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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帝制的崩解 

帝國餘暉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概況 戊戌變法 八國聯軍 庚子後新政 革命運動 立憲運動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以
來
的
十
年
建
設
最
終
因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而
中
斷
，
中
國
再
次
陷
入
烽
火
連
天
。 

 

↓
由
於
長
期
政
治
分
裂
，
社
會
動
盪
， 

一
九
二
八
年
：
張
學
良
歸
附 

↓ 

中
華
民
國
統
一 

↓ 

表
面
統
一
，
但
各
地
仍
盤
據
地
方
勢
力 

一
九
二
六
年
：
蔣
中
正
北
伐 

一
九
一
六
年
：
袁
世
凱
恢
復
帝
制
，
受
到
反
對 

↓ 

袁
世
凱
病
逝
，
死
後
軍
閥
亂
政 

↓ 

南
北
分
裂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宣
統
皇
帝
溥
儀
退
位 

↓
中
國
最
後
一
個
王
朝
終
結 

↓
袁
世
凱
成
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清
廷
命
袁
世
凱
挽
回
頹
勢
但
局
勢
無
法
逆
轉 

↓
南
北
議
和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
革
命
黨
於
湖
北
武
昌
起
事
、
三
分
之
二
省
分
脫
離
清
帝
國
獨
立 

甲
午
戰
爭
後
↓
知
識
分
子
借
鏡
明
治
維
新
，
鼓
吹
政
體
改
革
↓
清
帝
國
於
十
多
年
內
推
動
了
三
次
政
制
變
革 

 
 

 
 

後
來
科
舉
廢
除
，
國
子
監
撤
銷
，
京
師
大
學
堂
便
成
為
全
國
最
高
學
府
，
是
今
日
北
京
大
學
的
前
身
。 

 
 

 
 

 

變
法
結
束
後
，
一
時
無
法
將
他
們
辭
退
，
故
暫
時
保
留
。  

●
補
充
：
京
師
大
學
堂│

│

變
法
前
，
清
廷
已
計
畫
興
辦
高
等
教
育
學
校
，
加
上
京
師
大
學
堂
聘
有
外
籍
老
師
， 

 
 

 
 

Ｃ
慈
禧
太
后
與
守
舊
派
反
對
、 

 
 

Ｄ
除
京
師
大
學
堂
外
全
數
取
消 

３
失
敗
：
Ａ
急
欲
求
成
，
無
配
套
措
施
、 

 
 

Ｂ
缺
乏
行
政
經
驗
，
未
深
入
了
解
西
方
文
化
制
度 

 
 

 
 

 

卻
促
成
往
後
湖
南
各
地
新
式
學
校
的
設
立
和
書
院
制
度
的
改
革
，
是
湖
南
近
代
化
教
育
的
開
始
。 

 

 

Ｂ
湖
南
時
務
學
堂
為
晚
清
時
期
湖
南
創
辦
的
第
一
所
新
式
學
堂
，
雖
然
歷
時
不
到
一
年
即
停
辦
，  

 
 

 
 

 
 

 
 

 
 

 

一
類
為
專
門
學
，
學
習
公
法
學
、
掌
故
學
、
格
算
學
等
。 

 

Ａ
學
堂
課
程
分
成
兩
類
：
一
類
為
普
通
學
，
學
習
經
學
、
諸
子
學
、
公
理
學
、
中
外
史
志
及
格
算
諸
學
；  

●
補
充
：
新
式
學
堂—

—

湖
南
時
務
學
堂 

 
 

以
北
洋
武
備
學
堂
為
基
礎
，
建
立
北
洋
新
軍
六
鎮
，
後
來
演
變
為
民
國
時
期
的
北
洋
軍
閥
政
府
。 

●
編
練
新
軍
：
編
練
新
軍
的
工
作
由
袁
世
凱
負
責
，
袁
引
進
西
方
訓
練
方
法
、
購
買
外
國
武
器
設
備
，  

２
內
容
：
裁
汰
冗
員
、
撤
銷
無
職
衙
門
、
廢
八
股
、
試
策
論
、
開
學
堂
、
練
新
軍
、
裁
釐
金
、
廢
漕
運 

１
人
物
：
光
緒
皇
帝
採
納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等
建
議 

 

東
南
地
區
得
以
免
於
戰
火
蹂
躪
，
顯
見
清
廷
威
信
與
民
心
盡
失
。 

●
補
充
：
東
南
省
分
督
撫
拒
絕
接
受
朝
廷
宣
戰
命
令
，
組
成
「
東
南
互
保
」
，
與
外
國
領
事
協
議
互
不
侵
犯
，  

