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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的郑孝胥与预备立宪公会

于 宏 威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９１）

　　摘　要：１９０６年，清政 府 宣 布 仿 行 宪 政 后，归 隐 上 海 的 郑 孝 胥 在 其 老 幕 主 岑 春 煊 的 支 持

下，与张謇、汤寿潜、刘厚生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了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

立宪公会。在随后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带领预

备立宪公会的会员，设立国会研究会，向宪政编查馆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通过 收 集１９０６—

１９０８年间郑孝胥相关活动中的言论，了解清末预备立宪时期郑孝胥的宪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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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年），字苏堪，号大夷，福

建省闽县人（今 福 州 人）。１８９１年 随 李 经 方 出 使

日本，任驻日使馆书记官。１８９４年归国之后入张

之洞府任幕僚，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 总 办。１９０３
年任广 西 边 防 督 办。１９０５年 辞 职 回 到 上 海。他

与同时代的 张 謇、汤 寿 潜 并 称 清 末 民 间“立 宪 三

杰”。
目前，学界对郑孝胥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主

要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

的《郑孝胥 日 记》（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３年 版），此 书 可

谓是研究郑孝胥必不可缺的原始资料。此外，还

有徐临江 著《郑 孝 胥 前 半 生 评 传》（学 林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版），河 北 师 大 历 史 学 院 李 君 的 博 士 论 文

《“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１９３１年以前之郑孝

胥探研》等。但是与同时代张謇等人的研究相比，
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还是从研究的领域来讲，郑
孝胥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故本文选取清末预

备立宪时期为背景，通过引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包
括郑孝胥的日记、演讲等，记述郑孝胥如何筹办预

备立宪公会，并带领公会的会员参与１９０７—１９０８
年国会请愿运动，同时了解和分析此时期郑孝胥

的宪政观。希望能够客观地表现清末预备立宪时

期郑孝胥的政治思想，也为他人日后更好的研究

郑孝胥其人奠定基础。

　　一、社会背景

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与当时社会形势紧密相

连。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与列强的数次较

量中，均以惨败而告终。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列
强竞相瓜分中国，中国面临着将要被瓜分殆尽的

局面。正如张桐、王忍之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

论选集》中描述的那样“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
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

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 喉。开 矿 山，筑 铁

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 脧 其 膏

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 顾 忌”。
这也使当时的国人最终认识到，政治制度上的差

异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人家是君民上下一

体来 攻 我，而 我 仅 以 君 主 一 人 相 抵 拒，其 强 弱 胜

败，不问可知。因此要救国，要保主权与 利 权，必

须改专制为立宪”［１］。随 后 的１９０４年 日 俄 战 争，
则加速了国人学习西方立宪的步伐。在当时国人

眼中“（日本）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了一个庞大专制

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
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
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与日俄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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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据”［２］。
也正是日俄战争的影响，最终促使清 政 府 加

快了自身立宪的准备工作。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派出端方、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一年之后，清政府最终颁布上谕：“时处今日，惟有

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

诸舆论，以 立 国 家 万 年 有 道 之 基”［３］４４。受 此 鼓

舞，立宪派人士纷纷组建立宪团体，参加到预备立

宪运动中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预备立宪公

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预备立宪公会的筹办

“预备立宪公会之动议，在郑孝胥的老幕主岑

春煊”［４］。１９０６年９月１０日，“刘 厚 生 邀 宴 于 商

学公会，晤陆伟士，在岑云帅幕中，云云帅有信与

季直，欲立法政研究会，元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

常费岁壹 千”［５］１０５６—１０５７。同 席 的 郑 孝 胥 积 极 响 应

老幕主岑春煊的建议，其言到：“上海宜立国民会，
会中集股，设科学高等讲习所及大报馆一区，而设

法政、交涉、财政、工商各研究所隶于报馆，其宗旨

以研治事业，主 持 清 议 为 主”［５］１０５７。他 的 建 议 得

到了在场众人的肯定，“振民、厚生、友卿皆言愿先

立会以 谋 此 事”［５］１０５７。９月１６日，郑 孝 胥“诣 张

园，应馆公会之请，演说预备立宪”［５］１０５７。在这次

演说中，郑孝胥讲到：
“今日所谓立宪者，初托空言，距法度完备之

曰尚远。就使从今以后日有进步以至于法度完备
之一日，若将此极完备之法度付之目前国民，则其
资质断然不足承受……目前急办之事，鄙意必以
研究科学主持清议为二大端。似宜设法提倡速立
一大学会，分为二科。其一须设高等科学传习所
数处，以备二十余岁至三十余岁汉文已有根柢之
人，择其性所近者专门研习；其一须设多处法律交
涉财政工商各研究所，与报馆合为一体。除日报
外另出旬报将研究所得之实学精选登报，使各省
可以报纸为科技书。一切空疏迂谬浮嚣之议论，
不能荧惑众听……上可辅助国家之进步，下可造
成国民之资格。鄙意尤望诸公时时提醒：今日我
等已在预备立宪之时代，（而）一切道德学问万分
不足。”［６］。

