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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的国家理论研究

刘雅丽

(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王造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研究其政治思想，特别是他有关国家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加深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中

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王造时早期的国家理论比较简单，就是提倡新国家主义，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

推崇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的主张。20 世纪 30 年代初，王造时学成回国后，面对中国的国情，结

合他在英美所学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国家思想，即有关政党、宪政、治国的思想。其回

国不久即面临抗战，因而王造时在这一时期有关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来展开的。

研究王造时的国家理论，可看出他深受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主张渐进、改良，

反对暴力、革命。但他最终改变了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同时他强烈要求民主宪政，呼吁团

结抗日。这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贡献。

【关键词】王造时 七君子 国家理论

王造时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

治活动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活跃

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研究其政治思想，特别是他有关国家理论的形成与演

变过程，可以加深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中

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王造时的研究到目前

为止尚只有一些传记、回忆和纪念的文章，还有几本

论著中的个别章节简单叙述了王造时相关文章中的

政治观 点，而 系 统 论 述 其 国 家 理 论 的 研 究 尚 未 见

到。①本文着重从国家理论这个中心出发，结合当时

的历史背景来探讨王造时的政治思想，将其划分为早

期、30 年代初期和抗战时期三个阶段。通过对其国

家理论的详细论述，希望能填补目前学术界尚无系统

研究王造时国家理论的空白，从而使世人对其国家理

论及爱国民主思想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学习其爱国民

主精神，同时也反思其有关国家的理论和主张，以便

为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提供借鉴。

( 一)

在马克思看来，“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

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②，“判断

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

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

东西”。③为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从当时当地

的具体情况出发，考虑这个人物的思想及其所作所

为，是否有利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是否促进了当时社

会的发展。

王造时(1902 ～ 1971)，原名雄生，1902 年 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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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①出生于江西安福

县城内木架巷一个小本经营竹木生意的商人家庭，8

岁入私塾读书，三年后考入安福小学学习，1917 年考

入清华学校。②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王造时积极

参加，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组织学生宣传

演讲，编写传单，曾两次被北洋政府拘捕，表现出不畏

强暴、不怕牺牲的爱国热忱;1919 年 6 月他在《清华

周刊》上发表其处女作《一次被捕始末记》。③ 在新文

化运动中，王造时受《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潮的感

染，积极在《清华周刊》、《民国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

表文章，为反对封建文化摇旗呐喊。在清华学校他组

织“仁社”，以联络友谊、砥砺学行为宗旨，推动清华的

学生运动。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立

即组织沪案后援会，王造时代表清华学生参加，并在

《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④;1925 年 6 月在

《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上发表长篇政治论文

《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⑤;接着又以北京沪案后

援会代表的身份去武汉，推动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⑥

1925 年 7 月，王造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公

费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攻读政治学，一直到

1929 年 7 月，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9 年 8

月，王造时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政治思想与

比较政府，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

斯基的影响。

1930 年 5 月，王造时从英国经西欧、苏联回国。

回国后，他拒绝国民党的高官拉拢，在上海以教书为

业。1930 年秋参加人权运动，1931 年在《新月》《东方

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达政见(《新月》上发表

《政党的分析》《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东

方杂志》上发表《政党是福乎是祸乎?》等文章表达其

政党思想)。1931 年 10 月新月书店出版王造时的

《救亡两大政策》小册子，提出其抗日主张。1931 年

11 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⑦

1932 年新月书店出版专著《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

1932 年王造时参加了“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的

大论战”，联合国民党内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孙科等

人，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要求当局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的民主宪政运动，促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年就

开始起草宪法(1932 年 1 月老同盟会员孙洪伊、章炳

麟、李烈钧等人，在沪成立了宪政促进会。1932 年 2

月王造时等在沪组织了民宪协进会;王于 1932 年 5

月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

右任二氏的言论》一文，6 月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实行

宪政》一文，表达其宪政思想。此次民主宪政运动长

达一年之久，主要活动时间在 1932 年)。1932 年 11

～ 12 月创办《主张与批评》杂志⑧，共出 4 期。1933 年

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⑨，被推选为上海分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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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于王造时的出生日期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出生于“1902 年 8 月 3 日( 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1903 年 8 月

