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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8_AE_A4_E8_c64_632484.htm 在以康有为、梁启

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主张的感召

下，光绪帝接受并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颁布了《定国是

诏》，宣布实行变法，把维新变法运动推向高潮。光绪帝支

持变法与维新派的主张有何不同？光绪帝是不是维新派的皇

帝？ 首先，光绪帝支持维新派的某些改革是出于两个动机。

第一，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陷入财政空虚、军事削弱、民

族危机的困境。为避免作亡国之君，他需要整顿内政，巩固

统治。第二，帝党与后党存在矛盾。后党以慈禧太后为首，

主要是政府机构中支持和拥戴西太后的顽固派、洋务派；帝

党以光绪帝为中心，奉翁同为首领，是支持和拥戴光绪帝的

人。帝后之间的斗争，核心是权力问题，但也反映出对民族

危机和国家前途所抱的不同态度，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维

新运动开展后，光绪帝一方面从思想上同情维新变法；一方

面也想借机夺回被西太后霸占的权力。所以，只要维新派的

改革符合这两个目的，他便予以采纳。但是，当维新派的主

张危及封建统治的君权时，他则予以拒绝或不愿作实质性的

“变通”。 其次，光绪帝与维新派的变法宗旨有根本的区别

。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

制；他们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而

光绪帝的新政宗旨在《定国是诏》中已昭示无遗：“以贤义

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



求”，可见仍然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

系。 再次，维新派主张变法的核心内容光绪帝没有采纳。第

一，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书虽然采纳了维新派提

出的官民上书言事、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学习西方，改革

教育制度等内容，对旧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根本没有涉及设

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康有为从要求开国会

、设议院倒退到设制度局、议行典议的建议时，光绪帝也未

予采纳，况且制度局还只是作为皇帝的咨询机关而已。以后

，康有为向君权进一步妥协，建议建立一个临时的议政机构

，造天下英才，“共议制度”。光绪帝为了加强与后党斗争

的力量，才“决意开懋勤殿”“共议制度”，但仅是表示而

已。第二，康有为为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主张裁撤厘

金。光绪帝认为“厘金一事”，“法称最善”，后来只是由

于经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丛生，现在正值财政拮据，需饷

甚多，户部只能兴利除弊，开源节流，度过难关。因此，仍

“不外从前创办厘金之良法”。第三，关于设立农工商总局

，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光绪帝虽于6月12日颁布了各省设立

商务局的上谕，但这个上谕和康有为的建议是南辕北辙。（1

）光绪帝主张“员绅”督办“商务局”，即由官僚地主掌握

实权，使“商”处于“官督”之下，没有任何实权，而康有

为则要求由“殷实商人”，即富商、资产阶级上层主办商务

局。（2）光绪帝让各省地方官分办商务局，不受中央统管，

发展和巩固地方或集团的经济势力；康有为则主张由中央统

管地方的农工商局，以解除地方割据势力对发展工商业设置

的障碍。第四，康有为提出的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

，光绪帝虽然形式上接受了，但在内容上作了实质性的“变



通”。康有为主张废八股，改试策论；光绪帝则按张之洞的

意见，仍保留了“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地位，规定乡试仍

用三场，即一场试历史政治，二场试时务，三场试四书五经

。看起来这是个考试科目问题，实质上却维护了封建社会的

统治思想。 综上所述，光绪帝变法的宗旨并非是实行一种民

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光绪帝也不是什么维新派的皇帝。

他虽然借助维新派同慈禧对抗，但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阶

级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

反对投降，主张抵抗侵略；接受新思想，允许官民上书言事

，大开言路；敢于打破封建常规，破格用人，仍不失为一个

爱国开明的皇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