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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爱国思想浅析

苏中立 涂光久

当历史刚跨入二十世纪之时
,

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曾写了一 首扳

奋人心的 《 爱国歌 》 ,

预言二十世纪的新世界
,

中华民族必将
“

雄飞宇内
” 。

这首 i寺歌

和他在戊戌变法前后 写的一系列爱国诗文
,

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救危立国的伟大抱

负和高尚情操
。

今天
,

批钊地继承这一爱国思想的宝 贵遗产
,

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

以 爱 国 相 砒 砺
”

梁启超 认为
,

个人不能离开社 会而生活
,

不能离开家族
、

家 乡
、

国家而生存
,

而个

人与家族
、

家 乡以至国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

因而爱己与爱家
、

家乡
、

爱国也是一

致的
, “

爱乡之心
,

扩而大之
,

即爱我国
。 ”

①他特别强调
“

国家即我命根
, ”

②具爱

国者应该
“

舍身救国
”

③
,

这种牺牲 白己以救国家
、

牺牲个人以利同 s)tJ
、

牺牲现在以为

将来的种圣感情
,

是和国家
“

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

①这一特征相联系的
。

在人类社

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
,

人们总是要在
“

祖国这个政治的
、

文化的和

社会的环境
”

中进行各种不 同的斗争
,

他们
“

不能对白己为之进行斗争的政治
、

社会和

文化的条件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

因而
,

他们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

态度
”

⑤
。

戊戌变法前后
,

中国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阶段
,

是反对封建 制度 的 进 步阶

级
,

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
,

正象列宁评价十八 世纪法国启蒙者和
一

1
·

九世纪

俄国启蒙者时所指出的那样
,

在
“

一 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
” 、

“

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
” “

还处于萌芽状态
”

的时候
, “

并改有表现出任何自私

的观念
” ,

相反地
, “

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
,

而且真诚地期望共 同的繁

荣昌盛
,

他们确实没有看出 (部分地还不能看出 ) 从农奴 制度所产生出来的 制 度
,
{

, 的

各种矛盾
”

世
,

从而为这种
“

共同的繁荣昌盛
”

奋斗不
.

自
、

甚至不惜献出自己 的 宝 贵生

命
。

由于梁启超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命根
,

时刻注视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

所以当资本帝

国主义入侵中国
、

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国家和民族 l面临的严重

危机
,

于是和维新志上们一起
“

以爱国相矶砺
,

以救亡为己任
”

勿
。

18 9 4年
,
}

! 日甲午战
`

事爆发时
,

年方二十二岁的梁启超
,

就 }
_

!睹亡国危险
,

呼吁洁廷抗战
,

当西太后集团对

他这样人微言轻的小小举人的呼喊置若周闻时
,

他悲愤埙膺
,

写了一 ln’ 《 水调歌头 》 :

“

拍碎双玉斗
,

慷慨一何多
。

i苗腔都是血泪
,

无处著悲歌
。

三百年来王气
,

满 目山河依

1日
,

人事竟如何 ? 百 户尚牛酒
,

四塞已干戈
。 ”

⑧这首词慷慨悲歌
,

充满爱国者的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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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泪
。

随后
,

他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主要助手
,

积极发动 《 公车上书》 ,

参与 组 织 强 学

会
,

主编 《 时务报 》 ,

主持湖南时 务学堂
,

.

参与发起南学会
,

协助出版 《 湘报 》 ,

建立

保国 会
,

积极宣传变法维新
,

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

成为立志维新热 血沸脱 的 爱 国 者
。

“

自通都大邑
,

下至僻壤穷撇
,

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 ”

⑨戊戌变法失 败 后
,

梁 启 超
“

害组慈忍泪出国门 ; 掉头不顾否其东
”

娜
。

到 日本后
,

义立即 创办 i<< 击议报 》 , “

为国

民之耳目
,

作维新之喉舌
”

