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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 

（1882—1913） 

字遁初，一作钝初、逐初，号渔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湖南桃源人。1904 年

在长沙参与发起成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1905 年在东京与陈天华等创办《二十世纪之

支那》杂志，鼓吹排满革命。参与中国同盟会创立工作，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

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1911年 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成

立中国同盟会干部总会，被推为总务干事。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总裁。

1913年 3月 20日应邀北上，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遣特务枪击，22日去世。 

诗歌 

武昌七夕 

（约 1902年 8月） 

异乡佳节倍魂销，北斗横天影欲遥。 

遥忆故园小儿女，应随阿母望河桥。 

舟中长歌 

（1904年 11月 10日）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 

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 

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 

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 

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 

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 

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 

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晚泊梁子湖（约 1904年）日落浦风急，天低野

树昏。 

孤舟依浅渚，秋月照征人。 

家国嗟何在？乾坤涉一身。 

夜阑不成寐，抚剑独怆神。 

1



 

 

思家 

（1906年 10月 1日） 

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 

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 

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 

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 

登南高峰 

（1913年 3月 2日）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散文 

清太后立宪政谈 

（1905年 8月 22日） 

近日满政府有立宪之议，有某大臣者谒见西太后。西太后语曰：“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

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云

云。 

咄！汝那拉氏，汝尚希望汝满洲朝之永久确固乎？汝尚希望革命党之消灭乎？汝尚希望一行

立宪，即可达此二者之目的乎？夫满政府之程度果能行立宪与否，现今之国民果宜于立宪与

否，与夫立宪以前，天然必经之时代果已经过与否，此问题非短言所能决，吾姑不研究，吾

所研究者，即那拉氏所谓“若果无妨害”之一言。夫立宪何事？宪法何物？而亦虑其有妨害

乎？虑妨害谁耶？政府耶？抑国民耶？满洲人耶？抑汉人耶？ 

利害不两立者也，人我不相容者也；利人则害我，利我则害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西太后，

满人也，握政府之无上权者也，则所谓妨害者，必虑其妨害满政府也，可以预决，虑其妨害

满政府，则必虑其有利于汉人也，亦可以预决。 

呜呼！立宪一事，非利于国民，而不利于国政府者乎？非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者乎？西

太后纵发大慈悲，其能舍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耶？且西

太后纵能行之，而此二百万披毛戴角之通古斯人，其皆能降心相从以让人耶？其他吾不具论，

吾但提最简要之二三问题以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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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纳国税是也。乃满政府定制，汉人皆纳地丁漕

粮，而满人既占居汉人土地者，反给丁粮养赡之，而令其坐食，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

同纳国税乎？ 

一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人人有被选举之权利是也。满人只居汉人二百

分之一，则被选举为官者，亦应适如其率。乃满政府定制，京内各部寺院堂官，则满汉平均，

属官则满多于汉，其内务府、理藩院等，及京外之将军、都统，则并无一汉人，今能破除此

不平等之例，而将来选举议员，即一准人数以为率乎？ 

一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汉人所纳国税，那拉氏任意挥霍，今能由议会制定其数，而

一切财政皆能行预算、决算法，使国民尽知乎？ 

其余一切满汉不平等之制，则更无论焉。然而满政府必不能实行立宪也明矣；即能行之，亦

必非真正立宪，不过如朝鲜之宪法，俄罗斯之宪法（现俄国议行立宪，八月十九日已下召集

国会之诏，然各国新闻皆评其为似是或而非之宪法，俄国国民亦大不满意，谓其不过一时怀

柔之策），或不然，而英人对于印度之宪法、日本对于台湾之宪法也明矣，吾汉人切勿为那

拉氏之言所愚焉可也。 

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可以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 