1 日( 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九日) ”，这里根据《王造时自述》( 何碧辉、赵寿龙整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第 98 ～ 139 页) 中他自己所说

应为“1902 年 8 月 3 日”出生。
清华学校( 1911 ～ 1928 年) 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它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为经费创办的，学制是

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毕业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五年，一共十三年。每年中等科一年级招生是委托各省省政府办理的，然后到北京去复

试。名额是按各省当年所负担庚子赔款的数目依照比例而定，江西每年分配名额约有五六名。课程设置除了小部分关于中国文、史、地、哲的

功课是用国语教学外，大部分功课都是用英语直接教学的，从而使高等科毕业后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能插入美国所谓第一流大学的二年级，学

社会科学的能插入三年级。1925 年开始招考大学一年级生，1928 年便成为完全的大学，同时预备留美的最后一级也被送出洋了。见王造时:

《清华学风和我》，《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1986 年，第 122 ～ 123 页; 黄炯华:《漫谈早期的清华大学》( 1964 年 4 月) ，《文化史料》第 3 辑，第

63 ～ 81 页。
王造时:《一次被捕始末记》，《清华周刊》第 175、177、178 期。
清华学生会主撰的《上海惨剧特刊》从 1925 年 6 月 8 日开始至 6 月底，共出 12 期。
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 三) 第 175 号 1925 年 6 月 10 日，第73 ～ 75 页; ( 四) 第 176 号 11 日，第 81
～ 83 页; ( 五) 第 177 号 12 日，第 91 ～ 92 页; ( 六) 第 178 号 13 日，第 102 ～ 103 页; ( 七) 第 179 号 14 日，第 109 ～ 110 页; ( 九) 第 181 号 16 日，第

122 ～ 123 页; ( 十) 第 182 号 17 日，第 130 ～ 131 页。
安福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安福县志》，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第 851 页。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年，第 88 页。
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 1932 年 11 ～ 12 月，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不久即遭封闭，只出 4 期。其中王造时的文章有:《国民党

怎么办?》( 第一期) ，《这样的国民》、《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 第二期) ，《复兴新文化运动》( 第三期) ，《怎样打倒贪污?》( 第四期) 。
详见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行委员、宣传委员。1933 年 2 ～ 12 月创办《自由言

论》①杂志，共出 21 期。1935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了专著《中国问题的分析》。② 1935 年 6 月自由言论

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荒谬集》③，收录他 1931 ～ 1933 年

发表的 25 篇论文，其中有一些文章表述了其治国

思想。
1935 年 12 月王造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

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36 年 1 月，参与发起

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任常务委员，负责宣传

工作。1936 年 3 月，主 办《上 海 文 化 界 救 国 会 会

刊》。④ 1936 年 5 月，主办《救亡情报》。⑤ 1936 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

称“全救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为该

会主要领导人之一。⑥ 1936 年 11 月“七君子事件”发

生(1936 年 11 月 23 日被捕，1937 年 7 月 31 日释

放)。⑦ 1937 年 6 月，改造杂志社再版王造时专著《为

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一书。1938 年 4 月，被聘为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 年 7 月赴武汉出席

