--140 。

地程丈熙編錄.(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14 。

n 張朋園. (梁啟超與民國革命}頁 9 1 、 143 。

" 參見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頁 466--467 。

.N 張朋園.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的;江勇振.(張君勘思想評述}頁 44 。

的程文熙編錄{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14 。 許紀霖提及梁啟超本欲把中國商銀總裁

由張君勘擔任，但張氏則推薦學財經原本在該行任職的張公權接任 . (無窮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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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伐復辟，使梁啟超等人與段祺瑞在政治上成為真正密切攜手政治伙

伴 。 41而梁啟超 、張君勘等人襄贊「再造共和」以後，認為根據過去的經

驗，在國會運作與國民黨嚴重衝突，沒有合作建國的可能，而「再造共和」

既給予其主導未來政治發展，落實理想的可能，遂支持段祺瑞排斥國民黨

占多數的舊國會，而以舊國會已被解散為由，主張另立法統，成立臨時參

議會，欲藉此使研究系主導國會。但是，研究系與段祺瑞及院系的聯盟並

未穩固，既有政治立場的歧見，且有現實利益的衝突，結果在徐樹錚聯合

交通系的財力強力運作下 ，無法如願 。而梁氏雖然續長財部，但是遭到百

般學肘，最後隨段內闊的垮台而去職。梁與張君勘參與實際政治，卻因遭

到相當的打擊而退出政治舞台。 42

雖然，參加現實政治的結局並不愉快，但在這一段短短的政治行動中，

口J 以隱約掌握到張君勵在現實上的行為取向。首先，張君勸追隨梁啟超，

以段祺瑞作為這一段時期的主要合作對象，在某種程度上，正與民國初年

選擇實力者袁世凱，有異曲同工之處。這種不放棄藉政治權力核心企圖實

現自己政治主張的傾向，終其一生，可以清楚看到。其次，張君勸固然如

前所述，基本上是改革派，希望在既有體制上進行改革，但是，只要國體

不變，與此次梁啟超主導的政治選擇相類，以後也有可能採取男立法統建

立制度以進行改革。

現實政治雖然失利，但是張君勘仍然相當積極於組織工作。民國七(一

九-八)年一月，張君勘便去函梁啟超，主張必須以精神結合同志 ， 組織

以紀念蔡松坡為名的「松社 J '社員「人數極少，僅以平日能相信者為限，

合軍人政客於一堂」 。 付這種團體縱使未真現實的政治性 ，至少也是潛在

的政治團體 。 同時，張君勸雖然退出政治舞台，對國事依然關心。囡而同

貞 70 .但事實上張公權擔任的是副總裁 。 姚松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頁 12 、

34 。
41 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92 。

42 參照張朋圈.(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94--100 、 119--120 。
43 T丈江編.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 .頁 541--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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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張君勘去日本考察後，回國便致書徐世昌總統，討論未來如何應付

和會事宜。同時，叉因梁啟超前已催促他同赴歐洲考察，他遂由北京南下

上海，參加這個具有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顧問，性質的考察團。 44

自加入政聞社以後，張君勘正式追隨梁啟超，以改革派的角色，進行

思想與政治活動。在此一期間內，他雖然接觸到西方的法政學科，但無論

在現實政治或政治思想方面，都尚未正式成為袖型人物。不過，此時他的

思想已經展露出一些重要的特點，貫穿了以後不同時期的主張。除了改革

的政治態度外，首先，是透過穆勒代議政治的詮釋，表現了其思想中嚴復

式追求富強的自由主義面貌。其次，雖然自由主義下個人的角色十分重要，

但在個人(國民)能力未能具足前，張君勸明白選擇了菁英主義，強調菁英

主導的重要性與關鍵性，並表現了與強者(袁世凱 、段祺瑞)結盟，藉著與

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合作，希望能促成改革理想的實現。

三、張君勵自我主導的階段

誠如張朋園教授指出的，民國七年以後，梁啟超退出現實政治舞台，

45張君勸在政治路線選擇上的主體性也更加凸顯。民國九(一九二0) 年

一月，張君勘在飽受巴黎和會的刺激後，陪梁啟超等人去見侵伊鎧( R. 