@
,

继续变法维新事业
。

l
一

卜日甲午战后的形势
,

正象梁启超在 1 8 9 9年写的 《 爱国论 》 中所说
: “

自 中 东 一

役
,

我师败绩
,

割地偿款
,

创矩痛深
,

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
,

谋保国之策者
,

所在多

有
” 。

而海外侨胞
,

倍受蹂助
,

尤其是被掠卖的华工
, “

所受凌虐
,

甚于黑奴
,

殆若牛

马
,

惨酷之形
,

耳不忍闻
,

目不忍睹 ,’ ,

所以海外侨胞
“

未有不痛
J

心疾
一

首
,

值发蹈厉
” ,

而想报仇雪耻的
。

L事实上
,

近代中国的爱国问题是件随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
, ,
川琦人

民因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迫
,

就起来 谋保国之策
,

投人爱囚斗争
。

反对帝国上义的

爱国斗争
,

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之一
。

梁启超看到甲午战后 由于帝国主义佼略加

剧而引起的严重民族危机和爪分危机威胁着
.
1

,

华民族的生存
,

促使人们 认
一

识爱国保国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
,

在当时条件下无疑具有积极
J

意义
。

二
、 “

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

卜

釜

梁启超 认为
,

中国人
“

井无爱国之性质
” ,

但
“

其爱国之性质
,

隐而未发
” ,

共原

因
,

一是
“

政府压制民权
” ,

二是
“

民不求自伸其权
” 。

因此
,

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

必须兴民权
,

育新民
。

他说
: “

国者何 了积民而成也
。

国政者何了 民自治其事也
。

爱国

者何 ? 民 自爱其身也
。

故民权兴
,

则国权立
,

民权火则国权 亡
,

为君相者而 务 压 悦 之

权
,

是之 谓自弃其国
,

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
,

是之 谓白弃其身
,

故 疏爱国必 自兴民仪

始
。 ”

L他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谈国家
、

国政和爱国
,

当然是非科学的
、

错没的
,

但

他把爱国与民权联系起来
,

反对封建专制
,

主张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
,

这就 使

爱国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新的阶级内容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 ”

@ 处 J
“
统治地位的阶级臾 替了

,

国

家的阶级 内容也就改变了
。

i)F 爱国
,

首先碰到一个问越
:

爱那个阶级的国家
,

不管自觉

与否
、

明确
一

与否
,

人们总要对这个问超作出回答
。

戊戌变法时期
,

瓜分危机迫在眉睫
,

梁启超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提出
“

救危 立国
”

的

具体方案
。

他们认为
,

危之源在守旧
,

救之方在变法
,

而
“

变法之本
,

在育人才
;
人才

之兴
,

在开学校 ; 学校之立
,

在 变科举
; 而一切要其大成

,

在变官制
。 ”

L就是 说
,

变

法要先变人
,

而改变官制
,

即
“

抑君权
,

兴民权
” ,

变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为君上立宪
.

的资产阶级国家
,

是变法维新的关缝所在
。

他认为
, “

君权口盎尊
,

民权 日益 哀
,

为中

国致弱之根源
”

L
。

因此
,

只有兴民权
,

才能使国民知道 自己的国家
,

把 自己的利益 同

国家的利盆结合起来
,

知道爱国
,

并团结起来同别的国家去竞争
, “

故能兴民权者
,

断

无可亡之理
”

心
。

这种要求兴民 仅 `
·

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
,

在当时条件下其石
’

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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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
,

特别是他处于当时维
.