（1905年 12月 25日） 

此吾友陈君星台《绝命书》。勥斋每一思君，辄一环诵之，盖未尝不心悁悁然悲而泪涔涔然

下也。曰：呜呼，若君者，殆所谓爱国根于天性之人非耶？ 

当去岁秋，湖南事败，君与勥等先后走日本，忧愤益大过量，时时相与过从，谈天下事，未

尝不哽咽垂涕泣而道也。今岁春，东报兴瓜分谣，君愈愤，欲北上，冀以死要满廷救亡，殆

知无裨益，而思以一身尝试，绝世人扶满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尝言曰：“吾

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盖其抱死之目的以俟久矣。 

居无何，留学界以日人定学则，议群起力争。始勥斋况君曰：“君能文，盍有所作为以表意

见乎”？君曰：“否。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吾岂为耶”！越数日，学界则大愤，均休校议事，

君犹无动。迄月之十一日，其同居者则见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辍。其十二日晨起食毕，

自友某君贷金二元出门去。同居者意其以此作付剞劂也，听焉。入夜未归，始怀疑。良久，

有留学生会馆阍者踵门语曰：“使署来电话称，大森警吏发电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于海，

陈其姓，名天华，居神田东新社者”云。呜呼，于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偕友人某

氏某氏赴大森视之。大森町长乃语曰：“昨日六时，当地海岸东滨距离六十间处，发现一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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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捞获之。九时乃检查身畔，得铜货数枚与书留（寄信保险证），余无他物，今既已殓矣”。

则率引我辈观之。一櫘凄然，倭式也，君则在焉。复审视书留，为以君氏名自芝区御门前邮

达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者。当时是，君邑人已有往横滨备棺衾，拟厝于华人基地，乃倩二

人送君尸于滨，勥与某等乃返。抵会馆，索其邮物，获之，则万言之长函，即此《绝命书》

也。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怀抱得毕展于世，

无少残留，则吾民族受其福胙，其所造于中国前途者，岂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

毋有为之悼惜不置者乎！ 

虽然，吾观君之言曰：“以救国为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

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曰：“中国去亡

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死于今日，使诸君有所警动”。盖君之意，

自以为留此身以有俟，孰与死之影响强，吾宁取夫死觉吾同胞，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则其

所成就较以吾一身之所为孰多耶？噫！此则君之所以死欤？君之心则苦矣。 

吾人读君之书，想见君之为人，不徒悼惜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时之所言焉，斯君为不

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勥斋谨跋。 

烈士陈星台小传 

（1906年 1月 22日） 

烈士名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华县人。性敦笃，善属文，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不事家人

生产作业，虽箪瓢空，处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义；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

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尚未娶，或劝之娶，烈士泫然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读

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其爱国之忱，发于天性如此。 

岁癸卯，留学日本。时值俄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烈士大痛，啮指血成

书数十幅，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内地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 

去年秋，湘中志士谋起义湖南，联络粤鄂，以共倾政府。烈士闻之，即星夜附轮归长沙，筹

划布置，昼夜不辍。不幸未发即败，清政府飞檄逮捕。烈士间道走江西，至上海，与诸志士

合谋再举。适万福华之狱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复游日本。盖自是憔悴忧伤，泪痕萦萦然

不绝于目矣。今年春发意见书，思单身赴北京有所运动，为同学所阻止。十一月，日本文部

省颁发关于留学生规则，烈士益见中国之将邻于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缓，作《绝命书》累万

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呜呼！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

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呜呼痛已！烈士所著书，其已都成集

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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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风行于世。其散见于他书者，尚俟厘订。烈士死时年三十一，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也。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叙论 

（1906年 4月 8日—17日） 

自社会革命之说出现于世界，而后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将来世界之问题其于是焉解决乎？ 

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二大阶

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 Bourgeois 与平民 Proletaruns 之二者也。

