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变法难以维新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还只是少数人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而在中日甲午战争

惨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

为号召，于 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指维新

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

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

商业等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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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公车上书”

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联名上书光绪帝，他们

草拟了一份一万余言的条陈，进奏给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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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活动

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

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

1898 年 6月 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

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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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严重损害了满清保守派的既得利益，1898年 9月 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

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维新人士惨

遭杀害，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103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

败了。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中国，试图以封建政权为依托

进行改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谭嗣同 刘光第杨锐

康广仁杨深秀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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