 
 

因
中
外
衝
突
頻
繁
，
高
舉
排
外
旗
幟
，
後
被
官
方
招
撫
為
義
和
團
。 

●
補
充
：
義
和
拳
原
是
流
行
華
北
一
帶
的
民
間
秘
密
會
社
，
相
信
神
功
護
體
、
刀
槍
不
入
，  

２
結
果
：
引
發
八
國
聯
軍 

↓
簽
訂
《
辛
丑
議
定
書
》
：
道
歉
、
懲
兇
、
賠
款
及
使
館
駐
兵 

１
原
因
：
列
強
同
情
變
法
使
慈
禧
不
滿 

↓
清
廷
利
用
義
和
團
對
抗
列
強 

 

↓
強
化
中
央
向
心
力
功
能
消
失 

 

↓
新
式
教
育
取
代
儒
家
經
典 

３
重
要
改
變
：
一
九
○
五
年
廢
除
科
舉
制
度 

２
內
容
：
內
容
大
致
與
戊
戌
變
法
相
同 

１
時
間
：
一
九
○
一
年
慈
禧
太
后
為
收
拾
人
心
推
動 

 
 

立
憲
派
、
知
識
分
子
、
地
下
會
黨
及
新
軍
等 

３
聲
勢
漸
漲
：
投
入
者
越
來
越
多
，
如
華
僑
、
留
學
生
、  

 

「
中
國
革
命
同
盟
會
」
，
以
團
結
革
命
力
量 

２
組
織
結
合
：
一
九
○
五
年
，
各
組
織
結
合
成
立 

 
 

如
興
中
會
、
華
興
會
、
光
復
會
等
等 

１
組
織
發
展
：
革
命
人
數
漸
眾
，
革
命
組
織
蓬
勃
發
展
， 

●
戊
戌
變
法
後
，
更
多
人
支
持
孫
文
主
張
的
革
命
路
線 

３
影
響
：
部
分
立
憲
人
士
轉
而
支
持
革
命 

 

↓
一
九
一
一
年
裁
撤
軍
機
處
，
設
立
「
責
任
內
閣(

十
三
人)

」，
但
皇
族
佔
七
人
，
被
批
評
為
「
皇
族
內
閣
」 

 

↓
一
九
○
九
年
各
省
成
立
諮
議
局
，
在
民
意
壓
力
下
，
籌
備
年
限
改
為
６
年
↓
一
九
一
○
年
中
央
設
資
政
院 

 

 

↓
一
九
○
八
年
頒
布
《
欽
定
憲
法
大
綱
》，
預
計
９
年
後
實
施 

２
過
程
：
一
九
○
五
年
派
大
臣
出
國
考
察
：
「
保
邦
致
治
，
非
此
莫
由
」 

↓ 

一
九
○
六
年
宣
布
預
備
立
憲 

１
背
景
：
一
九
○
四
到
一
九
○
五
年
日
俄
戰
爭
，
日
本
獲
勝 

↓
立
憲
派
認
為
這
代
表
君
主
立
憲
政
體
的
優
越 

●
立
憲
派
：
相
對
溫
和
的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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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相關補充 輔助地圖 

袁世凱時期 皖系軍閥 直系軍閥 奉系軍閥 十年建設 

 

Ｄ
支
持
力
量
：
列
強
各
擁
軍
閥
，
以
謀
取
在
中
國
的
利
益
，
如
日
本│

│

段
祺
瑞
、
英
國│

│

孫
傳
芳 

 

Ｃ
經
濟
來
源
：
掌
控
地
方
租
收
、
自
發
錢
幣
、
搜
刮
民
間 

 

Ｂ
領
導
人
出
身
：
土
匪(

張
作
霖)

、
功
名(
吳
佩
孚
、
閻
錫
山)

、
軍
校
畢
業
生(

段
祺
瑞
、
孫
傳
芳)

等 
 

Ａ
兵
力
來
源
：
晚
清
農
村
破
產
、
人
口
過
剩
→
青
年
從
軍
謀
生 

●
關
於
軍
閥
的
相
關
內
容
：  

 

後
授
意
製
造
輿
論
，
鼓
吹
帝
制
，
並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正
式
稱
帝
，
但
因
反
對
者
眾
多
，
被
迫
取
消
，
不
久
即
病
逝
。 

 
 

