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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女，1988 年出生於陝西西安，2006 ～ 2013 年在西北大學、南京大學完成大學本科和碩

士研究生學業，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書屋》、《歷史學家茶座》、《南方都市報》等

刊物、報紙上發表歷史文化類文章多篇。現供職於清華大學新聞中心。

提    要

作為民國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張君勱在「政治國」與「學問國」之間，縱

橫捭闔。基於此「兩棲」特質，以往研究者主要在思想史的脈絡中探討憲政民主、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新儒家等相關問題，相對而言，對於張君勱民主憲政的路徑依賴──政黨政治，包

括張君勱政黨理念的建構、闡述與躬行，則缺乏足夠關注。事實上，在張君勱畢其一生的憲政

訴求中，政黨理念貫穿始終，在近代秩序重建的過程中，針對如何實現民主憲政、改良政黨政

治，張君勱從制度層面進行了理性思考，並孜孜矻矻、身體力行地參與到組黨、造黨的實踐中，

以期實現憲政民主的終極訴求。因此，本文以時間為經線，以張君勱政黨理念及其實踐為緯線，

將考察重心投放於上世紀初張君勱「問政」肇始，到 30 年代致力於政黨建設與運作，也即從參

與立憲組織「政聞社」到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期間，張君勱政黨理念的建構與踐行，從而

透視轉型時代知識分子對於「刷新中國政治」的思考、探索與嘗試。

本文大體分三個部分進行考察。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圍繞張君勱早年，即從清末參

加立憲組織政聞社，到民初共和政體建立後聯黨組黨，就張君勱政治立場的選擇、政黨理念的

初建和實踐層面的初步嘗試進行論述。就張君勱的政治立場而言，在晚清「立憲」與「革命」

的分流與爭論中，張君勱旗幟鮮明地加入立憲派。一方面，翻譯《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從西

方的政治制度中汲取養分，為立憲政治提供學理上支持；另一方面，加入梁啟超等人組建的具

有政黨性質的立憲團體──政聞社，以此為契機，投身於立憲政治的實際運動中去。民初在共

和體制下，張君勱初步形成了關於政黨政治的一套理念：第一，政黨政治是民主憲政的先決條

件；第二，政黨為「議會角逐之具」，要實現政治理念，必須整合小黨壯大黨勢，與反對黨「爭

選舉，爭議席」。在政黨實踐上，張君勱相繼參與組建「共和建設討論會」和「民主黨」。

第二部分為文章第三、四章，考察民初政治失序時期，張君勱如何從政黨政治入手，對憲

政破產進行反思，並在此基礎上的政治訴求。民國以後，雖掛名「共和」的招牌，但實際上，

國人所期望的民主政治並未實現。相反，接連不斷的黨爭與內閣危機，致使民國初年政治的嚴

重失範。張君勱從政黨政治的角度對憲政破產的原因進行反思。張君勱認為，缺乏現代政黨觀

念是癥結所在，激進派，包括穩健派在內，不知如何履行現代政治，進行良性政治參與。旅歐

期間，參照德、俄兩國的社會背景和革命經驗，張君勱選擇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標尺，依託「點

滴改良」和「法律手段」，建立一個理想的政黨。建立理想政黨的前提與關鍵，則在於教育國

民，養成並提高國民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智識。因而，二十年代，張君勱開始將目光轉向謀求國

民政治品格之提升的教育之路，創辦「國立自治學院」，培養政治人才。 



第三部分為最後一章，以張君勱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為核心，重點探討張君勱不同於國、

共兩黨的制度思考，以及國難當頭基於民主的適當調試。北伐完成後，國民黨在全國推行「一

黨訓政」。張君勱不滿於黨權高漲和人權低下，於 1932 年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由於政治生態

的變化，張君勱提出「政黨合作」、「舉國一致」的模式，目的是使國家利益不因黨派間的爭鬥

而受損，從而應對日本步步緊逼，國難當頭的危機局面。抗戰爆發後，國社黨以在野黨的形式

保持論政地位，張君勱迎合救亡需要作出適當調適的同時，一以貫之的踐行民主政黨政治。當

然，奉行離開武力地盤代之以漸進改良為模式的國社黨始終夾雜在國、共兩黨之間，憑藉有限

的政治參與艱難發展，但張君勱對政黨政治、民主政治的思考、探索，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的一

套制度建構，對當今改革深水期下的政黨建設不無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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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才，男，1972 年生，河北省新樂市人，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爲中西政

治思想。

提    要

社會改造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主題。中國近代是一個王朝統治危機、封建社會危機、

民族危機互相糾結、互相影響的時代。封建社會危機誘發了民族危機和王朝統治危機，是社會

改造的根本原因；民族危機又刺激和加深了封建社會危機，是社會改造的外部原因和刺激因素。

人的改造與制度的革新是社會改造的主要內容，救亡圖存、富強獨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是社會改造的近期目標，理想的大同社會是社會改造的終極目標。

十九世紀末期以來，中國社會陷入深刻的意義危機和秩序危機之中，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

下，張申府以羅素所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優秀文化、孔子所代表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和列寧所

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為理論來源，在批判繼承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改造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

自己別具一格的社會改造觀。他認為，中國的社會改造應從兩個方面同時著手，一是改人性，

即人的改造，一是變制度，即制度改造，只有雙方相互配合，相反相成，辯證統一，達到有機

的和諧與平衡，才能獲得社會改造的成功。張申府希望，以他實的哲學與辯證理性觀作為社會

改造的基礎，以其反思的或超越的科學主義與綜合民主論作為社會改造的精神武器，通過新啟

蒙運動和一個革命即國民革命，實現人與社會的共同改造，最終達致以大同個人主義、生之人

生觀和仁的理想為主要特色的理想的大同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