新与守旧斗争最激烈的湖南地区
,

接触了一

些赞助变法维新的地方官吏和青年爱国学生
,

把民权宣传与维新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

来
,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起 了巨大作用
。

戊戌变法后一个时期
,

梁启超更加激烈地要求兴民权
。

他于 18 9 8年 1 l] J在 口本创办
《 清议报 》 的

“

独一无二之宗旨
” ,

即是
“

倡民权
” , “

百变而不离其宗
。 ”

L在 19 01

年写的 《 自励 》 诗
`
}

, ,

更表达了他
“

誓起民权移旧俗
,

史研哲理 摒 新 知
”

的 雄 心 壮

志L
。

他极力从中外历史上寻找
“

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

的根据
。

他 认为
,

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给人民以民主权利
,

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

就知道爱国
, ;坟

“

有一民即有一爱国

之人
” ; 中国则不然

, “

自秦汉以来
,

数千年之君主
,

替以奴隶视其民
, ” “

以国为一

人之私产
” ,

奴隶没有任何权利
, “

不以国为己之国
,

人人不知其有国
” , “

其不知爱囚

者
,

山不知其为民也
。 ”

他还从资产阶级国家观出发
,

指出
: “

不有民
,

何有国
,

不有

国
,

何有民
,

民与国
,

一而二
,

二而一者也
。 ”

国家不是
“

君相之私产
” ,

而是
“

国民

之公器
” ,

并据此向清朝统治者提出
“

人人有 自主之权
”

的要求
,

反对
“

收人人 白主之

权而归诸一人
”

的君主专制制度L
。

这种反对封建君主专制
、

争取国家独立
、

发展资本

主义的思想和主张
,

正是
“

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

的基本 内核所在
。

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

阶级民权运动的最早倡
一

导者和热情鼓吹者
,

曾以他 的民权爱国思想和行动影响了整整一

代人
。

梁启超还 认为
,

欲兴民权
,

必育新民
。

在他看米
, “

政府压制民权
,

政府之并也
。 ”

而
“

民不求 自伸其权
,

亦民之葬也
。 ”

@ 他特别痛恨 自己民族处于封建淫威下的
“

奴求

根性
” ,

甚至把清工朝的腐败
、

帝国主义的入浸
,

都归之于中国人民具 {J’ 奴隶根性
,

说

什么
“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
,

其祸极于今 日
,

推其大原
,

替必自奴隶性来
。 ”

@ 他在 190 2

年写的 《 新民说 》 一文中
,

强调
“

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
” ,

为什么呢 了 因为只有新民
,

才能内建君主立宪之
“

新国家
、

新政府
、

新制度
, ”

使国家
“

安富橄荣
” ,

外御
“

列强

之民族帝国主义
,

以挽浩劫而拯生灵
。 ”

在新民的品格中
,

他特别强调新民要树立国家

思想
,

只有
“

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
” , “

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
” , “

对 于外族而知有国

家
” , “

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 , “

严中国与外国之别
” 、 “

政府与国家之别
” ,

才能
“

由

部民而进为国民
” ,

发扬爱国精神
, “

团结永不散
,

补助永不亏
,

捍救永不设
,

利盆永

不穷
” ,

才能去掉奴隶根性
,

以与西欧各国并立于
“

生存竞争
、

优胜劣败
”

之世界
。

L

这里
,

他倒因为果
、

倒果为因
,

把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愚昧落后
,

说成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愚昧落后造成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国家的落后
,

进而 导致帝国

主义的入侵
,

显然是错误的
,

对广大群众中蕊育的伟大力量和聪明才智也缺乏 认识
, ;
佰

谈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

在理沦上 也是不正确的
。

但他要求培养去奴隶根性而具

有资产阶级品格的新民的思想
,

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列宁在 《 沦大俄罗斯人的民族 自

滚感 》 时曾经说过
: “

我们潇怀民族 自 豪 感
” ,

所 以
“

特别痛恨 白己奴隶般的过去和

自己奴隶般的现在
,

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
,

但是如果身为奴隶
,

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 自由
,

还为 自己的奴隶地位耕护和粉饰
,

那就是理应 受 到 愉 恨
、

娜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
。 ”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
,

甚至说俄罗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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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族是
“

可怜的民族
,

奴隶的民族
,

上上下下 都是奴隶
” 。

列宁不但没有粗责
,

反而加以赞

扬
,

说他是
“

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
, ”