EuckenJ 。 在與優氏的談話過程中，他受到{委氏本人生命力展現的直接衝

擊，加上由於優氏答應梁啟超寫的新舊唯心論的比較，在梁啟超一行返回

柏林時已經寄達，更使張君勘感動，並對{委氏的人生觀與哲學深感佩服，

便決定留德從優氏學哲學 。“此時，由於與實力派結盟推動政治改革的行

動遭到頓挫，張君勘對現實政治舞台無從著力，因此張君勸在寫給林宰平

44 程艾熙編錄〈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16 ;張朋園，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的2 。

“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4-5 。

材張君勛， < 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的經過 ) ，原載 {宇宙伺刊 ) 3 : 11 '引自 〈 中華民

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頁 211 ;張君勸， <學術方法上ι許見卜 {改造) 4 : 5(民國
11 年 l 月)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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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鈞)的信中所述，曾決然地表示對作為他第二生命的政治斷念 ，而歸

向「學問國 J 0 47但是，此種選擇與其說是毅然脫離現實政治舞台，不如

說是當推行現實政治改革幾無入手之處，而選擇從文化層面著手，希望建

構理想的文化條件，以利未來理想政治體制的建構 。 就此而言，倒與他留

日之時，思考「開國會」問題的理路前後呼應。因為 ，就在見過優氏而梁

啟超尚未返國之際，張君勘便去函向國內同志表示「所念念不忘者，在延

攬同志而已。惟內地吾黨旗幟不鮮明，則招致新人才之舉，無由著手j"

並希望設法送人到德國留學。“而且轉到哲學也是要探求民族立國的最根

本力量 ，努力從此入手，來進行救國。的在此期間， 他雖然放出重話「以

政治活動改良政治，則中國必不救 J ' 50並對「現實之政譚」表示敬謝不

敏，而欲與「加富海 (C. Cavour) 、卑士麥 (0. von Bismarck ) 、格蘭斯

頓 (W. Gl ads tone ) J 暫別，將與「康德( 1. Kan t ) 、黑格爾 (F. Hegel)J 

等哲學家「為傳侶 J '只有在同志「出生入死之舉，以急國家之難 J '才會

「赴湯蹈火、決不人後」。則不過，就從民國九年開始，他就十分熱心地

觀察德國、俄國在戰後的發展，在《解放與改造} , {改造》發表一序列的

通訊與文章，討論中國的未來走向和介紹德、俄等國的新制度及轉變。 52

到了民國十( 一九二一 )年底更總結其在此次留歐期間對各種政治、社會

制度的心得，寫下〈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 ) ，刃第一次提出較全

面性的國家基本藍圖雛形。

47 張君勵， <致林宰平函) , (改造) 3:4 (民國 9 年 12 月) ， 頁 101 。

州「丈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沛，頁 571-572 。

小J 張君勸 ， <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的經過 卜原載{宇宙旬刊) 3 : 11 '引自 { 中華民

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頁 213 、 220 。

"張君勸， <政治活動足以救中國耶卜{改造) 3:6 (民國 10 年 2 月) ，頁 h

51 張君勸 ， <致林宰平函) , (改造) 3:4 '頁 102 。

51 這些文章至少包括(德國革命論)((解放與改造) 2:3-4 、〈德意志國憲法全文)((解

放與改造) 2:8) 、(德國新共和憲法評卜(記法國總選舉及總統選舉) ((解放與改造〉

2:9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 ) ((解放與改造) 2: 14) 、 ( 讀六星期之俄國 〉

( (改造 )3 :1-2) 、 (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形) ((改造) 3 : 9-11 )、(德國
工務會議法律譯文)((改造) 3: 10-11 )、(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 ((改

造) 3: 11 )、(歐戰後世界外交之大勢及中國之方針) ((改造) 4: 1 )。
"文載{改造) 4:3 (民國 10 年 1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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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留歐期間，張君勳表現了許多富有「革命」衝動

