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丁 未 政 潮

郭 卫 东

丁未 (1 7 0 9年 ) 政潮
, 是清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

大爆发
, 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枢机

。

但由于事件涉及到政坛

最 高居面的诸多人物
,
政争又在数地交错同时展开

,

使得政潮内

幕 当时就枝权横生
,
帷嶂重重

, 至于后来者的若干记述
,
则多有

以讹传讹之处
。

在此
, 笔者试作论列

,
祈求指教

。

清末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化
,
最重妥的莫过于袁世凯

北洋集团的崛起
。

该集团从 1 8 9 5年发韧
, 十年之间

,
从一单纯的

军事集 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无不囊括
,
有清

一朝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 团
。

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
。

对北洋势力的坐

大
,

最高统治者当然不会漠视
。

于是
,

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
,

统治集团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种与北洋相抗衡的力量组合
。

这

三种组合
,
分野并不严格

,
各 自内部也矛盾重重

,
仅是一种物以

类聚声气相求的松散结纳
。

他们与北洋均有矛盾
,
但深浅有别

,

各 自都从自身的利益着眼
, 反北洋的出发点大有不 同

。

三种组合

之问步调也
`

不统一
,
间或甚至相互火并

。

其一
, “ 亲贵 ” 势力

。

由满洲皇亲贵族组成
, 以 醇 亲 王 载

汁
、

镇国公载泽
、

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
、

肃亲王善着
、

宗室



良弼等为首
。

他们 主要从满洲贵族强 烈的民族偏见和爱新觉罗皇

族的狭隘心理 出发
,
与北洋相抗

。

他们地位特殊
,
声势显赫

,
但

由于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
,

因此准孚众望
,

社会基础狭窄
;
再

加上成员多为年青子裔
,
气盛心浮

,

手段
、

历练
、

经验均不足
。

在 内争中
,
每每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

。

其二
, “

老臣
”

势力
。

内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鼎
、

湖广总督张之洞
、

军机大臣鹿传霖等
。

他们对袁世凯等北洋
“
新

进 ”
处于一种嫉羡鄙夷掺半

、

仇视敷衍混杂的心状
, 因久混迹于

官场
,
圆滑剔透

,
多属

“
中朝大官老于事

” 之流
,
缺乏与对手公

开接仗的勇气
,
主要在幕后搞些手脚

。

其三
, “
清廉

”
势力

。

为首者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机
,

其人
“
持躬清刻

, 以儒臣骤登政地
,
锐于任 事

” ① ,
是 袁 世 凯

的后台老板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吻的主要敌手
。

再一个是两广

总督岑春煊
,
他因庚子勤王而受两宫宠信

, 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

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垒的人物
,
时有

“
南岑北袁 ” 的誉称

。

此

外
,
部分地方官员如广西巡抚林绍年

、

)卜东学政于式枚
、

湖北按

察使梁鼎芬等也参与其间
。

清廉势力因居官廉洁
,
颇得人心

,
加

上都察院御史们的支持
,
成为抗衡北洋的主力

。

庚子以降
,

北洋
、

清廉两大派别便互相攻汗
,

渐成水火
。

其中影

响较大的有
:

奕动
、

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 ( 1 9 4Q

年 )
; 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助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 ( 19 0 4年 )

,

岑

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暇贪污并贿赂奕欧案 ( 1 9 04 年 )
多 御史张

元奇弹勒奕动次子载搜挟妓宴饮于市案 ( 1 9 0 5年 ) , 瞿鸿机借印

花税攻击袁世凯案 ( 1 9 0 5年 )
。

1 9 0 6年 9月旧
,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

自此开了一元化的专制政

体 向二元化取向的君主立宪的滥筋
。

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

分配的因素
,

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

① 《 清史稿
》 ,

卷四 百三十七
.