是
“

其

正热爱祖国的话
”

⑧
。

梁启超的
“

新民
”

说
,

同样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表现
,

是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 “

民族主义
”

和
“

国民
”

等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
,

标

志着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三
、 “

美哉我国
,

伟大哉我国民
”

蛤

梁启超在祖国极端贫穷落后
、

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
,

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流亡海外的 日子里
,

没有丧失信心
,

没有意志消沉
,

没有低首屈服
,

而是以高昂的爱国

热忱
,

赞颂伟大祖国和伟大国民
,

并对祖国的美好前途充满着 自信
。

他在 1 9 0 2年写的 《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一文中
,

在叙述祖国之地理
、

人 口
、

语言文字
、

古书等为
“

世界莫能及
”

之后 说
: “

美战我国
,

伟大故我国民 l
”

他相信如

此
“

伟大国民
” ,

一定能恢复祖国
“

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
” ,

走在世界 文 明 的 前

列
。

他说
: “

否爱我祖国
,

吾爱我同胞之国民生于此国
,

为此民
, ” ·

… 歌之舞之
,

发扬

之
,

光大之
,

继长而增高之
。 ”

L 1 9 0 3年写的四则 《 爱国歌 》 ,

每则结尾 重 复 吟唱
:

“
结我团休

,

振我精种
。

二十 l止纪新世界
,

雄飞宇内畴 与伦
。

可爱故
,

我国民 !可爱故
,

我国民 ! ”

这首爱国诗歌
,

不仅道接倾吐 了他热爱祖国
、

热爱国民的课厚倩谊
,

而且对

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自豪感
,

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着自信力
。

在他看来
,

英国和 日

本
“

区区三岛尚崛起
” ,

而我中华兴盛强大更是毫无疑问的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阻

碍我国的文明进步
,

只能是痴心妄想L
。

梁启超还写了一些诗文
,

表达了他对祖国美好前途的向往和追求
。

他在1 9 00 年写的

《 少年中国说 》 一文中
,

赞美
“

少年中国
”

象
“

红 日初升
,

其道大光
,

河出伏流
,

一泻

汪洋
” ; “

纵有千古
,

横有八荒
,

前途似海
,

来 日方长
” ; “

美哉我少年中国
,

与天不

老 : 壮哉我中国少年
,

与国无疆 !
”

一

号召中国少年努力从事于改造中国的战斗
,

使少年

中国尽快在战火中诞生
,

巍然屹立于世界之上L
。 1 9 0 3年写的 《 说希望 》 一文

,

更是热

情奔放地高歌中国
“

美哉前途
,

郁郁葱葱
”

之新希望L
。

梁启超的爱国爱民之心与忧国忧民之心是联系在一起 的
,

正象他 自己所说的
, “

今天

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
,

天下之可爱者莫中国若
,

吾愈益忧之
,

则愈盎爱之
,

愈盆爱之
,

则愈益忧之
”

L
。

在帝国主义掀起瓜 分狂潮
、

戊戌变法失败的危急形势下
,

这种忧国爱

国的思想
,

尤显得难能可贵
。

轰
四

、

反对
“

故见自封
”

和
“

妄自菲薄
”

梁启粗挤爱祖国
,

并不排斥学习外国
。

他认为有一种爱国论是不健全之爱国论
,

应

该防止和克服
。 `

这种不健全之爱国论认为
:

我国为文明最古之国
,

我民为德 性 最 美 之

民
,

西方学术不逮我
,

西方技术采之易
,

西方礼教风俗无足取
,

吾但保存吾国粹而发挥

戊戍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爱国思想浅析 们



之
,

斯足为治矣
。

梁启超指出
:

这种看法是不完全符合实沟;的
。

它虽然在
“

鼓励国民自

重之心
”

方面
,

有时
“

亦薄收 J仁效
’ ,

’

; 但在
“

长国民故见自封之习
,

而窒 J琴嵘 受 进 取 之

心
”