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问题，其

不平等之极，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 

且平民非羸弱也。吾人试纵横运左右之手，空气之抵抗力，不似无所感乎？然一至压榨器之

下，加以异常之压力，非生出可恐怖之爆裂弹之原料者耶？空气犹然也，而况于人类乎？财

产盗夺矣，权利躏蹂矣，人格辱矣，而犹谓有不动之理乎？果也，平民自觉之声，遂借布尔

敦 proudon之咽喉而发也。曰：“财产者，赃品也”。噫！是言也，非平民对于富绅宣战书耶？ 

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于两阵之间。然富绅者，有政府、警察、

军队、学人、僧侣等为之援助者也，平民军之阵势，其将何如乎？“彼等徒蚁集耳，徒高声

叫唤耳”，其果如所云云焉否耶？ 

“多数者，势力也”。平民幸而蚁集，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

战利品耳。马尔克之作 Karl Maax《共产党宣言》Comimunist Manifesto也，其末曰：“吾人

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傈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

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呜呼！

是可以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 

《间岛问题》序 

（1908年） 

间岛交涉起，日久未解决。夫岂地志之不详有所藉口哉？ 

长白山顶有天池，其水之北流者为松花江，源源之东南流者为土门江，西南流者为鸭绿江，

亦既尽人而知之矣。国家之兴也，东征西讨，日辟国百里，人莫得而非之；其衰也，城狐社

鼠，宵小亦得而陵侮之，何也？强权不足以制之也。间岛以人占垦始有此名，要其地在土门

江北。此题解决，以辨明土门江所在为准，土门江所在，以水之有东南流者为准，其他之说，

皆支离不经者也。康熙壬辰，乌喇总管穆克登与韩官李义复等会查边界，至长白山审视，西

为鸭绿，东为土门，于分水岭勒石为记；惟土门江源有伏流数十里，于所谓天然界限尚有未

完，因更立木栅、土石堆，借人为以补其缺。咸丰间，韩人绘图，尚明载木栅、石堆（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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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载，年久坍尽，与地平矣），今纵又有变迁，准其地望，复勘当自得之。是书援引韩国公

私图籍，运用国际公法学理，以证明土门既即图门，则土门江北之间岛，无论从何方面立论，

皆应为我领地，盖不惟历史事实一一有利于我，并早经对手人确认故耳。彼自诩为文明强国

之第三者，纵令怀抱野心，视耽欲逐，亦岂能向壁凿空，以推翻此不可移动之铁案也耶？ 

虽然，我自甲午而降，兵威不振者久，此外交当局者所为恨无强权，藉作英雄用武地也。顾

吾则谓兵威非真强权，而舆论乃真强权。十余年来，外交失败，书不胜书，苟有舆论以质其

后，始虽小小失败，率未尝以失败终，倒如某事某事，其尤著已，况今日之外交当局者，固

世界列强争推为经验最富、手腕最敏之大人物乎？ 

窃意是书一出，舆论必由之而唤起，于是政府之远猷，国民之舆论，相与有成，俾我东西四

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大小略等台湾之间岛，竟能完璧以归，以保障我朝长白山发祥重地。

此则吾侪刊布之微意，并愿我朝野爱国诸彦采及刍荛者尔。 

光绪戊申七月在沪付梓时识。 

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 

（1911年 7月 9日） 

呜呼！吾国民其犹要求政府之立宪乎？其犹希望政府之预备立宪乎？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

犹未醒耶？是亦不可以已耶？ 

夫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在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责任政府之组织

者？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法，徒贵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

