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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弱和动摇中上下求索
——王绍鏊记忆中的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

毛梦溪

辛亥革命前，中国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辛亥革命后，如雨后春笋
般成立了大大小小 300 余
个政党。民主革命斗士王
绍鏊早年即投身于反封
建的民主运动，后成为中
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发起
人之一，见证和参与了辛
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
全过程。

本 文 是 他 记 载 的 几
个带有政党性质的政治
组织成立前后的细节。从
中可以看到当年的知识
分子寻找光明的艰难求
索之路。在建党百年之际
重温这些史实，我们可以
从更深的层面理解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等重大问题。

背景资料：

王绍鏊，字却尘，1888年1月9日诞生在江苏吴江县同里
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早年即投身于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是
一位民主革命的斗士。20世纪 30年代初期，他接受了马列主
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
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
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定，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心尽
力，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经验和聪明才智。

（本文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

1911年，王绍鏊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
当时国内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革命团体纷

纷成立，频繁活动，积极投入到推翻清政府的运动中。
王绍鏊一踏上祖国大地，立即受到浓烈的革命气氛的感
染，周身热血沸腾，回家乡后不几天，他就迫不及待赶
往上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政府的号
角，随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土崩瓦解。但
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尚未集结，革命派在政治上、军
事上尚未占优势地位。这时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
中华民国联合会，号召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
中华民国。

王绍鏊后来回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25岁毕业
返国，正值武昌起义，清室瓦解，我随章太炎（原名学乘，
后易名为炳麟）先生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嗣改统一党，又和
其他政团合并为共和党。我因陈英士派人刺死陶成章一
事，对同盟会深致不满，又因黄克强的旗帜下面，多投机的
新官僚，故始终和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格格不相入。但是
共和党的元老派对我辈青年也是非常排挤，故一时彷徨无
计，甚至我所组织的统一党苏州支部及吴江无锡常熟崇明
宝山嘉定的分部，仍旧维持原状不加入新成立的共和党，
相持至半年以上。”

王绍鏊对章炳麟敬慕已久。在上海见面后，彼此观
点十分相投。章炳麟很欣赏王绍鏊的气度和才识，就邀
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事后回顾：

“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
文学大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
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复会成员参加，并推章炳麟
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中山先生就
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炳麟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
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章
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
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一个联合
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
凯。’可见章炳麟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
孙中山先生的。”

可事情的发展大出王绍鏊意料之外。正当中国革命
需要在孙中山领导下联合各革命力量通力合作，以遏制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的关键时刻，章炳麟的态度却发生
了变化。原来，早先章炳麟和孙中山、黄兴合作共建同
盟会也是求同存异，在许多问题上一直互有龈龉。及至
1911年12月，上海都督陈其美（同盟会会员）为了争
权夺利，瞒着孙中山先生派人刺死了光复会军事首领陶
成章，便激化了章炳麟不满。由于章炳麟的偏见，更主
要是他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后，便不再和他合作，这正中了袁世凯的挑拨离间之
计。王绍鏊称，这是他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
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章炳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

1911年（辛亥）冬，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会长章炳麟，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
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
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
弧。1912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
部的各科人士照旧。

据王绍鏊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张
弧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就是利
用熊希龄的关系介绍张弧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
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
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王绍鏊对此深信不疑，后王绍
鏊随章炳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
治内幕，才知道他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
钱。王绍鏊曾回忆说：“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赓（即王
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
凯又利用赵凤昌 （字竹君） 去拉拢张謇。赵凤昌江苏
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
事。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统
领吴长庆到朝鲜时，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曾受吴长
庆之命教过袁世凯诗词和八股文。但袁世凯做了北洋
大臣之后，就改称张謇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
謇因此对袁世凯很不满。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
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中山先生
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王绍鏊
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
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
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
中山先生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
约束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
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
争执的焦点，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
力根深蒂固的北京。

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
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
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
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

1912 年 5 月，统一党终于和
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等合
并成共和党，在北京成立本部，推
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
程德全、伍廷芳等为理事。

参加统一党的人，大多是处
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但其中
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
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
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
是不可避免的。

1912年上半年，当统一党将
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
组成共和党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
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
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
一共和党合并？

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
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以
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后台是
梁启超，梁是拥护袁世凯的，籍
忠寅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
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统一共和
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
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当时是袁
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
政治，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
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
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所以
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和统一党合
并起来，宋教仁为此事曾到上海
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
在改组成立时，吸收了许多青年
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

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
王绍鏊回忆说：“在统一党内

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
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
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
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
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
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
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
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
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
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
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
麟，特地打电报邀请，又派专人去
接章炳麟到北京“商谈国是”。王绍
鏊和黄云鹏等人随行。到北京后，
章炳麟受到了袁世凯十分隆重的接
待，并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
官职。章炳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
无实的官衔，还向袁世凯要了一万
元开办费，到吉林走马上任去了。
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
子灰又回到北京。

