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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前言

再版序 辛亥之梦本书写于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作，目的在于记述先人们推翻专制、创
立共和的思想和业绩。但是，由于排印匆忙，书稿有一些脱漏，常感遗憾。今年本书再版，得以弥补
，我很高兴。在校正重排，并且增写了一两个段落之余，想起那年我还曾为《中国文化》秋季号写过
一篇小文，题为《辛亥之梦》，概括革命先行者们当年做过的三个梦。在当前人们竞说“中国梦”的
时候，重读该文似乎也还有点意思，因取之以做本书的再版序言。小文照录如下：辛亥革命时期，人
们期待着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做过许多梦。概括言之，大致有三。一曰振兴中华之梦，二曰民主共和
之梦，三曰民生均富之梦。还在1894年，孙中山在异国他乡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兴中者，振兴中华
也。那时，中国遭受列强侵凌，国势疲弱，面临“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险，孙中山有感于
此，呼吁国人发奋为雄，“振兴中华”，重建辉煌。选择何种政体呢？人们在饱受二千余年君主专制
制度之苦后，自然选择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期望：四万万人一切平等，人民之
事，人民共同治理。在这个新的社会里，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切官吏都是人
民的“公仆”。人民充分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享有选举、罢
免、监督、批评、弹劾为自己服务的“公仆”的权利，以及创制、复决各种法案的民主权利，真正实
行民治、民有、民享，创造出一种“各国制度上所未有”、“学说上也不多见”的“破天荒的政体”
，成为世界上的“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为了避免西方世界已经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状况，孙
中山在民族、民权主义之外，特别与众不同，创造性地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期望，既吸收现代西
方文明的“善果”，又避免其“弊端”和“恶果”，消灭贫富悬殊，实现民生幸福，共富、均富，不
仅国家富强，而且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安乐国”。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当时中国人对未来、对新中国的期待，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理论。从它1905年面世
以来，曾经鼓舞了大批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前赴后继，虽断头沥血而甘之如饴，其结果是，六年以后
，就在一个面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四亿的超级大国里，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
度，建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跃进。其意义，不能低估。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
年纪念。百年来，中国人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途。回首往事，不免思绪潮涌，感慨万端
。人们也许会问，当年的梦想实现了多少呢？自然，答案会是各色各样的，难以尽述，也难以统一。
然而，有一点，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这就是：辛亥之梦并未完全实现。我们的前面还有路，或者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就用得着孙中山说过的话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两年前
的小文如上。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革命先行者的“梦”，了解他们为“圆梦”而奋斗的英勇
实践，步武前贤，继续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中去。著者，2013年4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
为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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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内容概要

《帝制的终结》是作者集五十年辛亥研究功力而创作的作品，全景式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者以清
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简明而不失其要地说明了辛亥这一段历史中从当权的袁世凯、载沣到康有为
、梁启超、孙中山等持各种政见的人物的活动脉络。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
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内容并不是陈旧的史料铺陈，而是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
料。作者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处处可见他犀利独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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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作者简介

杨天石，笔名江东阳、苏人、吴之民、梁之彦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
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中国书画家
杂志》顾问、《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同舟共进》杂志编委。长期研究中国文
化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著书多种。《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辑，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及全国31家媒体共同评定之2008年十大图书奖，获香港书奖，其第二辑获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读书
