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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代议制是高 中历史教学 的重要 内容 ，
目 前

的几套高 中历史教材都专 门设有一节 专门 讲述英

国代议制的 内容 ， 尽管课题与 内容编排不尽相同
，

但就英国 代议制 的 特点来说 ， 大致都包括 以下 内

容 ：君主立宪制是主要形式 ， 国王
“

统而不治
”

；议会

是权力 的核 心
，
责任 内 阁对议会负责 ； 内 阁 首相 由

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其形成具有渐进性。 其 中前

三点不难理解 ， 但对于英 国代议制形成 的 渐进性 ，

各版本教材都 只做 了简单 的论述 ， 在一 些重要 时

期
，
英 国代议制 究竟 是

一个什么 样 的状态 ， 值得我

们进行探讨。

古今中 外 的贯 通 ， 是 历 史 学 习 的 基本方法。

同 时期 中外历史的联 系是近些 年高考命题的关注

点 。 挖掘中 外历 史之间 的联 系 ， 对于提升学生 的

历史素养
，
推进高三备考的有效性都是大有裨 益

的 。 关于鸦片战争 的 爆发 ，学术界 普遍认为是工

业革命后 ，英 国要把 中 国作为 其倾销商 品 的市 场

及原料 产地 的 结 果
，
是世界 市 场不 断 扩 展 的 结

果
［ １ ］

。 这一■ 观点在初高 中各个版本教材 中都有体

现。 而英国做 出发动 这场 战争 的决定并不 是一蹴

而就的 ，笔 者试 图从英 国做 出 对 中 国发 动鸦 片战

争决策过程中 的几个视角 ， 管窥 １ ９ 世纪中 期英 国

代议制的运行特点 。

一

、 在议会辩论中
“

反对只是 目 的
”

， 两党

本质相 同

英国议会关于是否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提案 的

争论首先在下院进行。 １ ８４０ 年 ４ 月 ７ 日 到 ９ 日 ， 英

国下议院就是 否对华宣 战一事
，

展 开了 激烈 的 辩

论。 执政党 议员 认 为 ， 中 国方 面对 贸 易 的遏 制态

度 、对英国 臣 民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威胁等 ， 英 国

必须做出强硬的 回应 。 但反对派认为 ，
不能支持这

样一个有伤道德的 贸 易 ，
以此发动战争更是可耻 的

行为 。 最终 ，执政党的 现实主义击败 了反对派的道

德谴责 ，
下议院 以 ２ ７

１ 票对 ２６２ 票通过了发动战争

的决议 。

从表面看
，
支持发动战争与反对发动战争 只有

九票之差 ，
甚至有人认为 ， 就是

“

这九票之差 ， 决定

了鸦片战争
”

［

２
］

。 这里需要说 明 的是 ，
反对 派并不

是真的反对发动鸦片战争。 在英 国的议会政治中 ，

“ ‘

反对
’

是反对党这种政治动物的天然职责和政治

本能 。 用最简单的话说 ，

‘

反对
’

本 身就是 目 的 ， 至

于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 那是其次 。 反对党可 以用一

个理由 反对执政党 的某个政策 ，
也可 以用同样 的理

由支持 自 己的 同样的政策
”

ｔ
３

］

。 后来 的历史发展事

实证明 ，这些 当 时大谈仁义道德 、抵制 对华战争的

反对派 ，对战争 的狂热程度一点也不 比执政党差。

在战争期间 ， 墨尔本 内 阁下 台 ，原来反对发 动战争

的托利党人皮尔内 阁上 台执政 ， 顶替 巴麦尊 出任外

相的是阿伯丁 。 中英鸦片战争第二阶段更大规模

和更大范围 的战争 行动 ，
以 及后来严苛的 中英条

约
，
都是在皮尔 、阿伯丁等人 的主持下完成 的。

“

等

义律拿出 《穿鼻草约》之后 ，
不但辉格 党组成的 内 阁

表示强烈不满 ，就连托利党也表示强 烈不满 。 两大

敌对党派居然空前统
一

，

一

致认为义律所争取到手

的远远不够 ，英国必须扩大战争云云
”