方面的消极作用却是很大的
,

两相比较
, “

功远不足以偿其罪
” , `

白
“

最足为国家

进步之障者
” 。

L这种分析是很中肯的
。

梁启超本人是主张向西方学 习
、

反对
“

故见自封
”

的
。

当他十八岁那年 ( 1 8 9。年 )

开始由归学转向新学之后
,

就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其理
。

他 认 为
, “

欲 强 吾

国
,

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 自立之道
,

汇择其长者而取之
,

以补我之所未及
” 。

⑨他

所说的
“

取人长以补我短
” ,

不仅是要学 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
,

而且

要仿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 “

强权以议院为本
, ”

L这既是他提 出 的
“

改 变 官

制
”

的中心环节
,

也是他主张向西方学 习的重要内容
。

梁启超在力主学习西方时
,

有时也震慑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

认为中国一切均不如

人 ; 但他对我国 固有的民族传统并未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

他曾正确地指出
: “

新之义

有二
:

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
,

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

二者缺一
,

时乃无功
。 ”

L

他愉恨那些
“

视欧洲人为神明
” 、 “

崇之拜之
,

献媚之
,

乞怜之
”

的可耻之徒
。

他还以

外国特别之风俗为例
,

既说明外国风俗的确有
“

可取为师资
”

的东西
,

同时又指出
, “

却

有很多是不必效法
、

不能效法
、

不可效法
”

的
,

特别是西方
“

近 日社会之堕落
,

当引以

为戒者抑亦不少
。 ”

@ 因此
,

对外国的东西
,

应该取其所长
,

舍其所短
,

不应该全盘接

收
,

更不应该崇洋媚外
,

失掉民族 白尊心和民族 自豪感
。 “

不然
,

脱崇拜古 人 之 奴 隶

性
,

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
、

蔑视本民族之奴隶性
”

L
,

二者同样有害
。

他特别强调
,

各民族
“

自称其国
,

今世界之通义
” , “

中国文明发达之早
,

诚足以自豪于世界
”

L 。

这些思想都是很有见地的
。

实际上
,

民族自豪的情感为每个民族所固有
,

因为
“

每一民

族
,

不论是大民族或者小民族
,

都有其属于该民族的
、

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质量上的

特点与特征
” ,

即
“

每一民族提供给世界玄化总宝库
、

补充这总宝库
、

丰富这总宝库的

贡献
。 ”

.

L在民族自豪感中
,

存在着对自己优秀的民族传统的热爱
,

它是结合着本民族

对于全 世界历史所提供的贡献的 自豪
,

这种民族 自豪与承 认其它民族的贡献长处是不可

分割的
。

如果不尊重其它民族
,

就不可能尊重 自己民族 ; 反之
,

如果轻视 自己民族
,

就

不能以尊重态度对待其它民族
。

梁启超在爱国问题上
,

既反对固步自封
,

又反对妄 自菲

薄
、

崇洋媚外的思想和态度应该说是正确的
,

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
。

该

公

五
、 “

史学是爱国心之派泉
”

梁启超认为
, “

爱国者
,

欲之国之强也
” ,

而国强
“

必以教育为起点
” ,

只有从教

育 2
、

手
,

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
, “

开民智
” ,

才能
“

伸民权
” ,

使中国 转 弱 为 强
,

达

到救国的 目的
。

如果不办教育
,

就不能培养人才
,

就是
“
空言爱 国

,

无 救 于 国
。 ”

L

在国民教育中
,

他认为历史教育尤其重要
,

因为
“

史学者
,

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 要 者

也
,

国民之明镜也
,

爱国心之 源泉也
。 ”

而历史教 育中
, “

本国史一科
” ,

更是
“

刻不

容缓
”

L
,

学习本国历史
,

最容易
“

养成国民精神
,

发扬其爱国心
”

L
。

但是
,

他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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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卜