一
九
一
四
年
，
袁
世
凱
解
散
國
會
，
並
於
同
年
公
布
《
中
華
民
國
約
法
》，
由
總
統
獨
攬
行
政
權
。 

●
洪
憲
帝
制
：
至
一
九
一
三
年
十
月
，
袁
世
凱
當
選
第
一
任
大
總
統
；  

 

由
於
響
應
省
分
太
少
，
部
分
黨
員
亦
不
支
持
革
命
，
使
孫
中
山
慘
敗
，
後
籌
組
中
華
革
命
黨
繼
續
反
對
袁
世
凱
。 

 
 

袁
世
凱
則
調
派
北
洋
精
銳
討
伐
發
動
革
命
的
國
民
黨
。 

●
二
次
革
命
：
孫
中
山
等
人
不
滿
袁
世
凱
專
權
，
於
一
九
一
三
年
七
月
發
動
二
次
革
命
， 

 
 

「
三
民
主
義
」
後
來
成
為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總
綱
第
一
條
內
容
，
為
立
國
基
礎
。 

●
一
九
○
五
年
孫
文
在
《
民
報
》
發
刊
詞
中
首
次
揭
示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三
個
主
義
，  

響應二次革命的省分 

 
討袁軍路線圖 

 

1912-1916 1916-1920 1920-1924 1924-1928 1928-1937 

一
九
一
六
年
：
洪
憲
元
年
↓
袁
世
凱
帝
制
取
消
↓
病
逝 

一
九
一
五
年
：
袁
世
凱
答
應
日
本
提
出
的
「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
籌
安
會
鼓
吹
袁
世
凱
稱
帝
↓
護
國
軍
討
袁 

一
九
一
四
年
：
袁
世
凱
解
散
國
民
黨
、
解
散
國
會
↓
中
華
革
命
黨
成
立
、
袁
世
凱
頒
布
《
新
約
法
》 

 
 

 
 

 
 

 

↓
袁
世
凱
善
後
大
借
款
↓
二
次
革
命(

失
敗)

↓
袁
世
凱
當
選
正
式
大
總
統 

一
九
一
三
年
：
國
民
黨
贏
得
國
會
大
選
↓
宋
教
仁
遇
刺 

一
九
一
二
年
：
中
華
民
國
成
立(

臨
時
大
總
統
：
孫
文
↓
袁
世
凱)

、
通
過
《
臨
時
約
法
》 

一
九
二
○
年
：
直
皖
戰
爭
，
皖
系
落
敗
，
北
洋
政
府
改
由
直
系
主
導 

一
九
一
九
年
：
五
四
運
動
、
中
國
國
民
黨
成
立 

一
九
一
七
年
：
南
方
軍
政
府
成
立
↓
護
法
運
動
開
始
（
南
北
分
裂
） 

一
九
一
六
年
：
府
（
黎
元
洪
）
院
（
段
祺
瑞
）
之
爭
↓
張
勳
復
辟 

一
九
二
四
年
：
孫
文
改
組
國
民
黨
、
第
二
次
直
奉
戰
爭
，
奉
系
獲
勝
，
北
洋
政
府
由
奉
系
主
導 

一
九
二
三
年
：
直
系
軍
閥
曹
錕
賄
選
↓
豬
仔
總
統
、
孫
文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陸
海
軍
大
元
帥
大
本
營 

一
九
二
二
年
：
陳
炯
明
率
兵
反
對
孫
文
、
第
一
次
直
奉
戰
爭
，
直
系
獲
勝
，
促
使
曹
錕
參
選
總
統 

一
九
二
一
年
：
華
盛
頓
會
議
、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
孫
文
於
廣
州
成
立
政
府 

一
九
二
八
年
：
北
伐
軍
抵
山
東
↓
濟
南
慘
案
、
皇
姑
屯
事
件
↓
東
北
易
幟
，
北
伐
完
成
，
中
華
民
國
再
度
統
一 

一
九
二
七
年
：
蔣
中
正
於
上
海
發
動
清
黨
， 

國
共
決
裂
↓
國
民
黨
右
派
於
南
京
另
立
中
央
，
寧
漢
分
裂 

一
九
二
六
年
：
北
伐
開
始
（
總
司
令
：
蔣
中
正
），
進
展
順
利 

一
九
二
五
年
：
國
民
政
府
成
立 

 

Ｄ
公
民
訓
練
：
新
生
活
運
動
（
整
齊
、
清
潔
、
簡
單
、
樸
素
、
迅
速
、
確
實
） 

 