的主張 。 前述提及如果同志有「出生入死之舉，以急國家之難 J '則他「赴

湯蹈火，決不人後」"的說法，對照當時中國並無國難，張君勸的說法乍

見之下，不免令人有突兀之感 。 但如果和他寄給張東臻的信函相對照，張

君勸的革命意圖就清楚了 。 因為在提出前述言論之前，張君勸由於眼見中

國南北政府議和的僵局，便在給張東孫的信中直言，必須把希望寄託在「多

數有覺悟、有紀律之青年與公民」來「推翻」現狀，為此，他固然主張張

東孫等同志應當「懸此為大目的 J '而他自己也表明為此「願為執鞭者」。
可可

這並不是一時衝動之下所留下的孤證'因為縱使比較德、俄兩國的發

展，選擇德國威瑪共和的改革途徑，反對列寧式的革命之時，張君勸也還

明白指出， r 凡屬革命，不論其所爭為思想、為政治、為民族、為社會，

吾以為當- ."概歡迎之，輸入之 」。兒他同時表示革命之舉「為可暫而不可

常，可偶而不可久 J '表現出他傳入革命思想、分析革命史的意圖，卻未

必是支持以革命作為改造中國的「經常性」途徑 。 而在作為國家基本藍圖

雛形的「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中，他等於總結這段旅歐期間對

革命的看法 。 他清楚地承認:在人類數千年的進化過程中 ，以「一線光明，

時時照耀 J '維繫希望的，正是「思想界、行為界之少數革命豪傑 J 0 57這

並非只是言辭中表示贊美而己，他在分析議會路線與革命路線以後，雖然

強調「以平日之鼓吹言之，則不能少議會政略 J '但是臨時的作用， r則不

能少革命手段 J 0 58換句話說 ，他至少未反對革命的「奇兵」作用 。

當然，從既有艾獻來分析，可以發現這比主張乃集中在這段留歐期間，

"張君勛， (致林宰平函) , (改造 ) 3 : 4 (民國 9 年 12 月) ， 頁 102 。

"張君勛， (與張東孫書 ) , ( 解放與改造 ) 1 : 6 (民國 8 年 II 月) ，頁的 。

相張君勛、張東諜 ， (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 ) , (解放與放造 ) 2:7 (民國 9 年

7 月) ， 頁 2 。

"張措呦， ( 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占) , ( 改i!1 ) 4:3 ( 上是國 10 年 12 月) ， 頁 3 。

"張才有呦 ， ( 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立見者 〉 ﹒ {改造 ) 4:3 ' 員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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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他受優伊鍾思想洗禮的時候 。 張君勵這種革命的傾向，或許與優氏

的「衝動說 J ' 5<)有某種程度的相關。

大體上，這次留歐使得張君勸除了過去對政治的關心之外，也開始重

視哲學，可以說是他「不因哲學而忘政治，不因政治而忘哲學」的真正開

始 。 60另一方面，張君勸除了起草「國憲草案」以外， 61對於中國憲政的

發展，也寄以相當的關心。隨著聯省自治運動的失敗，他叉把目光集中在

中國當時力量較大的北京政府，希望北京政府先制定憲法再選舉總統62 。

但是，在現實政治層面，為了解決當時中國南北政府對立的情形，於民國

十二 ( 一九二三)年直系逼宮之際，他也曾提出另造法統成立所謂「國民

委員會 J '以各方領袖張賽、蔡元培、汪精衛、吳佩字、孫中山諸人為委

員來解決時局。 6.1這種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 ，希望在既有體制外另起爐娃，

以化解政治僵局進行政治改革，在某種層面上，正是「再造法統」改革方

式的再次提出。

張君勘的提議在現實上並未發生作用 。 在實際掌控北京政局的直系支

持下，直系領袖曹銀公然賄選，當選大總統 。 對曹銀賄選的醜間，張君勸

雖嚴詞譴責，表示不承認曹銀領導下政府的合法性。

「曹銀憲法」以後，使得民國成立以來的憲政體制建構工作，得到其體的

成果，甚至使得依循憲法規定推動政治建設，成為可能時，就像他過去看

待民國共和體制的成立一般，他對於受到本人主張影響很深的新憲法體

制，便主張加以擁贊，而要求政府遵行，而表現出他願意在體制內進行改

革的基調。不過，這_.-部中華民國憲法並沒街真正施行 ，甚至連曹銀本人

也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垮台。中國政局進人新的階段，必須等到國民黨北

"張君勛， ( 學術方法上之管見) , (改造 ) 4 : 5 ' 頁 2 。
制}程文熙編錄 {張君勘先生年譜初稿}頁 24 。

<>1參見薛化元 ， (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 ) (台北，柄禾出版社，民國 82 年) , 
貞 135-137 ω

h~ 5tQ -f!i勛， ( 時局關鍵 ) , ( 申轍} 上是國 12 年 6 月 I I 1.卜
F 科文熙編錄 〈張君勘先位年譜初稿}頁 20-21 -, 

