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戊戌维新运动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的背景
 1．经济条件：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世纪70年代到1898年，在工矿、航运、金融等行
业的商办近代企业有250多家，其中189家企业的总
投资额有2844万多元。

 2．时代特征：民族危机加深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

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

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

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康有为



（二）戊戌维新运动

1、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和变法理论

2、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3、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1898.6.11—189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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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广

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南

海先生。

“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



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

如《周礼》、《左传》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

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

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

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

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更重要的是，在

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

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新学伪经考》



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

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

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近代西方社会政

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为其变法造

势，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

康有为在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

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

的，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

时代，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

《孔子改制考》



 1895年春，由于中

国在甲午战争中战

败，日本逼签《马

关条约》，当时在

北京参加会试的举

人痛心疾首，纷纷

上书，要求“拒和、

迁都、变法”，这

就是著名的“公车

上书”， 

政治运动“公车上书”

国闻报

强学会
保国会

时务报

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



论战焦点：

论战实质：

论战地位：

要不要变法

要不要兴民权、行君主立宪

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

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

正面交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

法”。 

  维新派:“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能变则全，

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与洋务派:“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

大乱四起”。

  维新派 ：“君，末也；民，本也。” 国家是“民

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

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

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

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

经”。



 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洋

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

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

  维新派: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

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

办学堂、兴西学。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

维新派一针见血地驳斥道：“牛体安能马用”?



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
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正
式宣布变法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
后发动政变止，光绪帝发出了100多
件维新谕旨，推行新政共计103天，
史称“百日维新”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消闲散
重  迭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
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

军事方面：裁汰旧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筹办兵工厂。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兼习中西科；
                            废除八股取士，开设经济特科等。

      清朝旧制不仅平民不能上奏章言事，
就是一般的四品以下的京官和三品以下的
地方官也都没有资格上书言事
       有利于具维新思想的人参与政治

有利于打破封建
政治体制，提高
政府办事效率。

有利于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

有利于西
学的传播

1912年改称
北京大学 



（三）维新失败 ：戊戌政变

1、慈禧：控制用人大权 

2、袁世凯：告密促政变

3、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
训



1、意义

爱国救亡运动

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思想启蒙运动



2、失败的原因

 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惧怕人民群众

（1）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重要原因

（2）自身的局限性——根本原因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

级幻想在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统治的前提下，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仅依靠一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

想用和平的改良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

国家富强，以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

在中国行不通。

历史证明



        要想使国家复兴，必须
改变落后的社会制度，进
行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历史启示

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没能找到国家出路.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农民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无

法克服本身局限性，引导革命胜

利。洋务派官僚仅学习西方军事

科技，不肯改革封建政治制度，

决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而资

产阶级维新派自上而下改良的道

路在中国也走不通。

历史证明：



半个世纪中国人历尽千辛万

苦在黑暗中探索国家出路，

逐步前进。尽管历次努力都

失败了，但留下深刻的历史

经验教训，为中国人以后的

三个选择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结论是中国的出路只有在先进阶级及其政党

的领导下，在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下，首先通

过人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

然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

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结论



思考题
 1、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

的原因、教训？

 2、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

教训？

 3、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

因、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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