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事人试观北京政

府近日之举动，其果若何矣。 

资政院者，虽不必有立法机关之实，然设立之始，非明明经敕裁而定为议院之基础者耶？其

章程上之职掌曰（第十条）“议决国家岁出入预决算事件及税法公债”也，曰“议决新定法

典及嗣后修改”也（但宪法不在此限），曰“奏陈行政大臣侵夺权限违背法律之事”也。此

数者，非又以煌煌之法律所赋予而不可抹杀者耶？乃顷者彼辈一切举动，无不侵夺资政院之

权限，即以公债一项论，已足以见其他而有余。日本、丹麦前后四国之借款，照章固非交资

政院议决不可者也，而政府悍然行之，不闻有一定之通告，及乎舆论不服，请开临时会，则

假上谕，悍然号于众曰：“借款非紧要事件，著毋庸议”。至于近日，又恐资政院于开例会时

攻击己等，则更议修改院章，而专以内阁总协理与正副总裁任其事，道路相传，皆谓将制限

资政院之弹劾权。夫院章明明有其规定，而彼辈偏不遵守，独断独行，其心目中尚有所谓法

律乎？请开临时会，则以非紧要事件一语搪塞，惟知有院章第三十三条，而第十四条议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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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之文则不提及，一若忘却者然，市井小人亦不至狡诈无赖如此，其尚得谓为有国家主权者

之气象耶？修改宪章，原无何等已成之规定，然资政院既为议院基础，立宪国议院法之修改，

固夫有不经议院自身之议决者，则院章之修改，使资政院自身得协赞之，固立宪国所以保立

法神圣之道而必不可少者，而彼辈竟专委之于一二家奴，不使国民丝毫参与其间，其暴戾无

道，不合立宪精神为何如者？噫！此等现象，而犹望其尊重立法机关之作用，以成立宪政治，

其不谓之痴人说梦其可得乎？ 

暂行内阁之组织，其不合乎立宪之原则，已不必论，咨议局联合会再三陈情，力攻皇族内阁

之不宜，其持论甚正大，而所以为皇族谋者亦可谓甚忠，使彼辈而稍有立宪之诚意者，则当

如何力悔前非，下罪己之诏，另简贤能，组织内阁，以收人心，痛除积弊，实行庶政公请舆

论之前谕，方可以对国人而伸大信，乃彼辈不是之顾，始则欲以夙所惯用之留中法以避舆论

之锐锋，继则知此法不行，乃勉强厚颜以宣言曰：“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夫今

之时为何时？今之势为何势？必此昏庸贪残之皇族组织内阁，而后能御大灾扦大患耶？若有

他贤能居内阁者，又反将不宜于今之时与势耶？吾不知所秉之大公果为何也。夫果知审时度

势者，则今之时势，岂犹是在上者搬门弄斧以门面语压人之时势乎？而奈何不一揣量，竟然

志之，而毫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呜呼，其横蛮无理，吾不知较极野蛮之专制国为何如！而

犹冀其鉴谅愚诚，顺从民意，以设真正之责任政府，是真所谓缘木求鱼之类也。 

尤可笑者，彼辈动辄假口宪法大纲，以为抵御舆论之一大武器，前者既屡次不伦不类用以压

制国会请愿与其他各种之要求，此次联合会之反对皇族内阁，彼辈复用此武器以为对付，其

上谕曰：“黜除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筹

备立宪之时，凡我君臣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中略）？尔臣民等均当懔尊钦定宪

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大哉王言，其荒唐可谓蔑以有加，今试陈之。

夫宪法大纲是何物者？其抄袭东邻岛国半专制之宪法条文而又谬以己意增减之，处处卤莽灭

裂，作外行语，已为通人所不齿，果真欲立宪者，将拉杂摧烧之不暇，有何面目引为御侮之

具耶？其荒谬一也。即使宪法大纲果善，然在今日果为已施行之法典否乎？昔者德宗景皇帝

不过为将来真正宪法编定时示之准则而发布此大纲，且诏宪法未颁前，悉遵现行制度（光绪

三十四年八月初一上谕），是宪法大纲今日并未有施行之效力，未有效之法典只可视为故纸，

何得强人民以遵从乎？其荒谬二也。且即就大纲言，亦不得以联合会所请为干预黜陟权，大

纲所规定者，只谓议员不得干预，此议员乃指将来之国会议员而言，今之咨议局联合会者，

非国会议员也，其陈请亦非以议员之资格，而实以普通人民之资格，与去岁之请愿国会正同，

不得以宪法大纲有议员不得干预之文，遂以加诸该会也。其荒谬三也。宪法大纲固为君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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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应共守，然试问君若上者果已遵守无少违乎？大纲第十条所谓司法权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者，今何如耶？第十六条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者，今何如耶？