制張君勛， ( 我心理上國會之死刑宣告 ) , ( 申報 ) , 1'1:\國 12 年 10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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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的

由於國民黨提出「一黨訓政」的主張，北伐的進展對張君勘個人而言，

即是面對一個除非放棄原有的主張，否則幾無可能合作共同促進中國民主

憲政發展的新局。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由於「聯俄容共」政策使張

君勘認為可能造成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得勢，而與其他舊研究系要角蔣百

里、 T文江等人選擇協助孫傳芳，對抗國民黨。“後來張君勸到武漢考察

雖然稍微改變他對國民黨強烈的敵視態度，但是對於國民黨以黨建國及訓

政的主張，則懷抱著國民革命可能以新的專制取代舊專政的疑i懼霍。

國民革命軍接收他的學校，甚至連掛他自己的名字的書都不准出版，更使

其對一黨專政下中國民主憲政的未來感到憂心。因此，在他與李璜合辦的

《新路〉雜誌申，有一半以上的文章，張君勘都集中焦點，直接向新的一

黨專政體制挑戰。“在「黨外」活動的張君勸遭到相當的打壓，甚至遭到

「綁票 J '遂再次赴德。 ω

張君勵這次出國本來就不得已，因此在德國講學一年多後，主持燕京

大學的司徒雷登(L. Stuart) 邀請他至燕大時，他便離開耶那大學，取

道蘇俄返回中國，其間並考察史達林五年計劃的成果，而於民國二十(一

九三一 )年「九一八」前夕返國。 70f也返國以後，碰巧張東孫也在燕京大

學教學，二張遂聯絡梁秋水 、羅隆基等人在同年十月成立「再生社 J '作

的張君勛， (論憲法公佈卜{申報}民國 12 年 10 月 1 日 。 許紀霖， (無窮的困惑}

頁 87 。

時張朋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66; T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汁，頁 709 。

張朋園係根據藍晒本校正世界書局版，故原文應以張著為準 。

的張君勵，(武漢見聞) (上海，國立政治大學，民國 15 年) ，轉見許紀霖，(無窮的困

惑}頁 99 。
制從{新路〉雜誌刊登的文章來看 ，張君勸批判一黨專政體制的文章，就佔其文章的絕

大多數。
的C.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rnanAssociates Inc . , 1952), pp.24-25 ; 
程丈熙編錄{張君勵先生年譜初搞}頁

70 程文熙編錄{張君勵先生年譜初稿}頁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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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黨的準備71 。事實上，張君勸反對梁啟超晚年的「虛總部」 72後，組

黨的努力始終沒有放棄。他出國期間，張東孫、胡石青、湯住心、徐君勉、

王搏沙本來就不斷洽商成立憲政黨，而他亦自德國來函要蔣句田、馮令白

等人赴北平從事組黨的事務工作。回國後，張君勘與同志會商後，認為憲

政黨名義太舊，主張代以國家社會黨，而得到支持 。 73由於「九一八」以

後，國難當頭，已經成為黨魁的張君勛，並未依一般政黨原則，採取爭取

政權的路線，反而強調應該組成「舉國一致」政府，以對付外來的威脅」

對他或國社黨而言，此一主張也意味著加入既有政治體制，共赴國難的意

向。

然而， r 舉國一致」雖是張氏在此時最重要的政治理念， 74但是在一

黨專政體制下，他的政治主張根本是「異端 J '欠缺實踐的可能性 。 而他

對. -黨專政亦深表不滿，對於所謂訓政與孫中山直接民權的主張，也認為

將阻礙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 75這固然是主張民主政治的在野黨必然的立

場，但從其思想理路來看，若一黨專政壓制「異黨」的局面未能改善，他

心目中聯合各黨派組合「舉國一致」政府的理念，也沒有實現之途。也因

此，張君勘的國社黨雖然會得到桂系和陳濟棠的同惰. 76在南方積極發展

黨務，並在香港辦《宇宙旬刊)， 77不過，國民政府平服陳濟棠以後，他

及同志的經營乃大受打擊，學校被封。 78

7 1 許紀霖， (無窮的困惑〉頁 113 。目前在台灣的老國社黨員也會指出是先有「再生社 J ' 

再有國社黨，此意蓋指國社黨正式舉行大會是在再生社成立之後。

7>張朋園 ，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19 ;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舟，頁 749 。
7.\ 程文熙編錄{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30 。