［
４

］

。

以 上事实证明 ， 尽管英 国两党在下议院展开 了

激烈的辩论 ，
但在发动鸦片战争 的立场上 ， 两者本

质上分歧并不大。 究其原因 ，
主要是 由 于工业革命。

１ ８ 世纪末 １ ９ 世纪初 ，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托

利党渐渐改变了原先的守旧 态度 ，
开始关心工业资

产阶级 的 利 益 ，
甚 至 吸收 个别 工厂 主 为其成 员 。

１ ８３ ２ 年议会改革过程中
，
原先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分

别更名为保守党和 自 由 党。 而政党名称的改变 ，背

后隐藏着两党的深刻变化。

“

托利党 和保守党 的主

要区别
，
表现在对待工业化 和政 治变革 的态 度上 。

旧托利党人最关心 的 是地产者的 利益
……

对工业

化和议会改革持敌视态度。 而皮尔领导的保守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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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工业革命所造成的 变化 ，
开始关心工业资产阶

级的利益
”［￥％

。 辉格党则进
一步加快与工商业资

产阶级 的融合 ， 大量 的资产阶级 激进派 加入辉格

党
，
辉格党中的贵族也进入工商界 。 这样

，
托利党 、

辉格党不仅更 换 了名称 ，
也更加 关注工业资产 阶

级 ， 加快了与工商业资产 阶级的融合。 两党阶级基

础的 日益接近
，
有利 于他们 对外 国市场 、原料等经

济利益的关注 ， 使其在政府决策过程 中达成妥协 ，

从而有利于发动战争议案的通过。

二
、议会上院成员在转型 ，

下院则是 权力

的核心

下院辩论通过之后
，

“

同样的辩论在上 院也演

出了
一番

” ［ ６
］

。

“

上议院的政治斗争远不 如下议院

那么激烈 ， 这是 因为在上议院的党派人士 中
，
执政

党议员总是占多数 ，
而反对派议员只是偶尔才达到

１ ／３ ，
而且与准备充分的执政党议员相 比 ，反对派议

员 总是难以匹敌的
，
因此任何政府都可以在上议院

轻易获得 支持
” ［ ７

］

。 上院的辩论更虚伪 了
，
因 为上

院基本成 了养老院 、 帮闲 院
，
大家仅是握握手兼鼓

鼓掌罢 了 ，有辩论也是闹着玩的
［ ６ ］

。 就这样 ，关于鸦

片战争的议案 ， 在上院顺利通过 。

上院之所以顺利 通过该议案 ， 有 深层 次 的原

因 。

“

１ ８３２ 年的改革法动摇了上院的权力基础和基

本利益
”