在激烈的争执中合并组成共和党

共和党组成后，在临时参议
院中还不是多数党。1913 年春，
袁世凯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
操纵的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数
党，从而控制国会。因此，他一方
面唆使党羽暗杀了国民党的实际
领袖宋教仁，另一方面又策动共和
党同以汤化龙、梁启超为首的民主
党和王揖唐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
党，以与国民党抗衡。进步党于 5
月 29 日组成，仍以黎元洪为理事
长，熊希龄、张謇、汤化龙、梁启超
等人为理事。

在这次改组中，共和党内部又
是意见分歧，再一次引起激烈的争
执。以前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
合并的“少壮派”，这次同民社的
人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
携，共同监督袁世凯的同国民党相
对抗的御用党。持这种意见的，共
和党中有议员 80 余人。其中以四
川、江苏、湖北三省的议员居多，
计四川有黄云鹏等近 20 人，江苏
有王汝圻、徐兰墅、胡应庚、解树
强、王绍鏊等 10 余人，湖北有张
伯烈、时功玖、胡鄂公、胡祖舜
20 几人，另外还有其他各省的议

员 20 人左右。这 80 余人，约占
参、众两院议员的十分之一，是一
个不小的力量。其中湖北的二十几
人，大多是和武昌起义有关系的民
社社员，比较进步，又拥护黎元
洪，所以也不同意合并。争执的结
果，我们这一部分议员保持了独
立，没有合并到进步党里去，并且
抓住原有的共和党本部不放。有人
称它为“新共和党”，其实是没有
并入进步党的“老共和党”。由于
共和党的分裂，袁世凯想使进步党
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的企图始终不
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
有继续从国民党内部去收买一些议
员，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团，供其使
唤。例如，刘揆一成立了相友会，
梁士诒成立了公民党，孙毓筠也成
立了××会 （已忘其名），等等

（其中刘、孙都是同盟会会员）。这
些都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

机构。同时，这样一来，进步党的议
席同这些小政团的议席加在一起，袁
世凯才控制了多数。

王绍鏊和宋教仁在民国初期曾有
过密切交往，王绍鏊曾为统一党与谁
合并事多次去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宋
教仁的寓所请教。宋教仁鼓励他在共
和党内部团结少壮派进行斗争，同样
可以与国民党提携合作：“现在情况
既已如此，你们还是并入共和党吧！
共和党内有比较进步的民社，而统一
党还有不少青年人，双方齐心协力，
还是能够推动共和党为革命做一些工
作的。同盟会方面，现在大家都已同
意改组为国民党。你们并入共和党
后，将来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国民
党互相提携。”王绍鏊在这场斗争中
旗帜鲜明，赢得了不少有正义感的议
员的好感。不久，他当选为国会宪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

成立新共和党以与国民党提携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时
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
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大总统选举
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
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大总统的建议书，
对议员施加压力，1913年 9月 5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大总
统的决议，之后参议院也于9月8日议决表示同意。

王绍鏊在 《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 一文中回忆：“袁
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
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
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
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
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
加毫无顾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

王绍鏊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对这项工作颇为
重视，认真负责，天天到天坛祈年殿“上班”。王绍鏊平
素不喜劳神于琐屑之事，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他每逢
议会政治的事必做详细笔记，而且记之甚详。他在笔记
中回忆当时的心路历程：“余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年最
少，亦最天真，以为一部宪法即可拨乱反正，故埋头制
宪，乃为唯一无二之救国大计。”“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
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了约有半年的时
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
宝、丁世峄，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钟秀、汤漪，还有
共和党议员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
党，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
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
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期有所行动；如
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
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

可是袁世凯在利用国会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总统的宝
座后，把国会看成是对自己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尤其感
到国民党在议会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对自己的威胁，于
是欲图解散国会。1913年1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取消国
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几次派军警收缴国民党以及与国民
党有过关系的议员的议员证章证书，这样才使国会因不
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
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
弃了。

王绍鏊虽非国民党员，但他不能容忍袁世凯公然践
踏民主的行径。严酷的斗争教育了他，也打碎了许多盲
目学习西方制宪政治的人的美梦。王绍鏊在笔记中写
道：“各国宪法，本皆由政治斗争胜利而产生，不问其胜
利之阶级背景如何，而皆为一种群众势力之结晶，实毫
无疑问。然在吾国会当时，二次革命，已完全失败，袁
世凯非法逮捕褚辅成等八议员，已威胁至国会本身，而
宪法起草会同人，犹不顾一切，以完成此中华民国第一
次之宪法草案，不可谓非吾国书呆子之奇迹。”他已经无
法再进行工作，于是愤然南归。

此时此刻，王绍鏊已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
国，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
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由于他们同封建主
义、帝国主义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联系，就使得他们非常
软弱和动摇，有很大的妥协性，容易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
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政党国会成了民主政治的点缀

王绍鏊当选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证章

王绍鏊去日本前与母亲的合影王绍鏊去日本前与母亲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