从郑孝胥的演讲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其 观 点。
他认为在目前“民智未开”之时，应以“研究科学”、
“主持清议”二者最为重要。为此，郑孝胥设计“一
大学会，”其中“设高等科学讲习所”，主要来“研究

科学”之用；另外设立“法律交涉财政工商各研究

所”，用来“主持清议”。以上二科“上可辅助国家

之进步，下可造成国民之资格”。在他的演讲中，
郑孝胥提到“须设多处法律交涉财政工商各研究

所，与报馆合为一体”，这与日后其在上海成立的

预备立宪公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预备立宪

公会的机关 报《预 备 立 宪 公 会 报》宣 讲 的 立 宪 思

想，实现“使各省可以报纸为科技书”之目的。不

能不说，这次演讲为日后的筹备建立预备立宪公

会奠定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郑孝胥便投入到 筹 备 公

会的繁忙工作之中。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预备

立宪公会于１２月１６日在上海的愚园成立。预备

立宪公会成立的盛况，郑孝胥在其日记中描述到

“是日，为立宪公会第一次开会，会员、来宾二百余

人。马湘伯、柯贞贤、雷继兴、伍昭扆相继演说毕，
会员自行选举会董十五人，余得四十六票为最多。
继复由会董十五人互选，余得十四票，应为会长，
而张季直、汤 蛰 仙 为 副 会 长”［５］１０６８。在 预 备 立 宪

公会成立的大会上，郑孝胥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可
以说会员是对其积极筹备预备立宪公会的肯定。
除此之外，郑孝胥还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其讲道：

“中国数千年以来，皆是家天下之制度。孟子
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实考历代治与乱之
相较，治之日甚短，乱之日甚长，治一而乱十，故全
国人民常寄生于虐政恶俗之下，累世终身，不知治
世为何物……究其缘由，因无学问，故无知识；因
无知识，故无预备。因此酝酿煅炼，以成今日中国
人民一种之特质。此种特质有一最丑之名目，名
曰‘苟安偷活’四字。

本会既已尊旨预备立宪，试问此数千年来，
‘苟安偷活’之人民，习惯性成，何所用其预备？今
欲倡率天下，以事于预备立宪之盛事，则非先革其
‘苟安偷活’之性质，亦必无从下手明矣。

今欲革除‘苟安’之性质，以对于国政者则曰
‘责难’；革除‘偷活’之性质，以对于身家者则曰
‘图存’。如何便是‘责难’？凡内政外交之得失我
等细加研究，发为讨论，以备朝廷之采择是也。如
何便是‘图存’？凡工商实业之利病，我等力为调
查，尽心提倡……孝胥谨代全会宣告于大众曰：凡
我华人，有不忍‘苟安’于腐败之时局者，可以入预
备立宪公会。有不愿‘偷活’于危险之生业者，可
以入预备立宪公会。对于国政有怀‘责难’之忠恳
者，可以入预备立宪公会。对于身家有怀‘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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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志愿者，可以入预备立宪公会”［７］２０３—２０５。
在 郑 孝 胥 的 开 会 讲 演 中，可 以 认 识 到 以 下

几点：
第一，当时之社会，可谓是“一治一乱”，国 人

寄生于此种 社 会 之 下，养 成“苟 安 偷 活”的 特 质。
“故全国人民常寄生于虐政恶俗之下，累世终身，
不知治世为何物…… 以成今日中国人民一种之

特质。此种 特 质 有 一 最 丑 之 名 目，名 曰‘苟 安 偷

活’四字”［７］２０３。
第二，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就是要革除 当 时 国

人身上的“苟安偷活”特性，以期达到启迪民智，广
兴民权的目标。“今欲倡帅天下，以事于预备立宪

之盛事，则非先革其‘苟安偷活’之性质，亦必无从

下手明矣”［７］２０５。
第三，郑孝胥设计如何革除国人身上的“苟安

偷活”特性的办法。“今欲革除‘苟安’之性质，以

对于国政者则曰‘责难’；革除‘偷活’之性质，以对

于身家者则曰‘图存’”［７］２０５。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之后，郑孝胥、张謇等人以