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 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
。

北洋派与清廉派都

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
,
博取物望

,
排 斥对手

。

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
,
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

。

仿行宪政诏

书刚一颁发
,
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

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
,
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 预

备立宪公会
, 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青出任会长

,
岑氏为不言自

明的后台老板①
。

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 上
,
清廉派明显占了先

着
。

袁世 凯也不甘示弱
,
亲 自出马

,
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

送秋波
, 屡屡宣称

“
官可不做

,
宪法不能不立

” ② 。

企图收揽民

心
,

挖清廉派的墙角
。

1 9 0 6年 9月 6 日
,

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
, 以此作为筹备宪政

的起步
。

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切身利益
,
有关各派均紧

急动员起来
。

其中
,
北洋集团野心最大

,
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

中枢
,
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

,

并密定让奕助当未来的

内阁总理大臣
、

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
。

清廉派表面悄然
, 实际私

下活动相当频繁
。

其时
,
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都参议官制改

革
,
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

,
向瞿鸿机递交了岑处的

密 电号码本
,

瞿
、

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⑧
。

1 1月 6 日 ,
清

廷公布中央官制
,

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机说动慈禧全盘推

翻 , 军机处保留未动
,
吏部尚书鹿传霖

、

陆军部尚书铁良
、

民政

部尚书徐世 昌
、

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 , 原军机仅留奕动
、

瞿鸿

机 , 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
、

广西巡抚林绍年 ( 由瞿鸿机推荐 )
。

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
,
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

中央官制改革
, 北洋派为清廉派所扼

。

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

①

②

参见 《 郑孝资 日记 》 . 丙午年七月二 十二 日
,

十月十 日
.

《 辛亥革前命后— 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 7 9年

页 2 6一 2 7
。

刘体仁
: 《 异辞录 , ,

卷 4 ,

页 7
.



上
,
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
1 9 0 6年 9月 1

旧
,
在奕

、

袁等

人的策划下
,
清廷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

, 云贵总督丁

振铎改督闽浙
,
闽浙总督周馥接岑

,
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

馥之手
,
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

。
1 01 1 19 日 , 奕动长子农工

商部 尚书载振
、

军机大臣徐世 昌赴东三省查看
, 透露 出北洋 己把

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 目标
。

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
, 不去滇省就职

, 去: 几列信息交通灵

便的上海
。 “
始而诈病

,

继请出洋
,

终则要索清廷
,

让借洋款
” ① ,

意在坐观形势
,
伺机而动

。

清廷无奈
, 1 9 0 7年 3月 3 日 , 改调岑为

四川总督
,
岑依然安坐不动

。

3月 3。日,
邮传部 尚书张 百熙病故

, 遗一肥缺
, 为各派 尤 其

是北洋所垂涎
。

4月 20 日 ,
东三省官制发表

,
总督为徐世 昌

,
奉

天巡抚为唐绍仪
,
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

,

署黑龙江巡 抚 为 段 芝

贵
。

四人全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

北洋揽权
,
肆无忌惮

,

任命一

宣布
,
引起朝野强烈反响

。

合力反击北洋的时机趋于成熟
。

在瞿

鸿机的暗中援引下
,
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

,
乘船到武汉

,
旋具

折请求
“
顺道

”
觑见

,
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助等人驳 回

,
所 以不等

回电 ,
便坐京汉车兼程北上

, 途中瞿鸿机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

赶到保定车站迎候
,
并陪同进京②

。
5月 ]日夜

,

岑到达北京
夕 次

日凌晨
, 叩响宫门

, 丁未政潮揭幕
。

丁未政潮
, 历时不过三月有余

,
但政地沧桑

,
倏忽转换

, 北

洋清廉两大集团都动员最大力量作殊死搏斗
,
使得朝事变化

,

一

波三折
,
多有出人意料的变局

。

依据双方力量的消长
,

政潮大致

可分作三个阶段
。

1 9 0 7年 5月 1 日—
5月 8 日为第一阶段

。

其间
,

清 廉 派 组 织

① 《 自立 报 》 , 19 0 7年 3月 8日
.

② 刘体仁
: 《 异辞录 》 ,

卷 4 ,

页8
.