［

８
］

。 首先 ， 把投票权扩大到 中 、 下层 阶级
，

随后 的立法就要考虑工业资产阶级的 要求 。 其次 ，

取消 了上院提名下院成 员 的权利 ，使上院失去了对

下院构成的有效控制 。 与此 同时 ， 传统 的英 国贵族

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

“

具有 现代经济头脑的英 国贵

族未把 自 己束缚在农牧场里。 他们在资本主义利

润的吸引 下 ， 投身其他领域 ， 在工业化商业化 的新

天地中大显身手… … 大量事实证明 ，在近代绝大多

数时间里 ， 英国贵族阶级能够适应本国资本主义发

展趋势 ，
不断增加 自身资本主义化程度

”
［
５

］
２ ７Ｓ ＿

２８ °

。 此

时的英国贵族与工业资产 阶级 的利益并不是截然

对立 的 ，
甚至在追求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 ， 尤其是

涉及对外侵略 的 问题上。 比如 当时积极推动鸦片

战争的首相墨尔本 、外交大臣 巴麦尊同时都是子 爵

身份 ，贵族出身 。

三 、国 王依然有较大影 响力 ， 内 阁 需要国

王 支持
当时英国政治上虽早已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 内

阁对议会负 责 ， 但拥护王权 的 贵族势力十分强大 ，

两党竞争机制也不完善 。 １ ８３７ 年 １ ８ 岁 的维多利亚

女王继位 ，
她

“

依然 掌握着任免首相 和解散 内 阁 的

权力 ，
还是不列颠陆军总司令货真价实 的上司

” ｗ
。

按照传统惯例 ， 她应该超然于任何党 派 ，
处理好与

议会和首相 的关系 。 但年轻气盛的 女王却常常独

断专行
，
于是辉格党党魁 、从政三十余年的 墨尔本

首相 ，
经常与女王悉心交谈 ，很快成了 她的好朋友 。

同时为了更大程度争取王室对 内 阁 的支持
，

墨尔本

还把女王寝宫中的侍官换成清
一色的辉格党贵妇。

于是年轻的 维多利 亚女王潜移默化 中 在政治上采

取 了辉格党的立场。 因 此
，
英 国讨论是否对 中 国发

动鸦片战争的时候 ，
也是维多利亚女王受当 时的执

政党一辉格党影响较深的时期 。

１ ８４０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发表

了措辞强硬 的演讲 ：

“

在 中 国发生 的事件 已经引 起

我 国臣 民与该国通商关系 中断。 我对其极其关注 ，

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 响 臣 民利益和王 室尊严的事

件 。

”
［

３
］ 维多利亚女王虽然没有 明确表示支持英国

对 中国发动战争 ，
但从措辞强硬 、对事件 的

“

极其关

注
” “

并将继续注意
”

中 ，我们 不难看 出女王 的真实

思想。

女王甚至还要求首相必须 明确禀报她要 处理

事务的实情 ， 并且在她做出 决定后不得 随意更改 ，

否则便是不忠 。 她对墨尔本之后 的每一位首 相几

乎都不满意 ， 直到第二次工业 革命后 ， 随着英 国贵

族势力 日渐衰微和选举权进一步扩大
，
女王才再也

不能随心所欲地解散内阁或者任免首相 。

由 此可见 ，
１ ９ 世纪中期的英国代议制已经基本

形成 ：议会下 院是权力 的核 心 ， 内 阁对议会下 院负

责 ，
上院 已基本成为摆设 ；两党制也 已基本形成

，
并

且 日益趋 同 ； 国 王虽然
“

统而不 治
”

，
但仍 有一定

影响 。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
，
鸦片战争的爆发 和英 国的

代议制这两个问题 ，教师往往是各 自 分开讲得都很

透彻 ，但缺乏对于二者 之间 联系 的挖掘 。 新课程理

念要求教师必须
“

用教材教
”

而不是
“

教教材
”

。 中

学历史教材中有很多核心知识点 ， 教师如果能够在

教学教研过程 中 ，
发现他们之 间 的 内在联系 ，

理清

其中 的来龙去脉 ，这就吃透 了教材 ， 做到了
“

用教材

教
”

，
也是践行

“

历史解释
”

这一核心素养的 有效渠

道。 特别是对中外历史的联系 解读 ，
不仅有利于教

师对知识的整体把握 ，
也有利 于学生将 中国史与世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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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關舰賴目駐 观 ￥！变

学术研究 旨趣 长期 以来 困扰着学术界 ： 学术是

为了求真 ，
还是为了致用 ， 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

如

果是二者兼有 ，又如何可能。 不 同时代 ，
不同 人物 ，

对此 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方式不
一

。 选择前者 ， 学术

似乎失去存在的理 由 ；
选择后者 ，

则可能 以牺牲学

术为代价 。 现实的 学术研究 中往往是各走
一

端 ，
各

遭到对方批评 。 顾颉 刚先生在对待历史教育 民族

主义问题上 ， 给我们 留下了处理二者关系 的重要遗

产 。 他认为承平之世 ，学唯求真 ， 战乱之际 ，
学须求

用
，
甚至强调

“

知识分子从事救亡工作之少实为知

识界之耻辱
”

［
１

］

。

一

、 学术
“

只 当问 真不真 ，
不当问 用不用

”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

“

求知
”

与
“

应用
”

的学术 旨趣

在顾颉刚看来 ，
虽有关联 ， 却是 两条 不 同 的大路。

“

要是 由 应 用上 着 眼 ， 那 么 学术原是很浅近 的东

西
”