Ｃ
教
育
與
學
術
發
展
：
設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
考
古
成
就
豐
碩
） 

 

Ｂ
交
通
與
國
防
建
設
：
發
展
郵
務
、
增
築
鐵
公
路
、
成
立
航
空
公
司
、
發
展
空
軍
、
聘
德
國
顧
問
訓
練
陸
軍 

 

Ａ
財
政
改
革
與
經
濟
發
展
：
關
稅
自
主
、
廢
除
釐
金
（
源
自
太
平
天
國
）
、
廢
兩
改
元
、
法
幣
、
民
生
工
業 

●
十
年
建
設
內
容
： 

 
 

無
數
地
方
軍
閥
割
據
一
方
的
風
氣
，
蔣
中
正
計
畫
在
國
軍
編
遣
會
議
中
裁
軍
，
結
果
引
起
地
方
勢
力
反
蔣
。 

●
一
九
三
○
年
：
中
原
大
戰│

北
伐
完
成
後
，
中
國
表
面
上
是
統
一
的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
但
事
實
上
卻
存
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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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向軍國主義發展 朝鮮受日本殖民統治 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 

國際地位提高 軍國主義思想盛行 成為日本殖民地 日本的殖民統治 清法戰爭 法國的殖民統治 

 
 

 
 

 

結
果
日
本
獲
勝
，
取
得
在
朝
鮮
、
滿
洲
駐
軍
的
利
權
，
令
俄
國
發
展
受
阻
。 

 

●
補
充
：
日
俄
戰
爭
：
兩
國
為
爭
奪
在
朝
鮮
和
中
國
東
北
的
權
益
，
於
中
國
東
北
爆
發
戰
爭
。 

２
一
九
一
一
年
收
回
關
稅
自
主
權
，
廢
除
所
有
不
平
等
條
約
（
一
八
五
四
到
一
九
一
一
年
） 

１
甲
午
戰
爭
、
日
俄
戰
爭
勝
利
↓
一
八
九
四
年
以
來
逐
步
廢
除
不
平
等
條
約 

 

Ｂ
極
右
傾
的
日
本
軍
部
掌
權
，
對
外
發
動
侵
略
戰
爭 

 

Ａ
日
本
國
內
問
題
：
企
業
破
產
、
農
村
貧
困
、
失
業
率
攀
升 

２
一
九
三
○
年
代
，
全
球
性
的
經
濟
大
蕭
條
： 

 
 

 

此
後
，
軍
部
逐
步
控
制
政
局
，
走
上
向
外
侵
略
擴
張
的
道
路
。 

 
 

因
為
犬
養
毅
無
力
解
決
國
內
經
濟
問
題
、
反
對
成
立
滿
洲
國
等
主
張
，
引
起
極
右
勢
力
不
滿
，
遂
招
致
殺
機
。 

 

一
九
三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日
本
海
軍
少
壯
派
軍
人
闖
入
總
理
大
臣
官
邸
，
刺
殺
犬
養
毅
首
相
的
暴
亂
事
件
。 

●
補
充
：
五
一
五
事
件 

 

雖
然
政
治
訴
求
不
盡
相
同
，
但
都
有
幾
項
共
同
特
徵
，
如
堅
決
維
護
天
皇
體
制
、
支
持
向
外
擴
張
、
強
烈
反
共
。 

 

●
補
充
：
日
本
右
派
團
體  

 

Ｂ
一
八
八
九
年
頒
布
《
大
日
本
帝
國
憲
法
》
：
天
皇
握
有
政
治
、
軍
事
控
制
權 

 

Ａ
右
派
團
體
極
力
宣
傳
「
保
皇
愛
國
」 

１
民
族
主
義
的
發
展
： 

３
一
九
一
○
年
簽
訂
《
日
韓
併
合
條
約
》
：
成
為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３
一
八
九
七
年
改
國
號
為
「
大
韓
帝
國
」
：
仍
無
法
脫
離
日
本
控
制 

 
 

 

日
本
對
朝
鮮
干
涉
日
益
加
深 

２
一
八
七
六
年
與
日
本
簽
訂
《
日
朝
修
好
條
約
》：  

 

開
化
派
向
歐
美
國
家
開
放
通
商
但
與
保
守
派
政
爭
不
斷 

１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又
會
停
止
朝
鮮
稻
米
的
增
產
。 

 
 

一
旦
日
本
稻
米
充
足
時
，
為
了
保
護
本
地
稻
農
， 

 
 