74 從(我們所要說的話 ) ，直到{立國之道}此為他按計國家基本藍圖的一貫理念 。

何如張君勸 ， (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卜{再生(北平版)) 1 : 2 ' (民國 21 年 6 月) ，即
為文章題目最露骨的一篇。

76 以前研究者因為學海書院的關係'有注意到陳濟棠的支持者，如許紀霖， (無窮的困

惑) ，頁 115 。

77 程文熙編錄{張君勘先生年譜初稿}頁 38 。關於此段國社黨在中國南方的活動情形，
則係筆者訪談當時{宇宙旬刊〉主要負責人楊毓滋，得到的資訊 。

7~ 張君勵， (二十餘年來世界政潮激盪中我們的立場) , (中國民主社會黨}頁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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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黨與陳濟棠等人往來，固然表現了張君勸意欲托庇於不服中央的

地方既有勢力之下，以發展黨務的態度，而這與民國初年他主張藉袁世凱

的既有勢力來發展黨勢，也頗為相類 。不過，當時相對於國民黨中央，兩

廣的抗日色彩則更明顯 。刊這與張氏當時力主抗日的行動，不致有太大的

矛盾。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日本侵略行動日益激烈，張君勘參加了對日抗

戰前夕廬山談話會。以}而到民國二十七( 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

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J '正式允許所謂抗日救國的結社自由， 81才有其

後互換函件的行動。而原有備受執政黨打壓的局面，直到張君勸與蔣介石、

汪精衛交換「私人函件 J '在某種意義上國民政府承認國社黨的存在後，

才稍有好轉 。但而張君勸的《立國之道(國家社會主義 n 的出版，更是

明示男一種主張，在國民政府允許下發行，這也是一黨專政體制下容忍的

表現 。 83

雖然參加抗戰，張君勸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特別在有

關如何推動憲政，檢討既有體制方面更是如此 。 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

九月第一屆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張君勛、左舜生、章伯鈞等人的提案，

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 。自4而中國國民黨

的五屆六中全會，亦決議在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召集國民大會，的表示

真有實質決定國家政策權力的執政黨接受國民參政會的決議 。 但是，不僅

國民大會沒有如期召集，作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表的蔣介石，在第二屆參

79 吳相湘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北，綜合月刊社，民國 62 年 ) .頁 260~261 。

約 程文熙編錄. (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39 。

XI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頁 693~694 。

~2 程文熙編錄 {張君勸先生年譜初稿}頁 39~43 n -般人多指稱此為兩黨互換函件，

但蔣 、 汪的回函則有意不用任何職稱，也叉未明白提及國社黨，因此質為私人信函的

性質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北，綜合月刊祉，民國 62 年) ，頁 260

~261 0 

X.， 張君勵. (ff 立國之道』新版序卜〈立國之道) (台北，民社黨中央總部 ，民國 58 年 ) • 

頁 l 。
84 李瑣.(學鈍室回憶錄) f冊，頁 564 ;孟廣涵主編. (國民參政會紀質) (垂擾，重

慶出版社﹒ 1985 年) . 頁 584~588 。

85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 5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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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會第一次大會的演講中，反而重申「一黨訓政 J '取消原本的決議 。“

這對希望在國民參政會追求民主憲政的張君勸等人，的自然是一大刺激 。

加上同年(民國三十年)一月發生新四軍事件， 88以及稍早第二屆參政員名

單中將章伯鈞等人除名，使國共以外所謂民主黨派成員為了調停國共兩

黨，並繼續結合以追求民主 ，便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其後，並在

民國三十三 (一九四四)年九月，發展成為中國民主同盟 。 ω其間以這些在

野人士為主體的中間力量，一直主張國共必須趕快用政治協商來解決糾

紛。 91而這種政治路線，基本上即上尋求在國民政府訓政體制之外，以政

治的方法，另求建立新體制。

抗戰末期，張君勸對抗戰即將結束抱持非常的信心，因此對於戰後國

共問題能否順利解決非常關切。"但是，在他內心，對此能否藉由中國內

部的政治勢力來協調解決，基本上抱持非常悲觀的看法。因此，雖然民主

(政團)同盟的成立本來就有調和雙方的用意， 93張君勘於民國三十三(一

九四四)年年底赴美以後，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黨魁，仍然認為

非由美國介入不能解決，而在與美國官員交換意見時，主張美方派遣代表

(類似以後馬歇爾的地位)至中國，積極化解國共的爭執。"而在戰後四

年中，張君勸也始終想要調停雙方，促成中國的和平建國。民主同盟等第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 569 。