第十七条所谓臣民非按照法律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者，今何如耶？第十九条所谓臣民之财产

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者，今何如耶？躬自薄而厚责于人，吾不知以何服天下。其荒谬四也。又

谓臣民不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其意盖谓干请便非君主立宪，又为可笑。立宪国

臣民非有请愿之一法乎？即我朝国法亦许人民上书言事，何得谓组织内阁不得请愿耶？其荒

廖五也。要之，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其之言动合此与否，则未尝顾

虑，故动辄无理，而彼辈亦恬然不以为怪，要其不晓立宪精神，无真诚立宪意思，惟知倒行

逆施之结果有以致之耳。 

吾如是而得断案焉，曰：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

过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

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

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

也。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尚未醒耶？吾国民而果欲真正之立宪者，其逮纳贷价，勿用彼

廉贱不值一钱之要求方法矣。 

社会改良会宣言 

（1912年 2月 23日） 

自吾人企画共和政体以来，外人之觇吾国者，动曰程度不及。今共和政体定矣，吾人之程度

果及与否，立将昭揭于世界。人之多言，于吾无加损也，而吾人不可以不自省。盖所谓共和

国民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之级数，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则不可以不具。尚公德；尊人权；

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

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

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

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条举若干事，互相策励，期以

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以渐达于大道为公之盛，则斯会其蒿矢矣。 

同盟会本部总务部通告海外书 

（1912年 8月 13日） 

干事诸君公鉴：陆续接到报告，知海外同盟会之组织皆诸君子伟力，不唯吾党之幸，亦国家

之福也。愿诸君子益加振作，使吾党发展于无穷，岂不盛欤？顷者，本会以统一共和党、国

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党与本会宗旨相同，业经合议，各举代表会议，决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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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改组为国民党，设筹备事务所，研究规约。其议决大纲如左。 

（一）党名：国民党。 

（二）宗旨：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 

（三）党纲： 

（甲）保持政治统一； 

（乙）发展地方自治； 

（丙）励行种族同化； 

（丁）采用民生政策； 

（戊）维护国际和平。 

（四）组织：取理事制，但由理事中推一人为理事长。以上大纲如此。其中细则，均定于规

约之中，一俟五党筹备员协商停妥，即行详告。民国政党，其大者为同盟会、共和党，与现

与本会合并之四党。六党中，尤以同盟会、共和党为最大。然统一共和党虽不及同盟会、共

和党之大，而在政界上颇占有实力，故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鼎足而三。同盟会

之反对党为共和党，往往以言论攻击，见诸共和党机关报上者，不一而足。统一共和党中立

无所倚，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共和党畏之，久谋与之合并，特其党人大半为同盟会会

员，数议不协。今见其与同盟会合并，嫉之尤甚，由种种方面破坏之。其间不容发，幸告成

功，亦足以为庆也。但国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亦民国最发达之政党。然自斯而

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呼？当筹议合并之时，同人拟电告之海

外各部，嗣以电费不赀，又不能详达委曲，恐诸君有不得尽其所欲闻之憾，用特函布，务望

诸君照此大纲筹划改组之法，一俟细则议定，即行通告。 

代草国民党大政见 

（约 1913年 3月）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日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

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

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洽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

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则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

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而慰国民望治之热心，则所不

能辭也。 

今有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补缺救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

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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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

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

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幾

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现象即错乱而无头脑，而国民意思亦无统系条理之可寻，则建设良政治之第一步，