惫

为
,

中国的川史学
, “

知 {J’ 朝廷而不知有困家
” , “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

是
“

帝

土将相之家 i普
” ,

少数人之
“

墓志铭
” ,

i卖者 i义完全部 11 !史 !弘 也难以给人作
“

责鉴
” ,

难以激励其
“

爱 国之心
” 。

所以史学必须革命
, “

史学革命不起
,

则吾国邃不可救
,

悠

悠万事
,

唯此为大
。 ”

⑥只有通过史学革命建立起新史学
,

才能
“

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

进步
,

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

L
,

才能使史学 由
“

帝王将相资治通鉴
”

变

成
“

国民资治通鉴
” ,

才能
“

使后之读者
,

爱其群
、

善其群之心油然 生 焉
。 ”

L很 明

显
,

梁启超夸大了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的作用
,

完全否定封建史学的意义也欠全面 ; 但

他主张用资产阶级新史学代替封建主义旧史学
,

新史学应该而且可以向人民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

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

增强民族 自承心和自豪感
,

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

为

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作
“

资鉴
” ,

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

特别是中国近 代 新 史

学
,

一开始就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而出现的
。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

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

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

这就决定服务于这种政治斗争的资产

阶级史学
,

充满着战斗的锐气
,

具有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
,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难要

武器
。

梁启超还从多方面 具体阐述了历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亘大作用
。

第一
、

通过历史

地理的教育
,

可以使人们 了解祖国地大物博
、

山河壮丽
,

从而增强热爱
“

美哉中国之由

河⑧的思想感情
,

并由此而感到自豪
。

第二
、

通过历史人物的教育
,

可以直接触发人们的

爱国热情
,

既可以山于祖国历史上许多爱国志士的光辉业绩而感到 自豪
,

并决 心 学 习
“

我先民之远志
” ,

L以图国家之富强 ; 也可以效法外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者的
“

所志所

事
” ,

使我国象资本主义强国那样
“

能巍然立于世界上
” ; 甚至可以以历史上爱国者的

形象白比
, “

彼愤焉吾悄
,

彼喜焉 吾喜
,

彼优焉吾忧
,

彼病焉吾病
”

L
,

字里行间
,

渗

透着爱国者的满腔血泪
。

第三
、

通过历史事件的教育
,

特别是通过对重大 事 件 的 纪念

会
、

庆祝会
,

可以使人们
“

忽起历史上无限之感情
,

响往先民
,

而盎以嘴长其强固勇猛

进步 自立之气
” ,

达到
“

记已往
,

振现在
,

厉将来
”

L的 目的
。

第四
、

通过历史文化的

教育
,

更能激起人们的 自豪感和爱国心
,

特别是中国文化
,

历史悠久
,

内容丰富
,

而且

“

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
,

此真可自豪者也
。 ”

L

梁启超还主张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教育
。

比如
,

讲
“

爱国之故事
” ,

诵
“

爱国之

诗歌
” ,

传
“

爱国之其理
” ,

行
“

爱国之实业
” ,

佩
“

爱国章
” ,

组
“

爱国社
” ,

开
“

爱

国会
” ,

连儿童
“

所玩之物
” ,

也
“

以爱国为纪念
”

L
。

从儿童
、

少年到壮年
、

老年
,

都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迸行爱国教育
。

总之
,
梁启超把救亡图存

、

改革现状
、

启蒙教育结合起来
,

为了一个口标
:

争取国

家独立
,

实行君主立宪
,

发展资本主义
,

赶上并超过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
。

这种鲜

明的爱国思想
,

不仅在戊戌变法前后应 该给予肯定的评价
,

就是在辛亥革命时期
,

也应

该给予适当的肯定
。

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
,

其爱国主义思想和
“
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
”

一样
, “

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不彻底的
、

局限的
、

狭隘的性质
”

L
。

我们应

该继承和发扬他爱国思想中的精华
,

并从他的局限性中引出必要韵教训
,

作为今日之借

鉴
。

戌戌变法前后梁启却的爱国思想浅析 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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