87 C.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Associates Inc . .1952). pp.112-
114 

88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頁 704 。

"平野正.(中國民主同盟 研究) (東京，研文出版. 1983 年) ，頁 29~31 .對民主政
團同盟成立的原因，亦有相當的說明;李璜 {學鈍室回憶錄 } 下冊，頁 569~572 ; 
張君勸對於同盟成立時間的回憶，則與統一建國同志會混淆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

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 (北京 ，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3 年) . 頁 1 ; 
C. Chang, op. Ci t. ,p.114. 
呵平野正 . (中國民主同盟研究}頁 62~65 . 其中並討論了二者性質的轉變 。

叫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 585 。

IJl 張君勵在民國 34 年 l 月，便針對此在 {民憲) 1 ﹒ 11 發表 r < 國共問題公開報告以

後)。

則可E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香港，明報月刊社﹒ 1979 年) .頁 571 ~ 572 ; C. Chang, op. 
Cl t.‘ p.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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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從抗戰結束，歷經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其後調停國共，從事的也是

此-方向的努力 。"儘管最後和談破裂，國共終究以兵或相見解決爭端。

張君勘率領其追隨者在其間，如同民國初年基於現實考量選擇了袁世凱一

般，雖然此刻抉擇更為兩難，他終究捨棄 f革命的共產黨，脫離民主同盟

的陣營，戮力於中華民國的制憲大業 。

由於欲結束訓政進入憲政，並調和國共兩黨，而在民國三十五( 一九

四六)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本身就是在既有體制之外，尋求政治解決

的可能。張君勘在協商過程中，反對原本根據國民黨一黨訓政體制產生之

不真民意的國民大會代表，及其擁有自由意志制憲的權力，反而要求承認

政治協商會議結果對制憲國民大會制懦的內容，應有實質約束力。%雖然

這些主張在民主理論上都有一定程度正當性的基礎，但是，這並非循正常

政治體系運作來推動改革，也是事實 。

但是，參加共產黨及民盟抵制的制憲固然重要，對他而言，如有可能

亦不願放棄和平建國。特別是在制憲之後，政府動員戳亂並不順利，和平

建國的希望固然破滅，甚至連以武力壓制共產黨，建立依憲法推動民主憲

政在現實上都面臨失敗的可能 。 如何在既有體制外尋求「和平建國」的可

能，成為張君勸意向之所在。因此，在國共內戰擴大以後，張君勘便是原

本支持國民黨執政的朝野人士中，率先去商蔣介石總統，表示為了和平的

可能，希望蔣氏能夠辭職下野 。"而他所領導的民社黨(由國社黨與伍憲

子領導的海外憲政黨合併而成) ，也曾公開表示，為了能夠有和平解決爭

議的可能，願意重新檢討已經頒佈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這種態度基本

上是希望在不變更國體的方式下，可以以新造法統的方式，來進行改革建

'J4 (張君勘手搞日記) • 1945 年 11 月 21 日 。
95 也是因為調停不成﹒才造成第三方面的分裂，蔣句田. (中國近代史轉換點 ) (香港，

友聯出版社. 1976 年) .頁的0;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 621 。

96 薛化元. (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頁 187 。

。7 蔣勻田. (中國近代史轉換點}頁 153 ;雷霞 1949 年 l 月 21 日日記，傅正主編. (第

一個十年 } 冊 一 (台北，桂冠公司. 1989 年 ) .只 l鈞 。

‘.JX 蔣句田.(中國近代史轉換點}貞的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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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 而且此一行為取向並不突兀'無論是在支持段祺瑞解散舊國會，另開