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上书民政部，请求为其备案。
在其致民政部的电文中，郑孝胥写到：

“窃孝胥等寄居沪上交通四达之区，商工辐
集，时受外界之激刺，悲忧日积，群相晤晤，每至流
涕，愚者千虑，皆谓非实行立宪，无以救危亡……
三十二年七月，奉上谕：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
阽危，受患迫急，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
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及今惟
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各省将
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以预
储立宪国民之资格。等因。钦此……孝胥等上承
诣旨，下察舆情，感动奋发，不能自已……爱将此
意，转相传摇，闻者感奋，争愿为中国立宪国民之
前导，因即名斯会曰预备立宪公会……近数月来，
倡导之法渐可推行，并闻革命风声远近哄起。孝
胥等愚昧，以为天下希望立宪之良民多于鼓吹革
命之乱党，何啻千倍。但希望立宪者多和平，和平
故隐没而不彰。鼓吹革命者暴烈，暴烈故喧嚣而
易动，流风所煽，世患方滋。故为大局计，正宜利
用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阴消少数革命之患
气”［８］１００—１０１。

从预备立宪公会致民政部禀中，郑孝 胥 对 于

当时清政府实行的预备立宪的政策，表示拥护欢

迎。他希望建立预备立宪公会，“以发愤为学合群

进化之旨，为之提倡，无以答宫廷宵吁之忧劳，无

以承内外官司之训命”［８］１０１。此外，在致民政部的

禀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
在郑孝胥看来，立宪最终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而
革命只会导致社会动乱。因此，其主张“正宜利用

多数 希 望 立 宪 之 人 心，以 阴 消 少 数 革 命 之 患

气”［８］１０１。可见其对于当时的革命运动，还是持有

抵制意味的。

　　三、国会请愿运动

光绪 三 十 三 年（１９０７年），日 俄 协 定、日 法 协

约、美俄协定相继签呈，列强开始合伙掠夺中国。
面对这种形势，国人开始把召开国会作为挽救危

机的最后一颗“救命草”。在立宪派人士之中，宪

政讲习所的杨度率先提出了“金铁主义”。在他看

来，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必须要制定宪法，建立起责

任内阁和召开民选国会，在这三者之中，以召开民

选国会一事最为重要。为此，他希望能够通过和

平请愿的方式来迫使清政府早日召开民选国会。

１９０７年９月，宪 政 讲 习 所 派 熊 范 舆、沈 钧 儒、恒

钧、雷光宇几人进京，将有１００多人签名的请愿书

上呈都察院。在请愿书中写道“伏乞速颁诣旨，晓
示天下，督饬廷臣遵去年七月十三日上谕，发布选

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

议院，俾全国人民得以勉参国政，协赞鸿圜，同德

一心，合力 御 外”［３］６１６。在 这 份 请 愿 书 中，宪 政 讲

习所提出在一二年之内召开民选议院，不能不说

是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

反响。自此 之 后，立 宪 派 人 士，开 始 积 极 联 络 起

来，多次上书清政府，希望在短时间内召开国会。
康有为领导帝国宪政会积极联络东南亚、香港的

华商华侨，推举代表进京，向农工商部请禀，要求

速开国会。梁启超的政闻社则致电宪政编查馆，
请求在三年内召开国会。

就在各省纷纷上书清政府，请求速开 国 会 的

同时。郑孝胥、张謇等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也参

与到其 中。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５日，郑 孝 胥 在 预 备 立

宪公会会员常会上提议，设立国会研究所，上书清

政府，请求速开国会。“余议设国会研究会，合有

志之士共编《速成国会草案》，俟《草案》成，合各省

上书进呈《草 案》，请 政 府 实 行，众 皆 赞 成”［５］１１３８。
此后，郑孝胥积极投身到国会研究所工作之中，他
主张“以先举一时旅沪知名之士为会员，专以速成

主义，非独破坏腐烂专制之政府，兼欲删改列国完

全之法度”［５］１１３８。５月１３日，郑 孝 胥 在 国 会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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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第一次会议中，提出“余议请会员曾学法政者于

第二会提出各国议会制度报告，再由会员研究，各
表意见，归于一是，即为草案之底稿；今宜先提国

会院制及国会召集法二端为研究入手之题目。雷

继兴担任第 二 会 报 告 之 事”［５］１１４１。５月２０日，郑

孝胥主持国会研究所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

上他又提出了“提议院制，定为请开下议院，其上

议院制度 待 下 议 院 成 立 后 再 由 众 议 承 认”［５］１１４２。
此后，预备立宪公会召开了国会研究所的第三次、
第四次会议。６月２７日，郑孝胥亲自拟定了致宪