第一次参政会，1938 年 10 月下旬～ 11 月上旬在重庆

出席第二次参政会，1939 年 2 月在重庆出席第三次参

政会，1939 年 9 月在重庆出席第四次参政会，所提议

案一类是关于抗战的，另一类是关于民主的)。⑧ 1940

年秋被聘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 年第三

届国民参政会将救国会几名议员除名)。1947 年 1

月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 年 5 月中

旬赴南京出席第四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参与提出了

“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重开和谈案”)。1939 年 5 月 9

日，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撰文约 80 余篇，积

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直到 1946 年春

回沪)。1939 年 10 月 1 日，在重庆参与发起召开宪政

座谈会⑨( 宪政座谈会举行了八次会议，产生了很大

影响，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抗战以来持续达一年之久

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主要活动时间为 1939 ～ 1940

年)。1941 年 5 月，受托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

开信”，解放后为此蒙冤。1942 年 6 月 7 日，以中国国

民参政员和《前方日报》社社长的名义，给美国总统罗

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1943 年，任“宪政实施协进

会”成员(“宪政实施协进会”是在 1943 年 10 月在国

统区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成立的)。1944 年，在以

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

动，王造时在吉安召开座谈会、报告会，并发表文章，

配合以重庆为中心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宣传民主

宪政。1946 年 8 月，创办“自由出版社”，王造时任社

长。1947 年 8 月 3 日，在京、津、渝、港《大公报》上与

人联名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一文。1948

年 4 月 1 日，在《大公报》上与人联名发表《针对美国

积极助日，中国应有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造时因 1941 年受托

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而蒙冤，与中

共产生误会，就没有再发表什么重要言论。王造时有

关国家的理论与主张的主要时期是 1919 ～ 1945 年，所

以笔者也以此阶段为研究范围。

( 二)

综观王造时国家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大体经历了

三个阶段:早期、30 年代初期和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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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造时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从 1933 年 2 月至 12 月，共 21 期。
该书主要是王造时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几篇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的总汇。目录如下: 序文，第一章:《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第二章:《中

国问题的社会背景》，第三章:《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第四章:《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第五章:《中西接触与中国问题的发生》，第六章:《中

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第七章:《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 上) ，第八章:《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 下) ，第九章:《中西接触后社会上

的变化》，第十章:《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
该书是王造时 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33 年 12 月 31 日所发表的 25 篇文章的政治论文集，他在《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杂志中发表的文章

全部收入在其中; 因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是“言论荒谬”，他就取名《荒谬集》，让读者评论内容是否“荒谬”。
王造时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为什么》( 第一号) ，《抗议对苏蒙协定的抗议》( 第四号) 以及诗歌《战歌》( 第五号) 。
《救亡情报》从 1936 年 5 月 6 日～ 12 月 25 日，共 30 期，王造时在第 1 期上发表《认识敌人的目的》，第 22 期上与人联合发表《更正国民党上海

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
1949 年 12 月 18 日救国会在北京解散。
见时代文献社编:《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时代文献社，1937 年。后收入《民国丛书》第 3 编第 67 册。
国民参政会 1938 年在武汉成立，后迁重庆，1948 年结束，历时十年，召开过 13 次会议; 有关国民参政会的介绍参见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国民参政会》，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5 年; Paul K． T ． Sih，Nation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 ( Florida: Exposition Pr of
Florida，1977) 273 － 313．
1939 年 9 月，蒋介石被迫指定参议员 26 人组成宪政期成会。