节2010年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奖。《帝制的终结》，获《新京报》2011年“年度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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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书籍目录

第一章孙中山由体制内改革转向体制外革命 体制内改革的试探——上书李鸿章_002 “振兴中华”伟大
口号的提出_006 对清廷的最初一击——广州起义_011 伦敦被囚与《伦敦蒙难记》的写作_015 交结日本
朝野_022 第二章体制内改革——戊戌变法运动及其失败 改良思潮的兴起_030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与公车
上书_035 各地维新活动_039 变法高潮与“百日维新”_050 围园除后密谋与维新变法的失败_059 第三章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与破裂 康有为力图以武力使光绪皇帝复位_076 梁启超的文化宣传活动及其思想
新趋向_079 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_082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_087 孙中山与惠州起义_090 第四章
清廷的新政和袁世凯集团的崛起 清廷推行新政_104 袁世凯集团的崛起_113 第五章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
与国内革命团体的出现 新型知识阶层走上政治舞台_120 拒俄运动与革命宣传热_128 黄兴与湖南地区的
华兴会_143 湖北地区的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_145 蔡元培与江浙地区的光复会_148 岳王会与其他革命小
团体_150 第六章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与访问第二国际_156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_161
《民报》的出版与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_167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_175 革命报刊的继续发展_188 
第七章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起义与暗杀活动 萍浏醴起义_204 同盟会的两广起义_207 光复会的浙皖起
义_211 四川和东北的起义_216 广州新军起义与“三二九”起义_218 暗杀活动_222 第八章同盟会的内部
矛盾与中部总会的成立 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发生_230 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立与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
现_232 共进会_235 五省革命协会的筹创与光复会的重建_237 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再兴_242 同盟会中部总
会的成立_244 第九章立宪运动与清廷的集权 五大臣出洋与清廷预备立宪_250 立宪政团的组建_251 清
廷的官制改革_256 宣统即位、载沣摄政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兴起_258 “皇族内阁”的建立_269 第十章各
类群众斗争的发展与保路、保界运动的发生 城乡人民自发斗争_274 抵制美货与收回利权运动_278 保路
运动_285 保界拒约运动_294 第十一章武昌起义，清朝覆灭 武昌起义_302 各省响应_316 南北议和_329 
列强动态_334 民国建立_341 清帝退位_353 结语：帝制终结，专制难除_367 附录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
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_370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_382 师其意不用其法——孙中山与
马克思主义二题_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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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民主制，无所谓帝制。帝制，全称君主专制制度，或称皇权专制
主义，源自原始社会的酋长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应该属于氏族民主制，而夏禹传子应该是帝
制的雏形。公元前221年，出生于赵国邯郸的三十九岁的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
帝国。他自称始皇帝，设想此后的历史就这样“二世”“三世”地传下去，万世一系，以至永远。“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此后的中国，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
来，始终是中国的统治制度，延续长达两千多年。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1.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绝
对权力，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都集中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身上。
因此，社会兴衰、国家强弱、民生苦乐，也均系于一人之身。2.实行终身制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继承
原则的世袭制。皇帝没有任期，童稚幼儿可以登基，老昧糊涂不须去职。其人不论德或不德、才或不
才，即使是痞子、流氓或者低能、弱智，均可按照宗法血统原则承袭。3.以天命论为护符。皇帝又称
天子，宣称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反对皇帝，那就是逆天，是最大的罪恶和不道
。不论是庸君、昏君，甚或暴君，人民都只能接受、拥戴而无权另择。因此，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
分落后、十分腐朽的制度，它和中国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的中古社会——
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发展缓慢、滞后的状态。
①然而，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在1911年被推翻了。那一年，按照中国传统的
纪年，是辛亥年。当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从那一刻起，历史老人突然青春焕发，健步如飞。