了两条战线的玫势
。

一条从内
,
由岑春煊进行

,
通过岑向两宫的

“
面奏

” 以动
“ 圣听 ” , 一条从外

, 以御史赵炳麟
、

江春霖
、

赵

启霖的
“ 三霖公司 ” 为首 , 运动言官上折言事

,
并发动报刊典论

助阵
。

5月 2
、

3
、

4
、

5 日 ,
岑春煊被连续召见四次

。

奏称愿为两宫作

一看家恶犬
, 慈禧大受感动

, 3日
,

授其为邮传部尚书
。

岑就任邮

传部尚书的当 日
,
便 口头参幼左侍郎朱宝奎 , 朱被 革 职

。

接 着

又直接攻击奕助搞假立宪
,
贪默成性

,
引用非人

。

岑氏所为
,
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气氛搅得沸沸扬扬

。

孙宝迫在

日记中记述 了当时的情形
: “ 犹赖岑帅之突至

,

以霹雳手段为政

府 当头棒喝
, 岂不使人可爱

,

岂不使人可敬 ? 岑尚书乃一活炸弹

也 , 无端天外飞来
,

遂使政界为之变动
,
百僚为之荡恐

, 过吴褪

吓中所藏者远矣 ! ” ① 比喻虽属不类
, 影响却可 自见

。

另一战线的进行也有声有色
。

为配合春煊
, “ 三霖公司

” 也

急不可待地想有所动作
, 这时恰好有一大题 目可作—

“
杨翠喜

案
” 。

5月 7 日 , 赵启霖便上折指控段芝 贵 以 1 2 0。。金 于 天 津 买

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
,

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吻的

寿礼
, 因此而由一个道员跃升巡抚

。

慈禧见后勃然大怒
, 当即下

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
,
命醇王载洋与大学士孙家鼎确查

此案
。

是时
, 清廉派处于攻局

,
北洋派处于守局

,
有冰 山 将 倒 之

势 , 慈禧甚至酝酿 了开缺奕助的计划
; 京津道上又纷纷传言

,
将

以春煊代世 凯为直督O
。

连袁世凯也悻悻然表示
, “ 久有去志

,

甚愿大谋 ( 岑春煊 ) 或武进 ( 盛宣怀 ) 来代
” ③

。

由此看来
,

以岑

代袁绝非只是道听途说
。

5 月 9 日

—
26 日为第二阶段

,

双方相持 ,
处于 胶 着 状 态

。 ·

① 孙宝造
: 《 忘山庐 日记 》 下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 8 3年
,

② 见瞿宣颖为 《 汪壤卿传记
》 所作跋

.

③ 《 袁世凯致端方密札 》 ,

转见刘厚生
: 《 张窖传记 》 ,

页 1 0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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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翠喜案 ” 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
也成为北洋势力与清廉势力

斗争的焦点
。

案发后
,
载振急忙密潜天津

,
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

计
,
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

。

同时
, 又施 展 换 人 术

,

让他人冒领杨翠喜
。

并操纵天津等地的 《 大 公 报 》 和 《 顺 天 时

报 》 ,

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
“
杨翠喜案

”
的文章

。

等到载伴
、

孙家熬派员到天津查访时
, 一切都已安排停当

。

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
,
并立有

“
字据

”
为证 ,

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
,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 芝 贵 去 送

礼
。

一桩言之凿凿的
“ 公案

”
居然查无实据

。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淬少不更事
,

查究之责主要取 决 于 孙 家

鼎
。

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
, 虽不满于北洋

,
但对清廉派也不

感兴趣
,

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
。

刘体仁的 《 异辞

录 》 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
:

孙深知
“
博舆论之欢欣鼓舞

固自易易
” ,

但顾虑到
:

( 一 ) 奕助是亲王
, 即使 开 缺

,
如 仍

留京
, 遇年节吉 日

,
仍蒙召见

,
很有可能

“
卷土重来

” 。

( 二 )