政编查馆的电报中，详细陈述预备立宪公会关于

召开国会的主张。
“近日各省人民请开国会者相继而起，外间传

言，枢馆将以六年为限，众情疑惧，以为太缓，窃谓
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
举，使举国之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
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国……某等切愿王爷、
中堂大人上念朝事之艰，下顺兆民之望，乘此上下
同心之际，奋其毅力，一鼓作气，决开国会，以二年
为限，庶民气团结，并力兼营。势急则难阻，期短
则易达，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策莫善于此。现上
海绅商联合研究，拟将开设国会之法，按其次序编
具草案，俟脱稿后，即当缮呈，区区忧国之愚，不避
昌渎之罪”［５］１１４７－１１４８。

从郑孝胥拟稿中，其希望在二年之内，召开国

会。不仅如此，郑孝胥还与上海绅商一起为国会

设计了一套草案。同时，从电报中又可以看出他

对清政府六年之内召开国会的做法表示出不满的

情绪，“外间传言，枢馆将以六年为限，众情凝惧，
以为太缓”［５］１１４７。对 于 这 封 电 报，郑 孝 胥 满 怀 信

心，在他看来清政府得此电之后，必会召集国会。
但是实际上，对于预备立宪公会的致电，清政府并

没有理睬。７月１０日，郑孝胥再次致电宪政编查

馆，电文截取如下：
“……但问朝廷欲开国会否耳，果欲为之，则

宜决然为之，直以最捷之法选举，召集固非甚难，
胥等所谓二年即立与施行之谓。如以二年为太简
单，则虽五年至七八年，亦与二年略等，未见其遂
为完密也。迟疑顾虑，终于无成，实中国积弱之锢
习，必先除去此习，乃有图存之望。当世雄杰，或
韪斯言。不胜忧愤，伏祈荩察”［５］１１４９。

从这则拟稿中，郑孝胥语气加重了很多，除了

再一次要求清政府在两年之内召开国会。对于清

政府，一方面对其在召开国会一事上表现的拖延，

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还是寄希

望于清政府能够尽快召开国会。
就在郑孝胥领导预备立宪公会上书宪政编查

馆的同时，传来了清政府颁布上谕，革去法部主事

陈景仁之事。“据传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

清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陈景仁革

职，地方官查传管束云云”［５］１１５１。对于此事，郑孝

胥则颇为同情陈景仁，他认为于式枚阻挠召开国

会，清政府本应革去于式枚的官职。但是，清政府

不但没有革去于式枚的官职，反而降罪于法部主

事陈景仁，对此等行为郑孝胥表示出了自己的看

法。“天 下 请 立 宪 者 宜 联 合 劾 于 于 式 枚。何 则？

朝廷 考 求 立 宪，而 于 式 枚 阻 挠 之，于 式 枚 阻 扰 立

宪，而朝廷迁擢之。举国哗然，皆以朝廷 为 行 诈，
诚不知朝廷何以自明。内以激海内之不平，外以

殆列国之笑柄。若持此力争，即可益张请求国会

之力矣”［５］１１５１—１１５２

此时的清政府，面对着各省的请愿活动，不得

不做出反应。一方面安抚各地的立宪派人士，颁

布了《议院法》、《选举法》，要求各地将军督抚迅速

筹办咨议局，此后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了

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另一方面清政府查封政闻

社，革去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的官职，并且颁布

上谕要求草拟政事结社条例，来严格控制各省的

政治集会。总之，清政府采用一套软硬兼施的办

法，最终平息了各省的请愿活动。而对于清政府

的做法，郑孝胥则表示出了极其的失望之情，除在

其９月１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宪政编查馆与资政院

会奏的《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之外，
再无任何关于召开国会的记载。

　　四、郑孝胥的宪政观

本文前两部分，回顾了郑孝胥如何筹 备 建 立

预备立宪公会和国会请愿运动。通过以上两部分

的记述，收集期间郑孝胥的言论，来分析和认识郑

孝胥的立宪主张。
为什么要立宪？在郑孝胥致民政部的电文中

写到：“窃孝胥等寄居沪上交通四达之区，商工辐

集，时受外界之激刺，悲忧日积，群相晤晤，每至流

涕，愚 者 千 虑，皆 谓 非 实 行 立 宪，无 以 救 危 亡”；“
近数月来，倡导之法渐可推行，并闻革命风声远近

哄起”［８］１００—１０１。可见，郑孝胥的立宪目的有两点，
其一，鼓吹立宪可以救亡图存，挽救国家危亡；其

二，抵 制 革 命 运 动。无 独 有 偶，１９０５年 出 使 各 国

３９　第３期　　　　　　　　于宏威：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的郑孝胥与预备立宪公会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在其上书清廷最高统治者的