自武昌新军打出第一枪起，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不过前后80
多天，三个月不到。如果从孙中山在异国他乡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算起，也不
过17年。在一个幅员辽阔、浩瀚无垠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多年、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如此
迅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凡革命，大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有一种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辛亥革命前，康有为曾经以法
国革命为例吓唬人们说，革命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伏尸百万，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有流血、有牺
牲，但是并不大，社会更没有大破坏。苏州反正时，为了表示象征意义，只命人挑去了巡抚衙门屋顶
上的几片瓦。旋踵之间，制度大变，出现了新旧两重天的迥异局面。这不能不说也是个奇迹。 辛亥革
命之所以胜利快、代价小，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在于满洲贵族集团的“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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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编辑推荐

《帝制的终结》编辑推荐：1.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少有的历史普及读物。此书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独
具风格的叙述风格。2.大量颠覆主流史学的观点，奇特、有趣的论断层出不穷。3.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
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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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精彩短评

1、普及读物，有应景之嫌（初版于辛亥100周年），注释采用的是尾注。
2、什么破书
3、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下次看到自己喜欢的书还会到亚马逊来买。
4、毫无价值，编撰史料，东拼西凑，不知所云。浪费时间，最可耻。
5、做活动拿下 杨天石先生的杰作 值得拜读
6、作者对专制的隐喻及对民主的畅想，让我好生激动。
7、失望之书，根本没有书评宣传的什么新史料新结论。
8、作者无疑是近代史大家，写的东西独具风格，仔细品读很有启发。能够在通俗一点对我等业余爱
好者更是一个福音。
9、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失败，很是说明问题。
10、两杨都有代工吧，我个人认为。
11、比较失望，太多的史料堆砌
12、整个体系和细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帝制终结 专制难除
13、史料扎实

14、教材的即视感。。。
15、本书呈现了许多历史镜头，历史可鉴。书名如加一字更好：“清”帝制的终结，也可对应“专制
难除”。否则万岁几十年不好理解。
16、书价定的挺贵。没什么意思
17、应该是本好书，可大家写的书术语太多，有的对于我这个初中生来说看不懂
18、内容选材简洁，准确，叙述客观，值得一 读。
19、给教科书解解毒，给宪政呼声加加码，给不受限制的权力安个笼子~
20、正文大抵是平述，附的几篇小论可读读。不如杨先生早先作品含金量高。
21、晚清到民国，买了好多书，慢慢看了
22、五毛之作！
23、原本以为会是一部有着不俗视角和最新观点的史学专著，没想到居然是普及性质的教科书式书籍
，通篇都是剪刀加浆糊产生的分门别类的史料汇编，很少有分析和论述，观点陈旧，写法老套。作为
近现代史爱好者，读后感觉非常失望。
24、现在的书都这样，没多大可读性。
25、在史料运用上很扎实，但是鲜有发现电光闪石的感觉～也许作者是有意作一点历史普及性的工作
吧。
26、#201411：作为普及读物，还凑合...专制真的终结了么？
27、挺有意思的一部作品。
28、书很不错，内容很详细，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买来看得，很好
29、借尸还魂，秦走出。被删一次了。
30、作者功夫下的很扎实，可惜格局有限。
31、杨天石的史观还是左派的，虽然不是极左。文笔方面，相比杨奎松、茅海建等，似乎逊色一些，
可读性略差。
32、完全之后感觉在浪费时间，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可以看下。
33、杨天石先生是我喜欢的历史研究者之一。在当今中国，能跟汪荣祖、许倬云、史景迁、费正清、
宇文所安、鲍大可相比的历史研究者为数寥寥。我们的历史研究人员，一是限于观念和方法、二是限
于史料、三是限于外语能力，很少能提出新的观点，更别说体系了。杨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民国
史。他能透过纷繁的史料，不戴有色眼镜，梳理和总结民国史，致力于弄清诸多头绪中各种力量促成
的民国历史，有许多真知灼见，难能可贵。这本《帝制的终结》，是他的力作之一。谈到戊戌变法，
他一反人云亦云的观点，指出了康有为等人的鲁莽灭裂，陷光绪皇帝于万劫不复，在海外又不顾光绪
皇帝的安危，大肆敛财的卑劣行径，令人耳目一新。其它的诸多论述，请见本书。平装本，有少许错
字。如今，没有错别字的书，几乎没有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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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终结》

34、纸质比较好，一摸兜知道百分百是正版的
35、没什么新意。
36、那个时代！
37、本书介绍了自强运动至辛亥革命胜利期间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尝试与奋斗。虽然许多章
节以简单罗列而略显平淡，但也有很多点睛的妙笔。总体来说，我认为目前的豆瓣评分太低，作者文
笔虽然不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那么辛辣，但详实的史实描述（虽然中规中矩）和不带主观感情色
彩的评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倒是很好地起到了还原历史的作用。另外，我对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共
和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这一“新颖”观点很是赞同。
38、一般~~入门读物而已
39、罗列史料，堆积文字，把高中历史课本重复了一遍，这样的书有何意义?
