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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1858～1927年） 

 

 康有為（1858-1927）廣東 南海（今廣州）人，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

更牲。清 光緒進士。曾從朱次琦學經世之學。 

 

光緒十四年（1888）上書光緒帝，要求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受阻阨。十六年晤廖平，

援「三統」及「三世」衍成據亂、升平、太平說。講學於廣州 萬木草堂，致力變法理論著述,

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提出改制、三世進化、大同學說。二十一年會試，聞《馬

關條約》簽訂，四月八日（5.2）與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上書（一說六百多名），要求拒約、

遷都、練兵、變法。旋與梁啟超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陳熾等組織北京強

學會，後在上海設分會，出版《強學報》。二十三年德國強佔膠州灣，他又兩次上書：大誓群

臣以定國是，設對策所以征賢才，開制度局以完憲法。次年立保國會，旨在保國、保種、保教。

由徐致靖密薦，受光緒帝召見，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折言事。上疏數十次，促成「百

日維新」。於是詔定科舉新章、立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興農學、獎新書新器、改各省書院為

學堂、許士民上書言事、諭變法。戊戌政變時，遭通緝，亡命海外。在加拿大組織保皇會。民

國成立後，主編《不忍雜誌》詆毀共和，保護國粹。任孔教會會長。1917 年與張勳策劃清帝復

辟，旋即失敗。後逝於青島。 

 

另著有《禮運注》、《春秋董氏學》、《中庸注》、《日本變政考》、《戊戌奏稿》、《大同書》、

《康南海文集》、《康南海先生詩集》等。 

 

撮錄：鄭天挺、譚其驤等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 年），頁 1348 。 

 

康有為總評價    

如何對康有為進行總的評價這是康有為研究中的關鍵問題，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重視。早在

1933 年李鼎聲就提出「康有為是帶有明確的資產階級意識與要求的」、「假託孔教行改革的一

位激進的思想家」的主張 。解放後史學界有更多的人開始研究康有為;特別是文革後，在黨的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指引下，康有為的研究也向縱深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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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康有為的總評價更是學術界所重視的問題，並且產生了明顯分歧。到目前為止主 要有

三種意見: 

一、既起過進步作用又起過反動作用的改良派代表人物說。馮友蘭認為：戊戌變法時期，

「康有為變法思想底與計劃底大部分在當時是有很大的進步作用，是與人民底利益相符合的」。

戊戌後，「時代變了，可是康有為底主張與思想並沒有變」，「還是戊戌時代的那些主張與思想。

可是在那時，他是進步的勢力底領袖，在後來，他成為反動的死硬派」。湯志鈞亦持此說並且

指出：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起過進步作用的歷史人物，也是後來為人民所拋棄的反動人物」。 

 

二、理論上的巨人，實踐上的矬子說。張豈之認為：康有為「一面強調變，另一面害怕變;

一面在理論上承認矛盾「對爭」，另一面在實踐上逃避矛盾鬥爭;一面用進化發展的思想鼓舞人

心，另 一面又千方百計說服人們必須向現實妥協;一面為人類預約了美好的『太平盛世』，另一

面又由於無力實現而把 『太平盛世』推之於遙遠的將來」。徐光仁亦持此說並明確指出：康有

為「是一個言論著述上的『巨人』，行動實踐上的侏儒」。 

 

三、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說。蔡尚思則認為：「康有為——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出世

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近代思想最重要的代表，同時，又是一個充滿著

複雜的矛盾的思想家。」鄭克強亦持此說，同時他還指出：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末的維新變法

運動時期，是一個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作為維新派的主要領袖，他是戊戌維新的實際領導人」。

「在康有為的一生中，戊戌維新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他一生中的主流，有著不可磨滅

的歷史功績。」此說為史學界所通用之觀點。 

 

關於康有為總評價的探討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且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但是研究尚不

十分全面，其黃金時代的言行研究得較為充分，而戊戌以後的康有為的探討就顯得薄弱。今後

在結合新史料對其黃金時代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如能以更多的力量投入對戊戌後康有為的研

究，他的總評價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康有為的真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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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馮友蘭:《康有為的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家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2. 湯志鈞:《試論康有為》,《中國近代文物論叢》,三聯書店 1965 年版; 

3. 張豈之:《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戊戌變法六十周年 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 1958 年版; 

4. 徐光仁:《評羅孟韋先生「讀‘論人民民主專政’對康有為的評價」》,《華南師範學院學報》1956 年第 2 期;  

5. 蔡尚思:《康有為黃金時代的思想體系和評價》,《學術月刊》1963 年第 9 期; 

6. 鄭克強: 《論康有為的愛國主義》,《論戊戌維新運動與康有為、梁啟超》,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作者：張連起 

撮錄：趙儷生 鄭寶琦主編：《中國通史史論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009-1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