，如若
“

改 由 求知上着 眼 ，那么 学术乃是极 深邃

的东西
”

。 所以
， 他认为学者

“

就是要造成了一个学

术社会而去共同讨究
”

， 故而在研究时
“

心里所想到

的只是这
一小部分中的材料如何可以整理清楚 ，

如

何可以解释里面的种种原 因 ，却绝对不想到把这些

东西拿来应用
” ［ ２ ］ ２ ５

。

顾颉刚 的很多著作都受到这一观念 的影响 ，
其

中就包括他编制的历史教科 书。 １ ９２２ 年 ， 他在谈及

编纂中学教科书时 ，
认为 中学生使用 的教科书等同

学术专著 ，
也应求真 。 因 此

，
特别强 调历史教科书

“

应 当举出史学的真义来
”

，并且对之前 的历史教科

书予以批评 ，
认为现在人心 目 中的

“

好古而薄今
”

观

念 、

“

三代为黄金时代
”

的看法 ， 是 由 于不去寻求史

料 、不去审定史料造成的 。 由 此 ， 他认为编写教科

书时要
“

把这观念改变过来 ，
所有

‘

依托的学说
’

， 如

黄帝 、管仲
，

‘

理想 的制度
’

， 如封建 、井 田
，

‘

混淆 的

事实
’

， 如儒 、道 、墨并尧 、舜 ，
而取舍不 同的 故事 ， 如

‘

想当然耳
’

的故事 ， 都应当彻底澄清
一

下
，
使大家

弄清楚每一时代和每一个社会的 真实情形 ，
建立成

功一个新观念
”

。 考虑 到教科书 的分量较小 ，顾颉

刚认为在剪裁上
“

宁可 使历史 系统不完备 ， 欲不可

使选择的材料不真确 ，
不扼要

”
ｍ

。 于是 ，
在 １ ９２ ２ 年

《本 国史教科书 》 编写 中依据
“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

的 ，发生 的 次序 和排列 的 系统是
一个反背

”

， 得 出

“

三皇五帝不存在
”

的结论。 可见
，
在顾颉刚心 中 ，

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是学术研究 ，在历史教育 民

界史知识点的融会贯 通 ，
提高学生解决 问 题的 能

力 ，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１ ］ 葛 夫平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的 鸦 片 战 争 史研 究

［ Ｊ ］
． 史林

，
２０ １ ６ （ ５ ）

．

［ ２ ］ 马谧挺 ？ 微历 史 ： 鸦 片 战争的 正面 与侧 面 ［ Ｍ］
．

北京 ： 团 结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１ ３ ５ ．

［ ３ ］ 瞿巍 ． 另 一只 眼看 鸦 片 战 争 ［ Ｍ ］
． 桂林 ： 广 西 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２４５ ．

［ ４ ］ 端 木赐香． １ ８４〇 ： 大 国之殇 ［
Ｍ

］
？ 北京 ： 当代 中 国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１３６ ．

［ ５ ］ 阎 照祥 ． 英 国政治制 度史 ［ Ｍ ］
？ 北 京 ： 人民 出 版

社
，

２００ ３ ．

［ ６ ］ 端木赐香． 那 一 次
，
我们挨打 了： 中英 第

一次鸦

片 战争全景解读 ［
Ｍ

］
． 太 原 ：

山 西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１ ９ ８ ．

［ ７ ］ 项 焱 ． 英 国议会主权研究 ［ Ｍ ］
． 北京 ： 中 国 社会

科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１ ５ １
．

［ ８ ］ 胡康大 ？ 英 国议会权力 的转移及其特点 ［ Ｊ ］
． 西

欧研究 ，
１ ９９ １ （ ４ ）

．

［ ９ ］ 张献 军 ． 铁 血君 主 维 多 利 亚 女王 ［ Ｊ ］
． 世界 文

化
，
２０ １ ２ （ ５ ）

．

（ 作者地址／河北 省 石家 庄市教 育科 学研
，
究 所 ，

０５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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