40、回顾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史实，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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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帝制终结了吗？2013年10月23日 10:36:06作者：徐庆全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网http://culture.inewsweek.cn/20131023/detail-73514-all.html 杨天石书写得非常扎实，好读也耐读。可是
，读完这本书后，我始终有个结挥之不去，那就是，推翻了大清王朝，是否就意味着帝制真的终结了
？还有，这本书的书名前还有一句话：“辛亥，把权力关进牢笼的有益尝试”——我搞不清楚这是不
是书名的一部分。 2011年，辛亥百年，热闹了一番，纪念了一番，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书籍。人们认为
，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是，推翻了大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所以，结束帝制也就成为纪念的重
点，书写的重点。书出了好几本，最重要的一本大概要算杨天石的《帝制的终结》，以至于需要再版
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不，最近又推出了新的版本。杨天石书写得非常扎实，好读也耐读。可是，
读完这本书后，我始终有个结挥之不去，那就是，推翻了大清王朝，是否就意味着帝制真的终结了？
还有，这本书的书名前还有一句话：“辛亥，把权力关进牢笼的有益尝试”——我搞不清楚这是不是
书名的一部分。细细琢磨琢磨，不管是“帝制的终结”还是“辛亥，把权力关进牢笼的有益尝试”，
严格地说起来，还都不能说是那么准确。就说“帝制的终结”吧。不错，辛亥革命后，尽管袁世凯有
过83天皇帝梦，张勋甩起辫子闹腾了几天，皇帝梦显然没有成功。但是，是不是皇帝没了就等同于“
帝制的终结”呢？杨天石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书中还特意说了帝制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三个特
点，以阐明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这三个特点是：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行政、立法、司
法三大权力都集中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身上;实行终身制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继
承原则的世袭制;以天命论护符。皇帝又称天子，宣称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可是
，在我看来，皇帝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帝制也终结了。用杨天石所说的三个特点来与历史对照，就可以
说明问题——除了第三项没有了“天子”外，其他两项还都存在着，而且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就第一
个特点来说，辛亥革命后，历史进入军阀混战时期。这些军阀们，除了不说自己是皇帝外，在自己的
地盘，个个都“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以辛亥后形成的中华民国来说，当政的国民党，也是一个
专制的党，“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都集中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
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身上”，显然是这个党执政时的现状。就第二个特点来说，就国民党来看，在蒋
介石家族当政时代，老蒋死后权力再传给小蒋，是最典型的“终身制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继承原则的
世袭制”。后来，在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作为帝制的这一个特点才消除了。再说“辛亥，把权力关
进牢笼的有益尝试”。这句话作为书名，显然是根据时下的流行语言找的一个噱头，与辛亥革命的结
果毫不相干。不错，孙中山把权力交给袁世凯的同时，颁布了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可
是，这部法律一天都没有实行过，当然更不可能把权力关进过牢笼，怎么能够说是“有益尝试”呢？
连杨天石都承认“单纯的纸上法律约束不了野心家，袁世凯很快恢复帝制，企图（徐按：他不是企图
，而是的确做了皇帝）重新建立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后来，孙中山扯起护法的大旗，这部临时
约法也没有护好，只能走“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子。也就是说，孙中山也没有机会用过自己制定
这部法律来限制什么，或者说把权力关进过牢笼。那么，这样写，不是噱头是什么？★
2、　　　　　　当1789年法国人颁布《人权宣言》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仍然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
的大权，且全凭其个人好恶，不受任何约束。当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搞“宪章运动”的时候，中国
的道光皇帝还在继续康熙帝和乾隆帝的“事业”——大搞“文字狱”（康熙帝的“南山集案”等，乾
隆的“胡中藻案”等），钳制人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1911年10月之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深受“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洗礼并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亚洲大陆上中国的君主独裁堡垒却依然挺立。