首宜提纲挈领，发为政见，公布天下，本此纲领以为一致之进行，则事倍功半之道矣。吾党

此届选举已占优胜，是国民所期望吾党者殷，而吾党所担负责任者重。爰举关於建设之大纲，

以谋良政治之实现，吾党君子，其本此而奋励其进行焉。 

一、对于政体之主张 

（一）主张单一国制单一国制与联邦国制，其性质之判别，尽人能知，而吾国今日之当採单

一国制，已无研究之余地。临时约法已规定吾国为单一国制，将来宪法亦必采用单一国制，

自不侍言。惟今尚多有未能举单一（国）制之实者，故吾党不特主张宪法上采用单一国制，

并力谋实际上举单一国制之精神。此本党对于政体主张者一。 

（二）主张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之精义，世之阐明者已多，无俟殚述。盖责任内阁制之要

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於议会负责任是也。今吾国之现行制，责任内阁制也；

然有责任内阁制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故政治因之不举。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

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

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此本党对于政体主张者二。 

（三）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任制吾国省制，行之数百年，已成为一国政治上之重

心。将来欲谋吾国政治之发达，仍不得不注重于省行政。省之行政长官，历来皆为委任制。

将来地方制度，既不能不以省行政长官为官制行政之机关，则省行政长官须依旧采用委任制，

亦事理之当然。惟各省自反正以来，其行政长官之都督，由地方人民选举，行之既久，其以

下各机关，亦大都由地方主义而组织、而任用者甚多，且军政、财政上之关系，亦无不偏重

于地方：若遽以中央委任之省行政长官临之，其无生疏扞格之弊者几希，甚或因是以生恶因

於将来预定之委任制焉，亦未可知。故吾党主张以省长委任制为目的，而以暂行民选制为逐

渐达到之手段。此本党对於政体主张者三。 

（四）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在单一国制，立法权固当属诸中央。然中国地方辽阔，

各省情形各异，不能不稍事变通。故各省除省长所掌之官治行政外，当有若干行政必须以地

方自治团体掌之，以为地方自治行政。此自治团体对于此等行政有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

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当以与地方关系密切之积极行政为限。其目有六：（1）

10



 

 

地方财政；（2）地方实业；（3）地方工程；（4）地方交通业；（5）地方学校；（6）慈善公益

事业。皆明定法律，列举无遗，庶地方之权得所保障。此本党对于政体之主张者四。 

（五）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其事行之多所窒

碍，固亟宜修正者。然吾人既主张责任内阁制，则尤希望此制之实现。欲此制实现，则莫若

明定宪法：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考英国为行责任内阁制之国，虽无明定国务总理由国会

推出之宪法，然英宪法为不成文法，其习惯则英王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例为下院多数党之首

领，不可移易，实不啻由下院推出，且不啻宪法中有此明文。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

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故

吾党主张宪法中规定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制之容易成士。其他国务员，则

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此本党对于政体主张者五。 

二、对于政策之主张 

（一）主张整理军政今日处于武装和平之世，对外方面，军备亟须扩张，然扩张军备，当自

整理军政始。盖扩张军佣之举，须待诸三四年后；而今日入手方法，则在整理军政。军政整

理有序，而后始有扩张可言也。整理军政方法：一曰划分军区。于行政区域之外，别划分全

国为数大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使军民分治易于实行。一曰统一军制。今畚省军队之编制亦

至不一，分歧错乱，非军事所宜。故当使全国军队接一定之编制，俾军事归于统一。一曰裁

汰冗兵。军事虽应扩张，而冗兵则不可不裁。盖兵佣贵精，其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理宜

一律裁尽也。冗兵既裁，然后於其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始可为扩张基础。一曰兴军

事教育。欲扩张军备，则当求良好之将校。吾国今日将校人才异常缺乏，故此数年中亟宜振

兴军事教育，以养成一般将校人才。一曰扩充兵工厂。吾国今日军佣上最大缺点则为器械不

足，兵工厂只有数所，而制出品为数亦微。今日即欲扩张军备，然无器械，与徒手何异？故

宜极力扩充兵工厂，先使器械丰富。此数者皆本党整理军政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

者一。 

（二）主张划分中央地方之行政欲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须先明中央与地方之区别。中央