總
督
府
在
朝
鮮
推
動
稻
米
增
產
計
畫
，
以
便
輸
往
日
本
， 

●
例
如
一
九
一
○
年
代
後
期
，
日
本
國
內
稻
米
不
足
， 

 

↓
日
後
殖
民
地
獨
立
，
但
經
濟
上
仍
無
法
自
主
的
原
因 

 
 

 
 

鼓
勵
日
本
企
業
，
打
擊
朝
鮮
產
業 

４
影
響
：
殖
民
地
的
經
濟
無
法
自
主
、 

３
朝
鮮
成
為
日
本
多
餘
人
口
的
去
處
與
產
品
傾
銷
市
場 

↓
實
施
許
多
現
代
化
與
工
業
化
的
建
設
↓
有
助
其
掠
取
當
地
資
源 

２
殖
民
地
作
用
：
提
供
殖
民
國
利
益
之
需
要 

 

↓
總
督
擁
有
軍
事
、
立
法
、
行
政
與
司
法
的
權
力 

１
設
朝
鮮
總
督
府
：
日
本
統
治
朝
鮮
的
最
高
統
治
機
關 

 
 

開
放
邊
界
通
商 

７
一
八
八
五
年
清
法
簽
訂
條
約
，
承
認
法
對
越
南
保
護
權
，  

 
 

↓
戰
事
一
度
波
及
臺
灣
；
考
量
難
以
久
戰
而
求
和 

６
一
八
八
三
年
清
法
戰
爭
爆
發
：
初
期
清
廷
戰
事
處
於
優
勢 

５
一
八
八
二
年
法
國
占
領
河
內
↓
越
南
請
求
清
帝
國
出
兵
援
助 

 
 

↓
越
南
被
迫
開
放
河
內
等
通
商
口
岸
；
割
讓
土
地 

４
一
八
七
四
年
，
與
法
國
簽
訂
《
法
越
和
平
同
盟
條
約
》 

 
 

雖
有
提
出
學
習
西
方
軍
事
等
圖
強
之
策
，
但
遭
反
對 

３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法
國
多
次
進
犯
越
南
，
阮
朝
無
力
回
擊
法
軍 

２
一
八
○
二
年
：
一
度
實
行
禁
教
，
法
國
在
越
南
發
展
受
限 

１
法
國
人
曾
協
助
阮
福
映
爭
奪
政
權
↓
法
國
介
入
越
南
內
政
的
開
始 

 

Ａ
推
廣
羅
馬
拼
音
越
文
、
Ｂ
興
辦
西
式
學
校
、
Ｃ
結
束
中
國
式
的
科
舉
、
Ｄ
透
過
政
治
力
量
，
推
廣
天
主
教 

４
為
強
化
統
治
，
企
圖
削
弱
中
國
文
化
的
影
響
力
，
例
如
： 

３
法
屬
印
度
支
那
：
十
九
世
紀
末
，
寮
國
＋
柬
埔
寨 

２
汲
取
經
濟
資
源
：
法
國
在
越
南
興
建
交
通
、
基
礎
建
設 

 
↓
被
法
國
殖
民
政
府
鎮
壓 

１
法
國
占
領
越
南
後
：
越
南
國
內
發
起
「
勤
王
運
動
」
↓
反
法
聲
勢
頗
為
浩
大
，
但
缺
乏
領
導
組
織
且
地
域
分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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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的應變圖強之道 比較 

●
概
論
：
西
方
經
濟
文
化
深
入
民
間 

＋ 

知
識
分
子
引
介 

↓ 

帶
動
社
會
風
俗
轉
變 

中國知識分子的掙扎與應變 
新文化 

運動 

五四 

運動 
概論 晚清 民初：思想改革 

３
思
想
（
新
文
化
運
動
）
：
民
初
救
亡
圖
存
的
危
機
↓
大
量
引
介
西
方
新
文
化
、
批
判
傳
統
儒
家
觀
念 

２
制
度
（
戊
戌
變
法
）：
甲
午
戰
敗
代
表
自
強
運
動
失
敗
↓
引
進
西
方(

政
治)

制
度
，
從
儒
家
尋
找
改
革
理
論 

１
器
物
（
自
強
運
動
）
：
受
英
法
聯
軍
戰
敗
刺
激
，
開
始
學
習
西
方
工
藝
，
重
點
在
軍
事
，
並
肯
定
傳
統
文
化