密折中，也谈到了立宪的好处，“以今日之时势言

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权永固……
一曰外患减轻……一曰内乱可弥……立宪之利如

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３］１７４—１７５。当时立宪派人

士与清政府中倾向立宪的官僚都认为，立宪可以

实现抵御外辱、抵制革命的目的，因此两派人士还

能够在某些方面实现合作。但是，应该认识到二

者立宪层次是不一样的。立宪派人士实行立宪的

最终目的为建立起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分享政

治权利，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清政

府仍然坚守自身的特权，不希望与他人分享政治

权力，纵然实行立宪也要走日本二元君主立宪政

体，其与立宪派的希望差距巨大。这就注定了两

者的联合必然走向崩溃。
如何立宪？“启迪民智，广兴 民 权”。在 郑 孝

胥看来，当时的社会，民智未开。“因无学问，故无

知识；因无知识，故无预备。因此酝酿锻 炼，以 成

今日中国人民一种之特质。此种特质有一最丑之

名目，名 曰‘苟 安 偷 活’四 字”［７］２０３。有 如 此 的 国

民，郑孝胥认为只有启迪民智、广兴民权，最终才

能实现 宪 政。为 此，其 设 计 了 启 迪 民 智 的 方 案，
“目前急办之事，鄙意必以研究科学主持清议为二

大端”。三 个 月 之 后，郑 孝 胥 再 一 次 完 善 了 其 方

案，“今欲革除‘苟安’之性质，以对于国政者则曰

‘责难’；革 除‘偷 活’之 性 质，以 对 于 身 家 者 则 曰

‘图存’”［７］２０５。而 由 他 亲 手 参 与 创 立 的 预 备 立 宪

公会，在启迪民智上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纸《预备立宪公会报》，连

篇累牍地宣传宪政思想，其关于宪政的文章几乎

占据一半以上。除此之外，预备立宪公会还出版

了大量的书籍，例如《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

二编》、《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等。“这些书多

角度地介绍了东西方立宪制，为要求立宪的人民

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９］。特别是《公民必读

初编》、《公民必读二编》两书，“则依据法理参以中

国惯 习 及 现 行 制 度，一 边 各 地 方 宣 讲 之 用

者”［８］１０１。以至于 二 书 分 别 出 版 了２７版 和１６版

之多，足见其影响力之广。
在开国会问题上，郑孝胥主 张 速 开 国 会。这

一点可以从其致电宪政编查馆的电报中看出。在

６月２７日，拟 致 宪 政 编 查 馆 的 电 报 中，郑 孝 胥 大

声疾呼“某等切愿王爷、中堂大人上念朝事之艰，
下顺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际，奋其毅力，一

鼓作气，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庶民气团结，并力

兼营，势急则难阻，期短则易达，措天下于泰山之

安，其策 莫 善 于 此”［５］１１４７—１１４８。从 这 封 电 报 中 看

到，郑孝胥急切希望清政府能在两年之内召开国

会，以此 实 现 挽 救 国 家 危 亡 的 目 的。在７月１０
日，再次拟致宪政编查馆的电报，郑孝胥同样表达

自己期盼之 情“但 问 朝 廷 欲 开 国 会 否 耳，果 欲 为

之，则宜决然为之，直以最捷之法选举，召集固非

甚难，胥等所谓二年即立与施行之谓。如以二年

为太简单，则虽五年至七八年，亦与二年略等，未

见其遂为完密也”［５］１１４９。两则电报，同一主张，均

是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反映出郑孝胥

急于立宪，召开国会的心情。在他看来只有召开

国会，国家才会富强，外患才能渐清，多年来受尽

的压迫、屈辱才能一扫而光。但是，他并没有认识

到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千

千万万的人不断努力，不断地拼搏才能够换回来

的。正如日后那样，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
立起中国民国，有临时约法，责任内阁，还有一个

立宪派所期望的国会，但是这并没有能够改变近

代中国的落后局面。由此看见当时的立宪派人士

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总之，从郑孝胥的身上可以看出，当时立宪派

人士身上具有的两面性。一面与当时的清政府保

持着合作，妄图采用这种方式，共同抵制革命；而

在另一面，则是想通过启迪民智，广兴民权，来实

现宪政，建立起君主立宪的政体。而郑孝胥则是

这些立宪派人士中一个典型代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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