即便能打倒奕助
,
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

, 如打不倒
,
被反噬

一 口 ,
更不合算

。

( 三 )
“
吾一言一动影响 皇 上 甚拒

” ,
孙 原

为帝党重臣
,
戊戌时曾受牵连

,
庚子后方得化 解

, 一 虑 及 此
,

“
战战兢兢之不暇

,
岂敢稍涉琉忽

” 。

在这种心境支配下
, 5月

16 日,
载洋

、

孙家鼎 以赵启霖所奏之事
“ 毫无根据

”
覆奏

, 慈禧

随即以 “
任意诬蔑

” 罪将赵启霖革职①
。

如此 一 来
: “

杨 翠 喜

案
”
隐彰不明

。

但奕助父子究竞作贼心虚
, 只得 舍 车 保帅

, 17

日,
载振上辞职 书

,
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 马上得

到批准
。

言官本有
“
风闻言事

”
的特权

,
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幼权贵而

落职
。

一时舆论哗然
,
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

。

由瞿鸿机的门

生汪康年主办的 《 京报 》 特刊布消息
: “

言官大会于篙山草堂
,

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
。 ” 5月 19 日 , 御史赵炳麟上疏称

,

言官

① 一 无绪朝东华录 》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乙丑



不宜获罪
,

言路不宜 阻遏
,
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①

。

御史挥毓鼎 也

拟 “ 言官不宜反坐
” 一

折反对将赵革职②
。

5月 23 日
一

, 江春霖再次
一

t 奏
,

详细分析了载津
、

孙家鼎覆奏中的种种疑窦
, 要求朝廷将

该案推倒重查
。

但这些攻击 已是强弩之末
, 奕助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

。

在政

潮翻动中
,
奕勤等得 以脱出逆境

,
除孙家浦

、

徐世昌
、

诚勋等人

说项开脱外
, 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

。

一个是大学士 军 机大 臣 世

续
, 他与奕

、

袁的关系本来密切
, 又担心瞿

、

岑见用
, “

徒苦老

庆 ( 奕哟 )
, 于满人无利

” ,

所 以
,

在
“
杨翠喜案

”
发后的一天

独对时
,

话中有话地点破奕助与春煊
“
素有嫌怨

” ,
使

“
慈意稍

为之解
” 。

另一个是奕动之女四格格
,

她是慈禧的宠物
, “ 朝夕为

其父兄泣陈冤屈
” ③

。

当然 , 更重要的是
,
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

过清廉派
,

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
。

5月 27 日

—
8月 2 1 日为第三阶段

。

北洋派瓦解了清廉派的攻

势后
, 开始组织反击

。

( 一 ) 排岑
。

岑春煊到京初始
,

慈禧准其随 时 入 见
,
岑 亦

不推辞
,
屡屡求见或上奏疏

,

放言无忌
,
使朝野频生波澜

,

慈禧

因而渐有
“
倦勤之意

” ④
。

奕
、

袁趁机施展谋略
, 让两广总督周

馥
、

闽浙总督松寿接踵 电奏饶平
、

黄 冈
、

钦廉等地三点会
“
合力

掳抢
” ,

难 以平靖⑤
。

5月 27 日
,

奕勤向慈禧
“
独对

” ,

极力夸大

两广军情
,

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
,
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

,
得

到慈禧同意
。

岑瞿不知 内容
,

无法采取对策⑥
。

旋即
,
岑春煊出任

粤督的上谕明发
,
任邮传部尚书仅只 25 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

。

赵 炳麟
, 《 谏院奏事录 》 ,

卷 3 ,

页 4一 6 .

浑统鼎
: 《 澄斋 日记 》 (稿本 )

,

二十二册
,

附录
.

刘体仁
, 《 异 辞录 , ,

卷书
,

页 9
。

岑春煊
: 《 乐斋搜笔 》 , 《 中和月刊 》 第 4卷第 5期

。

《 清德宗景皇 帝实录 ,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丙子等条
。

徐 一士
: 《 渭光绪丁未政溯 之里要史料

, ,

见 《 国闻周 报 》 第 14 卷
,

第 5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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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又惊又气
,
大嚷

: “
朝廷用人如此 ! 既有今 日 ,

则当时何必移

我滇与蜀? ” ① 随即上折
,
托病不愿赴任

。

29 日 ,
清 廷 再 谕 其

赴任
。

岑想面见两宫挽回
,
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

,
岑知京

城 已不容他存身
, 又不愿忍气赴粤

, 只有再施故伎
, 以养病为名

重蹈沪滨
。

( 二 ) 倒瞿
。

清廉派两员主帅 去 其 一 ,
实 力 大 减

,
北 洋

派再接再厉
, 又把矛头对准瞿鸿机

。
5月 23 日 ,

在政 潮 中 曾一

度倾向于清廉派的御史浑毓鼎
,
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

商
,
其间受袁拉拢

,
并接受贿赂 1 8。。 o金

,

甘当替名枪手②
。

6月

16 日 , 浑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幼瞿鸿讥的奏

疏
, 次 日 , 瞿被开缺

。

挥氏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男状
:

一暗 通报

馆
,
二授意言官

, 三阴结外援
, 四分布党羽

。

赫赫军机
,

不经查

证
,
便速于罢斥

,

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
。

清 廉 派 的 另 一 重 要

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
, 公 开 抗 辩

, “
如 此 何 足 以 服

人 ? ” ,

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
,

慈禧推诱不过
,

只好让孙家鼎
、

铁

良调查此事
,
但又声明

, “
林某要查

, 我不知如 何 查 法 ? ”
孙

家鼎请发原弹疏
,
慈禧竟然 回答

: “ 汝查而己 ,
何必原折 ? ” ⑧

孙
、

铁 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
夕 瞿案不了了之

。

( 三 ) 陷岑
。

清廉派失势
,
但岑春煊尚挂有粤 督 之 职

,
况

且
,
此公颇不甘寂莫

,
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

,
遍议朝政

。

为彻底消弧后患
, 北洋对岑再次落井下石

。
6月 1日 ,

北洋一党羽

侦知岑将赴上海
,
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 密 电

: “ 西 林 ( 岑 春

煊 ) 假满即出京
,
无他意

,
亦不容其旁规

” ④
。

7月 8日
,

御史陈

庆桂参奏岑
“
屡调不赴

,
骄赛不法

,
为二百余年来罕见

” 。

附片

中列举岑
“
贪

、

暴
、

骄
、

欺
” 四大罪 , 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

,

① 孙宝珍
: 《 忘山庐 日 记 》 下

,
,

页 10 2 9
。

② 参见刘厚生
: 《 张 春传记 》 页 15 1等

.

③ 《 辛 亥革命前后—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之一

》 ,

页 5 9
.

④ 《 故宫藏档
, ,

转 引自 《 国闻周报 》 第 14 卷第 6期
。



说岑
、

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①
。

折中还提到岑与
“
逆党

”
康

有为
、

梁启超
、

麦孟华等有关系
,
并且多次

“
礼招

”
麦孟华

“
赞

幕府
” ②

。

但折上后
,
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

密查 ( 盛宣怀时在上海 )
,

而把弹劫岑的内容留中⑧
。

北洋见不能

根本撼动慈禧对岑的信任
,

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着
。

有关这一
“
杀

着
”
的具体详情

,

时人后人都有相当多的记述
,
但众说纷纭

,
莫

衷一是
。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策划了所谓
“ 伪造相片事件

” , 即江

督端方 通过袁 氏党徒蔡乃煌伪造了岑与康
、

梁
、

麦孟 华 等 人 在
《
时报 》 馆前的合影

,
交给奕

、

袁
,
由奕动在独对时面呈慈禧

,

慈禧看后又惊 又恐
, 当即罢免岑的职务

。

笔者近来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查阅了挥毓鼎的亲笔 日记 《 澄斋日记 》 ,
内中涉及了一些鲜

为人知的秘情
,

这些材料的披露可能会对我们了解甚或解决丁未

政潮中一些长期扑离迷溯的间题提供一把钥匙
。

为保持材料的原貌
,

兹把稿本中丁未年七月初一
、

初二
、

初

四三天的 日记抄录如次
:

“ 七月初一 ( 8月 9 ) 日
,
九点钟到馆

,
未初归寓

, 闭户 自缮

封奏
,
幼粤督岑春煊不奉朝 旨

,
逗留上海

, 勾结 康 有 为
、

梁 启

超
、

麦孟华
,

留之寓中
,
密谋掀翻朝局

,
情迹可疑

, … …康梁 自日

本来 , 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
,
使其内离祖国

, 为

渔翁取鹉蚌之计
, 近又迫韩皇内禅

,
攘其主权

,
狡狠实甚

,
余俱

岑借日本 以倾朝局
,
则 中国危亡

。

不得不据实告变
,
冀朝廷密为

之备也
。

蔡伯浩
、

顾口口来
, 久谈

。

夜雷雨
。 ”

“

初二 ( 1 。 ) 日
,

呈递奏折
, 六点钟 自家起

, 七点二刻至宫门

外
,

… … 九点钟事下
。

乃行到家略眠
。

… …傍晚探听知折留
,

上未发

①

②

《 辛亥革命前后— 盛宣 怀档案资 料选辑 之一 , ,

页 6 6
.