新國會的梁啟超、張君勛，或是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張君勸，都曾抱持相

類的立場 。

總之，抗戰後張君勸追求中國民主憲政體制的建立與落實，希望在此

前提下和平建國，因此，從政治協商開始，他努力調和各方意見，擬就

了「政協憲草」。奈何國共談判的破裂，既使其制憲與和平建國出現兩難。

如同民國成立時選擇袁世凱一般，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底他選擇較

其實力且溫和的國民黨，參加制憲。但是，誰知剛依憲法成立政府不久，

中共的武力就日漸壯大，他在民國三十七( 一九四八)年底便去函蔣介石

總統，建議蔣氏下野，也願意不堅持既有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再造和平解

決中國內戰的可能。

問題是:掌握優勢的中共根本無意和談，所謂的和談對其而言，就是

如何和平接管 。"而張君勸本人更與蔣介石同列中共提出的戰犯名單之

林 。 10。這種現實迫使原本即抱持反共態度的張君勛， 101在中國大陸易手之

後，雖對國民黨當局未能落實憲法有所不滿，但是大體上仍是有條件支持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反共， 102一再為文反對各國承認中共政權， 103反對

兩個中國， 104反對美國傾向一中一台的外交政策。 105

明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86~ 787 。

1∞郭廷以. (中華民國史事日記 } 冊四(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4 年) .頁 818 。

101 C.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p.3 1 O. 
1 02 薛化元. ( 戰後中華民國政治史 「第三勢力論」 一 中華民國憲法 起草者

=張君勳主張 中心 ) , (大阪國際大學國際研究論叢}第 10 卷第 3 • 4 合併
號， 1997 年，頁 131~144

103 張君勘早在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就反對各國正式承認中共，此一立場也始終未變 。

E. O. Reischauer • (中國混亂局勢的客觀分析 ) , (再生} 總 339 期(民國 42 年 6 月) , 
頁 66 。

l加對張君勛而言 ，兩個中國主張寶現後，無論中華民國國號是否不變，在實質上便是

1 台灣共和國 J。張君呦， ( 論兩個中國政策).(民主中國}復刊 3:2 (民國 49 年 l 月) , 

頁: 3 。

105 這樣的言論在民國 48 ( 1959 )年美國官方露出-中一台的外交政策走向後， 一再地

出現 。 參見對張君勵而言，兩個中國主張寶現後，無論中華民國國號是否不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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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根據前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民國成立以後，無論梁啟超或是其政治

事業的繼承人張君勘是以相對於革命派的改革派著稱 。 但是，與除了辛亥

革命之際，由君主立憲主張轉而支持共和立憲，歷經體制鼎革，仍然在體

制內改革的政治路線，並在國體不變，政體可變的立場下討伐帝制白為的

袁世凱外，與一般認知的體制內改革的主張並不相類 。 循體制外途徑改革

體制，或是建構新的體制之政治路線，亦是他們「曾經」的政治選擇，其

中再造法統式的改革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僵局無法突破時，也常常會表現

出來 。當支持段祺瑞擊敗復辟， r 再造共和 J '不肯恢復「舊國會 J '而另

立法統，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後，眼見北方各路人馬分頭角逐總統職位 ，卻

無力真正化解中國軍閥割據與南北分立的局面，張君勸主張成立由各路代

表人物組成的委員會，取代中華民國總統的職權 ，皆是如此，抗戰之後，

主張並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亦是在既有體制之外 ， 尋求政治解決的可能 。

縱使三黨合作通過了憲法，由於中共與民主同盟的抵制，加上中共在武力

上逐漸取得上風，叉堅決不肯承認既有憲法的正當|笠，使得政治上的解決

越趨困難 。 張君勸基於政治的考量，先是去函蔣介石總統，要求其下野以

利和談，繼之其領導的民社黨則表示願意將中華民國憲法列入和談的內

容。這些固然也是迫於政治現實，但也是基於現實的考量 ， 尋求以體制外

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治體制 。

前述抗戰後張君勘的表現基本上已經不11與革命相對立的改革派概念，

有 f 一定的差距。不過，兩次之間也有不|司，前者乃是為了便利改革，在

國體不變的狀況下，以「憲法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憲政體制。後者則

質上便是「台灣共和國」。張君勵. (論兩個中國政策 ) • (民主中國 〉 復刊 3 : 2 (民國 49

年 l 月) . 頁 3 。

10有這薛化7L玉編 . (一九四九年以後張君勘言論集} 冊一 ， 頁 137---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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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既有體制面臨中國國內敵對力量的強大挑戰，為了尋求和平解決的

