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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的革命

⊙ 淮 茗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1905年成立的學部雖然是個短命衙門，僅僅六年時間就隨著滿清王朝的退場而成為歷史陳

跡，但是它的出現卻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無論是其表面的象徵意義還是其內在的歷史意

蘊，說它是打開晚清政治、教育、文化之門的一把鑰匙，也並不為過。它的成立、演變既是

晚清政治變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教育、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因而對其進行專

門的研究是必要的，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晚清學部研究》一書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也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晚清

學部的著作。其選題的重要價值不用多說，它的選題、研究思路及具體操作方式都代表了近

年晚清歷史研究的新趨勢。隨著近年晚清歷史研究的深入，以往研究中對革命神話般的歌頌

已逐漸變成理性的思考，研究者對晚清的新政改制也從一味批判變為冷靜關注，這種從熟視

無睹到正面探討的轉變不僅可以解讀成眼界視野的開闊，而且也意味著觀念的深刻變化。對

晚清歷史日益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我們對以前被有意塗抹的歷史真相有更為明晰的了解，同時

也讓我們聯想到歷史演變的另一種可能，即在暴力之外、體制之內革命的可能。儘管歷史是

不能作文學般的假設，但這種基於歷史事實的假設並非想入非非，畢竟中國近代歷史演進的

過程中充滿了太多的遺憾和偏差，而且這種假設可以加深我們對社會變革的理解，應該說它

還有一些現實意義，因為當今的時代潮流是穩定代替變亂，對話代替對抗。尤其是政治家在

進行社會改革時，如果不是純粹出於私心的話，必須要考慮社會成本和民眾的承受能力，因

而妥協調和並不一定就意味著頑固和保守，改良派也不一定非要畫上丑角的臉譜。如果從這

個角度反觀世紀初的歷史進程，我們不能不進行一連串的假設。體制外的暴力運動固然有其

正當性和合理性，但體制內的革命應該說也不是一種最壞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壞的選

擇。對晚清的新政，學界歷來持批評和否定態度，滿清政府的改革出於被動，而且時刻不願

放棄權力，以新政的名義不斷變換花樣維護皇權，時走時停，猶猶豫豫，這些都是無法否認

的歷史事實，但是，為歷史潮流所推動，為社會新生力量所推動，它的新政也確實有一些新

的實質內容，畢竟是在向現代化的旅途上邁步，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科舉的廢除、學部

的成立就是明證。武昌舉義的前夜，正是清政府進行憲政改革的關鍵階段。很難想像，這一

進程如果不被打斷，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會朝著甚麼方向演進。畢竟在這個世紀裡，除了外

族侵略外，社會內部的變亂和動盪使民眾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我們的父祖們是否有機會

可以避免這些非自然性的災難呢？思考這一問題相信並不是多餘的。《晚清學部研究》一書

研究的雖然只是晚清學部一個部門的變遷，但一葉知秋，從其提供的大量資料和翔實分析中

我們可以看到晚清體制內革命的具體情況。從民國政府建立之初對晚清新政後政府體制上的

一些沿襲可以看出，改朝換代並不能割斷歷史文化的血脈，儘管這種承襲和延續經常被人為



地忽視或遺忘。確實，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指向現實的答案，以避免社

會變革中過高的社會成本，一個多災多難的世紀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能總是處於交學費的不

成熟狀態。

筆者前面提到，對學部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從這一政府機構的設置、演變可以看

出晚清實施新政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出近代教育的發展進程，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學術的轉

型。作者的著眼點基本在歷史和教育，這和其所學專業有關。她對學部設立經過、主要職

權、人事決策、權限關係、經費使用、內部管理及對近代文化事業的推進等方面進行了實證

式的研究，彌補了此類研究的不足。該書的一個特色，是對制度體制變革的高度關注，並加

以強調。應該說，這種關注本身就有新意。以前學界的研究過於關注意識形態的演變，對制

度層面的變化注意不夠。在晚清，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講的，觀念與實現往往有很大差距，甚

至就是政府的命令也未必逐一得到實施，或實施時大打折扣，因此對當時的現實情況需要依

據材料進行認真辨析。雖然制度層面的變化要慢於思想層面的變化，但從某種角度來看，這

種變化更為重要，因為它將觀念的變化用制度的形式具體落實，對社會發生實際的作用。以

教育而言，中國傳統的教育一直是建立在科舉的基礎上，不重視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訓練，

更談不上全民的素質教育。到了近代，在困境反思和西學東漸的文化語境中，不少有志之士

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響，提出了各種改革教育的構想。這些思想是有很大分歧的，但毫無疑

問，其實際影響力的大小取決於在制度層面上得到的反應。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中國也按

照西方的模式並根據國情再造教育。學部的建立就是從制度上對種種新教育思想的落實，保

證新教育的實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的建立，使中國的學術研究從私人化轉向

以高校為核心的公共化，從制度上保證了學術的發展，並培養了後備人才。進入民國後，雖

然政府機構設置上改革較多，但在教育方面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前清的體制，只不過更為西

方化而已，畢竟在近代教育的現代化進程中，有許多共性的東西，學部已經做過的，後來者

就不一定非要從頭再來，再起爐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這些資源。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探討

的。《晚清學部研究》一書為學部及近代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術平台，在此基礎

上還可以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從近代學術文化轉型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還有很大的

學術研究空間。如果以學部的研究為契機，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近代化進程

進行切實研究，當會有更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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