上海文物保管会编
: 《 戊戊变 法前后— 康 有为 遗稿 》 ,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 9 8 6年
,

页 6 4 2 .

《 光绪 朝东华录 》 ,

光绪 三 十三年五月戊午
.



枢臣阅
;
但谕令发密 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

,

面询要事
。 ”

“
初四 ( 1 2 ) 日

,

奉上谕
:

两广总督岑春煊著 开 缺 养病
,

… … 两月中
,
毓鼎所上两疏

,
皆立见施行

, 又 皆重大之举
, 圣明

过听
夕 益当勉自收敛

, 以避嫌忌之来
” ①

。

这三天的日记同以往的记述颇为不一
,
给我们透露 了若干重

要信息
。

首先
,
弹章的作用

。
8月 1 2 日

,

清廷谕令开缺岑春煊
。

岑 氏落

职
,
主要不是由于奕动的独对② , 也不是由于端方的纠弹③ ; 更

不是由于陈少白的谋倾和张 之洞的参劫④
。

而是由于浑毓鼎的弹

章所致
。

挥毓鼎是丁未政潮中北洋派最重要的枪手
,

清廉 派 的

两员主帅瞿鸿机
、

岑春煊都是 由他一人勒罢
。

位犯注意的是
, 日

记 中记述奏疏拟写时
,
用的是

“
自缮

”
二 字

, “
络

”
者

,
抄 写

也
,

是否这份封奏也同弹勃瞿鸿机的那份一样
,

由北洋 党 徒 先 拟

好
,
再交给挥缮写上奏

,
此点待考

。

从 日记的字意看
,
有可能

。

其次
,
弹章的内容

。

悍仍从岑与康梁勾结落笔
。

为什么 7月 8

日陈庆桂折从岑与康梁勾结立论未能起到效用
,
而挥折却打动了

慈禧? 阅读日记可 以得知
,
挥折具有

“
新意

” ,
其高 明 之 处 在

于
,

大力强调了康梁的国际背景
,

大肆铺排了康梁与日本的关系
。

挥弹幼岑主要是两点
:
内结康梁

,
外

“
借 日本以倾朝局

” 。

笔者

认为
, 后一点才是导致慈禧对岑专宠彻底动摇的主因

,
而恰恰是

这一点
,
却为 以往儿乎所有的有关著述均未道及

。

甲午以降
, 日

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国
, 又惯于采用离间派系

,
多头支持

,
乘

隙楔入的手法
。

康梁长期留居 日本
,
同日本朝野均有接触

,
早为

慈禧所知晓
,
而岑又竟敢勾结康梁

。

浑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

的点拨
,
大大提醒了慈禧

。

更令人惊心的是
, 7月 20 日刚发 生 了

① 浑筑鼎
: 《 澄斋 日记 》 ( 稿本 )

,

第二十二册
。

② 持此说的有胡思敬的 《 国闻备乘
》 等

,

参见该书 《 袁 世凯谋倾岑云阶 》 条
.

③ 持此说 的有 沃丘仲子的
《 慈稿传信录

》 等
,

见 82 页
。

④ 持此说的有刘 禺生 的 《 世载堂 杂忆 》 、 《 洪宪纪事诗本事 薄注 》 等
.