●
鴉
片
戰
爭
後
，
中
國
無
力
抗
衡
西
方
列
強
↓
知
識
分
子
省
思 

↓ 

「
器
物
↓
制
度
↓
思
想
」
的
改
革
過
程 

 

Ｂ
立
憲
派
：
主
張
檢
討
傳
統
思
想
價
值
和
引
進
西
學
，
鼓
吹
君
主
立
憲 

 

Ａ
革
命
派
：
以
西
方
民
主
共
和
體
制
為
師 

２
對
傳
統
文
化
高
度
自
信 

↓ 

自
我
批
判
和
崇
尚
西
學
態
度 

１
特
色
：
器
物
學
習
、
政
制
改
革 

傳統ＶＳ西化 新思潮引進 社會觀念轉變 具體行動：五四運動 

 
 

↓
確
立
白
話
文
及
普
通
話
為
主
體
的
說
寫
方
式
。 

 

一
九
二
○
年
通
令
廢
止
使
用
文
言
文
國
文
教
科
書
，
並
公
布
注
音
字
母
、
標
點
符
號
，  

 

陳
獨
秀
主
張
建
立
平
民
文
學
。
配
合
白
話
文
與
通
俗
文
學
帶
動
流
行
，
白
話
文
成
為
正
式
寫
作
格
式
。 

●
補
充
：
胡
適
主
張
以
白
話
文
寫
作
，
不
作
無
病
呻
吟
、
不
用
典
故
、
不
講
對
仗 

↓ 

白
話
文
創
作
流
行
；  

３
傳
統
制
度
風
俗
受
到
挑
戰 

 
 

 
 

 
 

４
興
起
白
話
文
學
、
文
學
革
命 

 

１
發
行
報
刊
雜
誌
介
紹
新
思
想
、
新
觀
念 

 

２
陳
獨
秀
《
青
年
雜
誌
》
提
出
「
德
先
生
與
賽
先
生
」 

 
 

（
４
）
引
進
社
會
主
義
思
潮
↓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
５
）
刺
激
人
民
政
治
意
識
覺
醒 

 
 

（
１
）
白
話
文
學
成
為
主
流 

 

（
２
）
女
性
地
位
提
高 

 

（
３
）
整
理
國
故
運
動
興
起 

 

Ｅ
影
響
： 

 
 

（
４
）
魯
迅
：
新
文
化
運
動
白
話
文
學
的
代
表
作
家
：
反
封
建
、
反
禮
教
、
反
傳
統
、
反
迷
信 

 
 

（
３
）
蔡
元
培
：
任
北
大
校
長
期
間
，
邀
請
新
文
化
運
動
健
將
授
課
↓
北
大
：
新
文
化
運
動
大
本
營 

 
 

（
２
）
胡
適
：
留
美
、
服
膺
實
用
主
義
。
主
張
少
談
主
義
，
先
疑
後
信
↓
「
大
膽
假
設
，
小
心
求
證
」 

 
 

（
１
）
陳
獨
秀
：
「
反
儒
教
、
反
傳
統
、
反
文
言
」
正
式
對
傳
統
文
化
重
新
評
價
↓
白
話
文
學
革
命 

 

Ｄ
代
表
人
物
： 

 

Ｃ
目
標
：
革
新
文
化
，
實
現
「
啟
蒙
」
與
「
救
亡
」
的
雙
重
目
標 

 

Ｂ
內
容
：
（
１
）
提
倡
民
主
與
科
學
、（
２
）
挑
戰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價
值
、（
３
）
主
張
白
話
文
寫
作 

 

 

Ａ
背
景
：
（
１
）
列
強
入
侵
，
國
家
積
弱
不
振
、（
２
）
新
知
識
、
新
思
想
的
引
入
↓
新
知
識
分
子
出
現 

●
補
充
：
新
文
化
運
動 

２
馬
克
思
主
義
引
進
中
國 

↓ 

促
使
一
九
二
一
年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１
主
張
打
孔
家
店
、
全
盤
西
化 

 

Ｄ
參
與
政
治
社
會
運
動
：
為
爭
取
教
育
、
參
政
、
工
作
等
平
等
權
，
女
性
加
入
婦
女
團
體
為
自
己
發
聲 

 

Ｃ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
民
初
女
性
最
高
僅
能
接
受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
一
九
二
○
年
起
北
大
招
收
女
子
入
學 

 

Ｂ
婚
姻
自
主
：
傳
統
婚
姻
「
父
母
之
命
、
媒
妁
之
言
」
↓
自
由
戀
愛
、
婚
姻
自
主
↓
改
穿
西
式
婚
紗 

 