契機，在現實環境的限制下所做的政治抉擇，張君勸個人的主觀意願並不

明顯 。

除此之外，歐戰後赴歐的張君勸，在民國八年至民國十年之間，陸續

發表主張，直接「肯定」革命，則更是在改革基調上顯得突兀。不過，這

正是他在既有體制內無從入手的時期，也剛經歷與體制內有力者合作後遭

排斥的挫折。為了尋求政治改革的空間，或真正取得參與現實政治的可能，

非常的手段因而也必須納入考量 。 因此，張君勸才會表示革命之舉「為可

暫而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 。 並指出「以宇日之鼓吹言之，則不能少議

會政略 J '但是臨時的作用， r 則不能少革命手段」。

但是，前面討論的結果，並不足以完全推翻張君勘作為改革派的面貌 ，

相對地只是說明改革派思想底層的革命傾向 。 因為以張君勸為例，留日期

間追隨梁啟超，以及受了穆勒政治思想的影響，他在英國式的改革及法國

式的革命之間，選擇了改革的路線。他所追求的，乃是在既有體制(國體

不變)下進行改革的工作。民國十七( 一九二八)年，藉著介紹拉斯基

( H. Lask i )的理論，他一方面指出國家最終的決定權 ，是操之在一個個

人之手，因此終極必須承認國民有革命的權利 。 但是，在實際的改造計劃

中，則認為應持改良的方針，視革命家的意見為改造的障礙。這種改良的

方針，也就是英、美國民性中的「零星改良」、「淑世主義 J 0 !06 

對張君勸而言 ，漸進式改革仍有其整體目標，而非僅以零星式的改良

為足。他在民國十年，便在漸進改革之外，標舉出「澈底」的重要。 107民
國三十六年，透過討論民社黨的路線，他對三者作了清楚的整合 :因為民

社黨是一個有主義的政黨，須追求主義的質現，所以雖然要走和平政黨，

l附張君呦. (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 ) • (新路 ) 1 : 7 ( 民國 17 年 5 月) .頁 60

---61 0 

107 張君勛. ( 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 , (改造) 4:3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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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漸進改革的路線，但目標仍在於「進化式的革命 J (Evol ut ionary 
Revo 1 u t i on ) 0 J(況當然，進化式的革命雖然也有「革命 J '卻與中國一般所

謂的革命不同 ， 強調其有終極的目標 。 因此，張君勳也曾一再強調:革命

的心理與建國的心理是不同的，前者是破壞，是靠「奮不顧身的精神 J ' 

是靠武力與戰爭;後者則是「有思想、有經驗的建設 J '是靠「冷靜的頭

腦 J '是靠和平與法治 。 J()'J

然而，他也清楚意識到，反對革命的建國路線，必須有政權公開 、 遵

守憲法 、 保障人民自由等先決條件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 ，他的政治行動也

都在企圖藉著民主黨派合作來進行建國大業 。 因此，主張「與其自居於革

命派而陷於欲速不達，而起內部之爭 。反不如議會政治派循序漸進之為得

計 J 0 J1()在革命與改革兩分的狀況下，他仍然選擇 f改革。 他所不能解決

的問題是:建國路線的先決條件完全不是他所能決定的，而由於先決條件

不具備，沒有政治舞台 ，只能選擇自我放逐 。 而自外於既有體制，他的改

革理念更全然失去著力點 ， 所有的訴求與行為，雖是改革的理念在引導 ，

但卻全在體制之外。

換句話說，由於未取得既有體制當權者的支持，張君勘的改革根本上

是一種體制外的改革，與一般所謂循既有體制進行的改革路線不同。不過

他改革的目的雖是企圖在既有體制之外，建立落實民主憲政的新體制，然

而， r 民國」的體制本來就應該是民主憲政體制 ， 在此觀點下 ，他所訴求

的也不過是改革而已。

IO~ 張君勵， (民主社會黨的任務卜 {再生〉總 160 期(民國 36 年 4 月) ，頁 5 。

叫張君勵，(憲法十講) (台北，宇宙雜誌社，民國 73 年) ，頁 1-2 。

110 張君勸， (全國各民主黨派大合作定止亂圖治之方針> ， (自由鐘(美國版)} 2 : 12 ( 1967 
年 2 月) ，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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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敏珠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尤石川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

方炫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毛知喝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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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綱領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王鐘和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朱自力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朱敬先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朱靜華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江金太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何信全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f可思因 政治大學國際關條研究中心主任

余民寧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吳文星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吳圳義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吳忠華 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吳傳瑄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教

呂 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呂紹理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李 增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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