见 后 书

页 2 0 9一 2 0 3
。



日本迫使朝鲜国王
“
内禅

” 退位的事件
,
这又触及 了慈禧长期以

来所最担心的外国势力强迫其归政光绪的痛点
。

凡此种种
,
都不

能不使慈禧感到惊恐不安
。

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
, 列强的支

持与否是生死故关的事
。

慈禧最害怕也是最忌恨的
,
是臣子们擅

自 “
阴结外援

” ,
瞿鸿机因此而下台

,
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

。

再次
,
弹章炮制当晚来到浑寓所之人

。

对此
, 日记中赫然记

录
,
有两人来访

, 一个是顾某某
, 即挥的外甥女婿

,
具体背景不

详
。

另一人为蔡伯浩
, 也就是蔡乃煌

。

一般认为
,
蔡乃煌即是伪

造相片的经手人
,
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

,
他又恰恰来到这样一

个是非之处
,
时间空间如此巧合

,
行踪令人可惊可疑

,

不能不与

浑氏弹章有关
。

查挥毓鼎此前的活动记录
,
看不出挥

、

蔡有何深

交
。

蔡于雷雨天夜访挥毓鼎
,
并作

“ 长谈
” ,

肯定负有某种特殊

使命
。

蔡在维新运动中曾同康梁有过接触
, 比较知底 , 与奕助

、

袁世凯关系密切
,
不难推断

,
蔡是参与陷岑阴谋的重要人物

。

复次
, 慈禧的态度

。

弹章呈递后
,
慈禧一方面留中不发

,
另

一方面
,
密 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火速来京面询要事①

。

显然
,
这

份奏折对慈禧的震动不小
,
但似乎又吃不太准

。

在京重臣
,
大多

是带有或者北洋派或者清廉派倾向的人
,
她急切想找一个超然于

这两派之外的第三者来商议
,
张之洞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

。

但张

正在患病
, 不能从速赶到

。

慈禧等待不及
,
两天后

,
岑春煊终被

开缺
。

开缺的谕旨只是提 “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
” ② ,

没有象

通常的免职谕令那样叙其根由
。

而且
,
该弹章在清宫档案中既查

不到原折
, 又无录副

,
连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也不见登记⑧

。

致

使长期以来人们对浑氏弹岑之举隐彰不明
,
连岑春煊这个当事人

也不知其中原委
,
难怪会出现各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了

。

至于慈禧

为什么对这份弹章如此郑重保密
, 可能是考虑到正式宣布出去

,

《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 ,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庚寅
。

《 光绪朝东华 录 》 ,

光 绪三十三年七月癸巳
。

孔祥吉
: 《 浑彼鼎与晚清政局 》 , 《 北方论丛 》 19 8 6年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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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不利
。

( 四 )去林
。

军机大臣林绍年为人
“ 劲直

” ① ,
是清廉派的

又一干将
, 5月 28 日 ,

岑春煊被摒出京门时
,
奕

、

袁就想把 他 连

带逐出军机
,
授林度支部右侍郎职

,
瞿鸿讥闻讯后急忙补救

,
说

服慈禧令林不必到部
,
仍值军机

。
7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身 死

,

奕助又想让林接任皖抚
,
被世续劝阻

。
8月 12 日 ,

岑春煊 罢 官
,

林完全失却奥援
,
加上此前林因反对开缺瞿鸿机触怒慈禧

,

同 日

也被赶出军机就任豫抚
。

自此
,
清廉势力全面败北

。

政潮翻动
,
波橘云诡

,

溢出常态
。

慈禧原想藉助清廉派来裁抑

北洋派
,
结果反中北洋之计

,
搞了个颠倒

。

表面看来
,
北洋派是

丁未政潮的胜利者
,
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
清廉派失势

,
北洋

派亦未得势
,

结局是两败俱伤
。

政潮后
, 慈禧对北洋的疑虑非但没

有打消
, 反而加深

,
她开始扶植别的亲贵和老臣势力 来 与 北 洋

对抗
。

开缺瞿鸿机时
,

慈禧本 想把奕助也一并开去
, 6月 1 8

、
19 日两

天 , 慈禧召孙家鼎
、

世续
、

鹿传霖等人密议奕助的进退问题
, 孙

等提出
,
骤去奕助

“ 无人接手
,

于事无益
” ②

。

19 日 , 慈禧命醇

亲王载洋入军机处学习行走
,

意图扶植载滓来抗衡 以至取代奕助
。

见此情势
,
奕动只好 以退为进

,
提出辞职

, 进行试探要挟
。

慈禧

考虑到载洋初入军机
,
年青缺乏经验

, 一下子还不能把军机处的

全盘工作拿起
,
瞿鸿机 已去

,
如奕助再遵行引退

,
中枢机构很可

能出现混乱乃至瘫痪的局面
,
当即降旨加以慰留

, 这实在是慈禧

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

除载沫外
, 慈禧还重用世续

、

载泽
、

善着等

亲贵
。

1 9 0 7年 6月
,

肃亲王善省
、

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 和

① 《 清史稿 》 ,

卷 4 3 8 。

② 《 辛 亥革命前后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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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部 尚书
。