1． 王造时早期国家理论

1917 年夏，王造时考入清华学校学习，参加了五

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1925 年夏毕业后去美

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留学，四年期间连续获得政治

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9 年 8 月赴英国伦敦经济

政治学院，以研究员身份师从国际著名改良主义思想

家、“费边主义”理论家拉斯基教授，研究费边社会主

义主张和英国工党的道路，深受其影响，约八九个月

后回国。经过 13 年的学习和实践，王造时形成了他

早期的国家理论与主张。

王造时早期的国家理论比较简单:提倡新国家主

义，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

渐进改良的主张。反映了他的思想根源深受英美资

本主义所谓民主政治和改良主义的影响，这对他以后

的国家主张影响很大。

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他主要提倡新国家主义，

即爱国主义，视其为救国良药。之所以谓新国家主

义，是因为他主张既爱本国又不害别国，与一般的国

家主义所主张的爱本国害别国不同①;新国家主义的

目的，在于是使各国人民了解他们本国的特有的光荣

文化，使他们知道祖国的可爱，使他们知道起来振兴

祖国，使他们知道去抵抗强权，使他们知道去铲除内

奸，使他们知道不去侵略弱小的国家，使他们知道不

去压迫弱小的民族，总而言之，使他们去爱自己的国

家，不去害别人的国家;新国家主义，是与帝国主义、

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外国化

主义相反，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

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相成。同时王造时又认为，国

家乃应人类事实上的需要不能废除，无政府主义者和

共产主义者不要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内

有军阀的统治，外有列强的侵略，所以迫切需要提倡

新国家主义。只要大力提倡新国家主义，使全国人民

都来爱国，都来救国，军阀的统治就不难推翻;只要全

国人民都有爱国心，团结一致，同心对外，反抗外国的

压迫，谋国家的独立，实现民族平等也能够办到，中国

的统一与复兴就可以实现。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不

同于一般国家主义，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不过也反

映了他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某种错

误的理解。

在美留学期间，王造时深受当时美国政治思想的

影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民主

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他对国事的看法主要在于:中

国必须独立和统一，中国必须是一个民主主义共和

国，要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要实行法治和司法

独立，军队国有，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提倡科学的

文化。②

在英国师从拉斯基对费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研

究之后，王造时形成了一些费边社会主义式的想法:

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

义和民主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渐实施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上，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在政府

组织方面，实行责任内阁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关系方面，实行单一制;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民主革命。③

2． 王造时 30 年代初期的国家理论

1930 年秋，王造时回国后，拒绝国民党的高官拉

拢，在上海以教书为业，并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和

《自由言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中国问

题的分析》和《荒谬集》两本专著，参加了人权运动、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的大

论战，论述了其 30 年代初期的国家思想与主张。

王造时学成回国后，面对中国的国情，结合他在

英美所学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国家

理论，即有关政党、宪政、治国的思想。

在政党思想上，王造时一方面抨击国民党一党专

政和包办政治的专制作风，一方面对广大人民进行民

主教育，启发人们认识政党的功用，正确对待政党。

他认为，政党是在民主政治下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一

种政治组织，是人类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是国民根

据共同的原则，自由结合的经久组织，目的在取得政

权，实行主张。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既是实行民主

政治、人民享有充分民主的表现，又可使政府经常保

持廉洁奉公，避免走向贪污腐败，因而也是国家长治

久安的决定性条件。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也

就是政党最发达的国家;政党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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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 三) 第 175 号，1925 年 6 月 10 日，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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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能力最高的国家。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几个

政党存在，那就意味着该国不是由于人民的不热心政

治，或愚昧无知，便是由于政府的专制压迫，为少数魔

王所把持。

王造时的宪政思想包括民权、法治、建设廉洁政

治等内容。他把民权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民权，

如参政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一类是消极的民权，

或最低限度民权，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等。对于积极的民权，王造时特别重视

参政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所注重的是消极的

民权，认为人身自由是基本民权中的“基本”，人身自

由无保障，其他自由都谈不上，所以在中国争民权，尤

需要争人身自由。而承认人身自由，就必须承认集会

结社自由，并且言论自由亦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

他所说的言论自由是广义的，包括著作、出版自由。

王造时认为，宪政的特点，一是法治，二是人民参加的

政治，不是统治者独裁的政治。实行宪政，有助于国

家政治的和平改良。他认为，国家政治的改变，有改

良和革命两条路径，他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和平改良，

不赞成革命，但又说，如果和平方法走不通，也没有理

由反对革命。他把宪政理想化，认为实行宪政是中国

长治久安的大计。同时，他认为，宪法是法治的根本。

没有宪法，普通法律没有根据，就没有法治，社会生活

仍然要受有力者的支配，仍是个人政治、军阀政治。

只有实行宪政，才能以法治代替人治。他很重视廉政

建设，认为造成官吏贪污的原因，一是任期无保障，多

随长官去留而去留，一旦为官，便大刮一次，为下台以

后打算;二是薪水低，请客送礼，入不敷出。禁绝贪

污，必须确立官吏任期和提高薪水。他认为，官吏制

度重在赏罚分明，应把健全舆论视为实现廉政的重要

一环，实现廉政最根本的是要实行民主政治。

王造时的治国思想是:要有健全的国家组织，必

须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必须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实现