此时的中国，依旧是“一人一姓”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人，依旧是拖着辫子的奴隶。　　　　　　诚
如黑格尔所言，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实际
上，在中国皇帝也没有自由，他被祖宗成法所束缚，他被巨大权力所异化和扭曲，他是皇权下的影子
而已。然而，1911年的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中国的君主专制堡垒瞬间分崩离析了。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以深入浅出的笔法，系统的讲述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钟不敲，则无
以闻其洪声；帚不动，则无以荡其积尘；药不猛，则无以除其沉疴；革命不起，则无以终结两千年之
秦政。中国的君主专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革命者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努力，这种努力分为两个
层面：一个层面是思想革命，一个层面是社会革命。在此书中，作者非常详细的讲述了这两种革命的
历程。所谓思想革命，是指传播自由民权学说，唤醒君主专制下的“草民”，使他们拥有“公民”的
头脑，具体方式则是办报纸，兴新式学堂，搞新式教育⋯⋯。所谓社会革命，是指颠覆君主政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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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度改革，具体方式是发动武装起义，刺杀专制统治者及其帮凶，直到完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
　　　　　　先说第一个层面上的革命，即思想革命。晚清以来，最强烈最凶猛的一波思想革命来自
我们的东邻——留日学生团体。自1840年以来，清王朝受到各国列强的侵凌，一些较为开明的大臣试
图吸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因而派遣留学生赴日，企图从技术层面改变王朝的落伍。然而，技术层
面的改变，必然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改革，留日学生固然在日本学到了新式技术，同时也间接受到西方
进步思想的洗礼，因此留日进步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并各自办了自己的刊物。比如浙江留日学生办的
《浙江潮》，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河南》、湖北留日学生办的《湖北学生界》，四川学生办的《蜀报
》⋯⋯等不一而举，综合这些刊物的宗旨，基本上有以下几点，富国、强兵、御外侮、宣传科学，讲
求平等、推重民权。可以说，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一大批开创新局面的思想型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
、鲁迅、黄兴、邹容⋯⋯　　　由思想而深化到行动，社会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了第一个层面的
铺垫，第二个层面才有可能产生结果。清末的革命风潮是在暗杀与起义中拉开帷幕的，那一代受过科
学洗礼的知识分子既能够拿起笔写战斗檄文，也能拿枪杆造炸弹。他们一方面建立革命团体扩充革命
分子，另一方面进行武装颠覆。大型的颠覆活动是在清王朝的边疆地区和中部地区搞武装起义，如孙
中山搞的钦廉防起义、黄花岗起义，黄兴策划的长江中游起义，以及后来成功的武昌起义；小型的是
成立暗杀团，从肉体上消灭清王朝的统治者，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吴樾炸五大臣，刘思复炸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汪精卫炸摄政王汪精卫，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当时暗杀成风，就连写了
半生文章，年纪很大的朱执信都索要手枪，企图以性命相搏。吴樾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奴隶以生
，何如不奴隶以死，以吾一身而为我汉族倡不奴隶之首，其功不亦伟耶！”壮哉！铁血之躯，啼血之
心！壮哉！浩阔胸襟！革命男儿！　　　这一代的革命者大多拥有思想者的头脑，却又有猛士的果敢
精神，他们尤其钟情于办报纸和写文章，更钟情于手枪与炸弹。以黄花岗起义为例，其中牺牲的革命
者几乎全是青年，他们大多有留学背景，是革命的中坚与精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场起义是用军
官团打冲锋，是用青春搏击血火，他们不避刀枪斧镬，用血肉之躯撞击森严堡垒。堡垒固然未倒，但
却溅满鲜血。同样，组织暗杀团的人员亦不乏精英，蔡元培就是积极倡导暗杀的人之一，谁也不会想
到这个后来温文尔雅的大教育家，早年不但自己亲手制造炸弹，还鼓励女子搞暗杀。“苏报案”后，
“思想革命”受到打击，他干脆与陈由己（即陈独秀）、刘师培、章士钊等人在上海成立暗杀团，歃
血盟誓，欲大干一场。后来暗杀不成，便去德国搞教育研究，终成民国的大教育家，当年和他一起搞
暗杀的那帮人也大多术业有专攻，又被他引到北大继续搞思想革命。真正的革命家，要么从事思想革
命，要么从事暴力革命，一手笔锋，一手刀锋，这是清末民初革命者的特色。在文章与刀枪的夹攻下
，中国君主统治的思想堡垒被打破，君主统治的实体也被粉碎，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由此终结。书读
罢，慨叹良久，犹久久被历史的悲壮与曲折所缠绕，不能轻易释怀。作为一本对历史有观照的书，尤
其是并不深奥的书，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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