Ａ
戒
纏
足
：
民
國
以
後
正
式
公
告
禁
止
，
有
助
解
放
女
性
行
動
力
及
象
徵
擺
脫
父
權
社
會
的
枷
鎖 

●
補
充
：
民
初
婦
女
的
轉
變 

３
出
版
刊
物
宣
傳
主
張 

２
婦
女
運
動
為
宗
旨
社
會
團
體
成
立 

１
女
性
地
位
逐
漸
提
高
、
自
主
意
識
增
強 

 
 

 
 

 

的
最
佳
事
例
（
許
多
北
京
大
學
師
生
因
參
與
示
威
抗
議
被
捕
） 

●
補
充
：
新
文
化
運
動
刺
激
人
們
政
治
意
識
覺
醒 

↓ 

五
四
運
動
被
視
為
知
識
分
子
展
現
救
亡
與
啟
蒙 

 
 

 
 

 
中
、
日
達
成
協
議
，
中
國
收
回
膠
州
灣
，
山
東
鐵
路
則
由
中
國
分
期
付
款
贖
回
。 

●
補
充
：
山
東
問
題
直
到
一
九
二
一
年
華
盛
頓
會
議
才
解
決
。 

３
五
四
運
動
：
五
月
四
日
北
京
大
學
生
舉
行
遊
行
示
威 

↓ 

結
局
：
中
國
代
表
拒
絕
在
和
約
上
簽
字 

２
一
戰
結
束
：
中
國
代
表
在
巴
黎
和
會
上
爭
取
歸
還
山
東 

↓ 

決
議
由
日
本
繼
承
德
國
在
山
東
的
權
利 

１
一
戰
爆
發
：
日
本
提
出
「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獲
得
山
東
、
南
滿
及
東
蒙
的
軍
事
、
政
治
、
經
濟
獨
占
權 

３
成
果
：
白
話
文
學
、
西
方
思
潮 

２
性
質
：
文
化
層
面 

１
時
間
：
一
九
一
五
年
九
月
，
陳
獨
秀
：
《
新
青
年
》
雜
誌 

３
成
果
：
逼
迫
巴
黎
和
會
上
的
中
國
代
表
拒
簽
和
約 

２
性
質
：
政
治
層
面 

１
時
間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
巴
黎
和
會
上
的
山
東
歸
屬
爭
議 

 

都
是
由
青
年
學
子
、
知
識
分
子
主
導 

●
共
通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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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應變圖強之道 現代化生活 

東亞各國知識分子的救亡圖存之策 

 

Ｃ
發
展
：
西
方
國
家
引
進
現
代
科
技
，
促
成
現
代
化
城
市
興
起 

 

Ｂ
背
景
：
東
亞
各
國
被
迫
開
放
通
商
口
岸
、
租
界
、
殖
民
地 

 

Ａ
時
間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起 

●
概
論
：
創
造
全
新
城
市
生
活
型
態
，
形
塑
都
市
人
特
殊
的
城
市
生
活 

 

Ｄ
「
作
六
休
一
」
星
期
制
：
劃
分
工
作
與
休
閒 

 

Ｃ
鐘
錶
：
時
間
觀
念
漸
入
人
心
，
甚
至
成
為
炫
耀
性
裝
飾
品 

●
補
充
：
地
火│

當
時
人
們
害
怕
煤
氣
鐵
管
灼
熱
，
赤
腳
走
在
路
上
，
必
會
燒
傷
，
因
此
穿
著
厚
底
鞋
子
抵
抗
高
溫
。 

 
 

 
 

 
 

一
八
八
二
年
英
商
在
上
海
創
辦
電
力
公
司
，
電
燈
取
代
煤
氣
燈 

 

Ｂ
煤
氣
燈
：
一
八
六
五
年
進
入
中
國
租
界 

↓
「
地
火
」 

 

Ａ
照
明
設
備
：
改
變
傳
統
「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 
創
造
都
市
人
特
有
的
夜
生
活 

１
科
技
帶
來
的
便
利 

 

Ｂ
新
式
休
閒
場
所
：
公
園
、
戲
院 

 
 

 

Ａ
現
代
化
的
生
活
娛
樂
生
活
，
改
變
人
們
穿
著
習
慣 

↓ 

西
式
洋
裝
、
戴
墨
鏡
、
手
持
洋
傘 

２
時
尚
穿
著
與
休
閒
娛
樂
好
去
處 

 
Ｄ
交
通
運
輸
：
興
建
電
車
和
鐵
路
建
設
，
為
城
市
帶
來
便
捷
生
活 

 
 