独立统一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民主法

治的政府，提倡科学的文化，安内必先攘外等。
3． 王造时抗战时期的国家理论

从 1931 年“九·一八”起，王造时就积极投身于

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对挽

救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 1931 年 10 月就提出

了《救亡两大政策》;1931 年 11 月，参与发起成立“上

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1935 年 12 月参与发起

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36 年

1 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任常务

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6 年 3 月，主办《上海文化界

救国会会刊》;1936 年 5 月，主办《救亡情报》;1936 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简称“全救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

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 年 11 月 23 日在“七君

子事件”中被捕，直到 1937 年 7 月 31 日被释放;1937

年 6 月发表《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1938 ～ 1947

年被聘为第一、二、四届国民参政会会员，所提议案一

类是关于抗战的，另一类是关于民主的;1939 年 5 月

9 日至 1946 年春，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撰文

约 80 余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

王造时回国不久，即面临抗战，因而他在抗战时

期有关国家的理论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

来展开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他就提出了救亡

两大政策: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

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

政府。①

在救国会期间，王造时认为，抗日救国是救国会

的目的，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国力量集中起来，

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说:“今日之事，只有战!”②

“我们只有反抗! 只有立刻的反抗! 只有武力的反

抗! 只有全民族的反抗! 才有我们的生路!”③

王造时在历次国民参政会的发言和提案，可归纳

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抗战到

底，争取最后胜利;另一类是关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

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人民的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④

在《前方日报》期间，王造时主张:坚持抗战，反对

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有较清明的政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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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救亡两大政策》，《荒谬集》，第 20 页。
王造时:《为什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 年 3 月 28 日第一号第 1 版。
王造时:《认识敌人的目的———在我不在俄》，《救亡情报》1936 年 5 月 6 日创刊号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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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进步，反对倒退，特别是要求民主和宪政，反对国民

党的一党专政，反对法西斯独裁。

( 三)

国家的理论和实际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

家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提供有关国家

政治统治的形式、实质、作用和方法的实用知识，这些

实用知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统治所不可或缺的。现实

政治的需要是决定一种国家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

要变量，任何国家理论都深深地植根于现实国家之中，

现实国家中新的变化和新的需要将不断淘汰现存的种

种国家理论，并且推出新的国家理论。一成不变的、十
全十美的国家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种国家理

论的生命力都取决于它反映现实国家的正确程度，取

决于它是否随着现实国家的变化而发展。

研究王造时的国家理论，可看出他深受费边社会主

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主张渐进、改良，反

对暴力、革命;王造时曾说过:“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

我是反对革命的。”①这也是当时受其阶级地位影响的大

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而中国革

命的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走不通的，所以

王造时等中间派知识分子最终改变了立场，放弃了对国

民党的改良幻想，拥护中共的革命主张。

同时他强烈地要求民主宪政，呼吁团结抗日。这

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

贡献: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大量有

关民主宪政的理论，为在中国宣传民主思想和争取建

立民主宪政制度进行了持久不懈的英勇斗争，是一位

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从 1931 年“九·一

八”起，他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各种积极的

抗日主张，是中国救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

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Wang Zaoshi's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State
Liu Yali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Wang Zaoshi is a famous political theorist and activi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and one of the famous
“seven gentleme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tudying his political thought，especially hi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tate theory，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from 1920s to 1940s． The state theory in the early days of Wang's reign was relatively simple: advocating new
nationalism，admir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nd advocating the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of Fabian socialism in
Britain． In the early 1930s，after Wang Zaoshi finished his studies and returned to China，h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mature national thoughts，namely，thoughts on political parties，constitutionalism and governance，in the face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mbined with the political theories he had learned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ot long
after Wang Zaoshi returned to China，he face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refore，his
theories about countr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inly focused on the specific
propositions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national salvation． By studying Wang Zaoshi's theory of state，we can see that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Fabian socialism and its main representative，Laski who advocated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opposed violence and revolution，but he eventually switched sides and embraced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ideas．
Meanwhile，he strongly demanded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and called for unity against Japan． This is worth
advocating and praising，and is also his two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Wang Zaoshi; seven gentleman; sta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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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荒谬集》，第5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