为全国行政主体，即中央政府是也。地方为一区域之行政主体，而在中央下者有二：（1）地

方官治行政主体，即地方官；（2）地方自治行政主体，即地方自治团体。如是则可知地方自

治团体与地方官治主体之区别，即划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及中国宜采之制度，有三要义焉：

一曰中央行政消极的多，地方行政积极的多也；一曰中央行政对外的多，地方行政对内的多

也；一曰中央行政政务的多，地方行政业务的多也。既明乎是，则当知地方分权，本不问官

治、自治。今世人所谓地方分权，皆指地方官治言，而地方分权，实与地方自治不同，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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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在地方分权，而重在地方自治也。本此定义，中央之行政权宜重，以政务之性质与便宜，

分配于中央与地方，而中央则统括的，地方则列举的。故本党所主张之划分如左： 

（1）中央行政由中央直接行之。其重要行政：曰军政〔一行政、二事业〕，曰国家财政，曰

外交，曰司法，曰重要产业行政〔如矿政、渔政、路政、垦地〕，曰国营实业，曰国营交通

业，曰国营工程，曰国立学校，曰国际商政〔移民、通商、船政〕。 

（2）地方行政分二种：一曰官治行政，一曰自治行政。官治行政，以中央法令委任地方行

之，其重要行政：曰民政〔警察、卫生、宗教、户口、田土〕行政，曰产业行政，曰教育行

政。若自治行政，地方自行立法，其重要行政：曰地方财政，曰地方实业，曰地方交通业，

曰地方工程，曰地方学校，曰慈善事业，曰公益事业。此划分之大较也，而本党对于政策所

主张者二。 

（三）主张整理财政中国财政棼如乱丝，久言整理而终无整理之望者，固由于不得其人，而

亦以整理之非道也。整理财政之道若何？试约举之：一曰励行会计制度。订会计法，立会计

机关，为严密之预算决算，并掌支纳，以尽祛浮滥之弊。一曰统一国库。现在国库久不统一，

宜将国家岁入悉统一于国库，于中央设总库，于地方设支库，他机关不得代其职权。一曰设

立中央银行，集中纸币发行权。吸（收）各地官银局，立一规模宏大之中央银行，复集中纸

币发行权于中央银行，其私家银行及地方银行不得发行纸币，使中央银行有支配全国金融界

之能力。一曰整理公债。今日公债信用不坚而利息则厚，且中央公债与地方公债担负不清，

尤非所宜。此后当酌量情形，其应归诸中央者，则中央完全担负之；其应归诸地方者，则地

方完全担负之。其利息过重者，则换借之；其有公债之必要者，则新发之。一曰划定国费地

方费。今者何为国费，何为地方费，殊不明晰。宜接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划分，地方自治

经费为地方费，馀者则皆为国费，属于中央，统一于国库。一曰划定国税地方税。此项划分，

当依国费地方费为标准。事实上宜为地方税者，则为地方税；事实上宜为国税者，则为国税。

划分之后，有应增加新税者，有应裁去旧税者〔如厘金之类〕，总以有利无害为前提。一曰

改良币制，行虚金本位。中国币制欲求实际达改良目的，当采金本位制。然事实上有所不许，

盖中国金极少而银极多，若骤改金本位，则大宗废银无可息纳，必蒙巨大之损失。莫若先采

虚金本位制，定一定之价格，以为国际汇兑，国中仍以银币为国币，使无生无意识之涨落，

以渐期达于能行金本位之时代。此数者，皆本党整理财政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

三。 

（四）主张整理行政整理行政最先之方法，而今后亟须本之进行始可收整理之效者，约五大

端：一曰划分中央与地方言之权限。从来中央与地方官权限多不明晰，权限亟应划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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