 
 

 

左
去
右
來
的
行
車
規
則
以
及
清
掃
街
道
與
垃
圾
的
時
間
等
。 

●
補
充
：
道
路
管
理
準
則│

│

實
施
人
車
分
道
、
道
路
設
施
的
設
置
與
維
護
、
設
置
路
燈
以
維
持
安
全
、 

 

Ｃ
法
治
社
會
：
為
了
安
全
以
及
道
路
管
理
，
公
布
許
多
準
則
、
明
確
規
範 

 

Ｂ
道
路
鋪
設
：
使
用
碎
磚
、
圓
卵
石
鋪
設
，
開
闊
街
景 

 

Ａ
飲
用
水
：
城
市
聚
集
大
量
人
口
，
重
視
飲
用
水
問
題 

↓ 

受
惠
於
西
式
排
水
系
統
和
汲
水
設
施 

３
公
共
建
設
的
重
要
性 

 

Ｂ
英
國
統
治
的
吉
隆
坡
：
興
建
鐵
路
大
樓
時
採
用
伊
斯
蘭
文
化
的
建
築
樣
式 

 

Ａ
各
城
市
因
殖
民
國
家
的
不
同
，
而
有
多
樣
發
展 

４
多
樣
的
城
市
風
貌 

日本：應變圖強 朝鮮：反日運動 越南：文化啟蒙 

 
 

↓ 

占
領
殖
民
地
是
為
了
促
進
文
明
開
化 

↓ 

成
為
軍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重
要
起
源 

 

Ｃ
主
張
日
本
已
成
為
亞
洲
文
明
中
心
，
應
負
擔
保
護
、
推
動
亞
洲
文
明
化
的
角
色 

 

Ｂ
認
為
日
本
缺
乏
國
家
意
識 

 

Ａ
亞
洲
僅
日
本
與
中
國
算
半
文
明
半
開
化
國
家 

２
「
脫
亞
入
歐
」
：
福
澤
諭
吉
提
出 

１
一
八
五
四
年
開
港
後
，
有
感
與
西
方
國
家
差
距
，
主
張
富
國
強
兵 

↓
事
後
日
方
宣
布
調
整
統
治
政
策
，
但
仍
然
十
分
嚴
苛 

 

Ｄ
影
響
：
催
化
民
族
獨
立
意
識 

 

Ｃ
意
義
：
近
代
史
上
規
模
最
大
反
日
運
動 

 
 

 

《
獨
立
宣
言
書
》
後
舉
行
示
威
遊
行
，
過
程
中
並
無
攜
帶
任
何
武
器
，
展
現
不
願
訴
諸
暴
力
的
態
度
。 

 

Ｂ
過
程
：
當
天
有
超
過
兩
萬
名
朝
鮮
民
眾
聚
集
於
京
城
府
（
今
首
爾
）
的
塔
谷
公
園
，
並
在
代
表
宣
讀 

 

Ａ
起
因
：
受
到
國
際
民
族
自
決
潮
流
鼓
舞
（
當
天
為
疑
遭
日
本
毒
殺
的
朝
鮮
高
宗
出
殯
日
） 

２
「
三
一
獨
立
運
動
」（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一
日
） 

１
在
日
本
殖
民
下
受
到
嚴
密
控
制
，
知
識
分
子
利
用
文
化
事
業
向
人
民
灌
輸
獨
立
意
識
與
民
族
思
想 

 

↓
潘
佩
珠
後
遭
殖
民
政
府
關
押
直
至
過
世 

 
 

（
２
）
強
化
人
民
愛
國
情
感 

 
 

（
１
）
以
白
話
文
寫
作 

 
 

 
 

 

在
梁
啟
超
的
資
助
下
，
這
本
書
才
得
以
順
利
出
版
，
此
書
對
越
南
獨
立
運
動
造
成
很
大
的
影
響 

 

Ｃ
潘
佩
珠
《
越
南
亡
國
史
》
（
一
九
○
五
年
出
版
）
：  

 

Ｂ
在
梁
啟
超
建
議
下
，
以
文
化
啟
蒙
方
式
喚
起
民
族
主
義 

 

Ａ
宣
傳
君
主
立
憲
制
度 

●
潘
佩
珠
成
立
「
越
南
維
新
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