一般史书将晚清重用亲贵掌国的局面形 成 归 诸 载

洋
, 不太公平

。

其实
, 丁未后期

,
慈禧业 已开始实行这一转变

。

瞿鸿机罢职后
, 军机处更形空缺

,
北洋想乘机把 杨 士 琦 塞

进 ,
奕助为此特向慈禧推荐

。

而 慈禧想援引孙家鼎入枢
,
孙却自

感
“
老病不胜重任

” 。

不过
,
孙直言不讳地告诉慈禧

, “ 士琦小

有才
,
性实巧诈

,
与臣同乡

, 臣知之最捻
。

盖古所谓饥则依人
,

饱则远肠者也
” ①

。

反对用杨
,

推荐了老臣势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

鹿传霖
。

鹿传霖由此再入枢廷
。

不仅如此
,
慈禧还实行扬张抑袁

并分袁势的策略
, 6月 21 日梦授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 , 7月 23 日 ,

又授为体仁阁大学 士
, 9月 4 日 ,

同时任命张之洞
、

袁世凯为军机

大臣
。

军机处形成新的组合
,
北洋一翼

,
有奕助

、

袁世凯两人
,

反北洋一翼
,
有载津

、

张之洞
、

鹿传霖三人
, 世续为骑墙派

。

北

洋派在权力中枢机构 内并不占有优势
。

综观
`

f 未政潮
,
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

首先是海 内外的立宪党人均较深地卷入了政潮
。

当政潮酝酿

初始
, 立宪党人就参与了策划发动

。

从 19 06 年 9月下旬到 1 9 07 年 4

月
,
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

, 与张誊
、

郑孝青
、

汤寿潜等立宪派的

头面人物多有接触② 。

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最是密切
,

岑任川督后
,
曾特聘麦一同入川

,
岑打算舟次武汉转道入京的秘

密计划
,

麦也深知
,
并拟借岑的影响入京活动

,
岑亦表示愿

“ 出

力相助
” ③

。

但因为事机不密
,

消息走漏
,

麦的随行计划被迫放弃
。

政潮中
, 立完党人倾 向于清廉派一翼

,
清廉派也把立宪党人

当作可 以利用的盟友
。

瞿鸿机曾多次向慈禧提议解除戊戌党禁
,

与汪康年过从甚密
, 汪是康梁 旧友

,
与江浙立宪党人的关系也很

胡思敬
: 《 国闻备乘 》 , 《 孙文正恶杨杏诚 》 条

.

《 裔翁 自订年谱 》 ,

光 绪三十二年丙午
.

《 梁任公先生知交 手札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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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 1 0 97年 6月初

,
岑春煊抵达北京后

,
多次向 两 宫 举 荐 郑 孝

管
、

张睿等人
。

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给北洋派造成了一些口

实
,
影响了清廉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

。

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
,

清廉派是 冒了风险
,
付出代价的

。

相比之下
,
遥居海外的康梁派似乎比国内的立宪党人更关注

政潮的发展
。

留在国内的徐佛苏
、

何天柱
、

麦孟华等人均及时详

细地把政潮的最新动向通报给康梁
。

翻阅康梁等人这时期的函电

往来
,

可 以惊奇地发现
,

他们对政潮内幕甚至一些非常隐秘的细节

都有所了解
。

如岑春煊由邮传哉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
,

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岑未来的行踪路线
,
并由此制定了同岑

会晤的计划
。

为协调行动
,
他告诉在上海的徐佛苏等人

, “
知西

林 ( 岑春煊 ) 南下欲往沪
,

要之于路有所陈说
,

一为全局
, 一为桑

梓
” , 还特别解释

,
岑

“ 为今 日重要人物
,
将来必须提携者

。

失

此时机
,
机会殊难

,
故不得不先彼

” ①
。

岑
、

梁会晤是丁未政潮

中的一件重要疑案
,
对此论者不乏

,

但往往语焉不 详或有失误
。

一

般论者对岑
、

梁是否见过面拿不太准
,
多数认为可能没有见

, 也

有的认为见了面
。

笔者作了核实
,
可以确认岑

,

梁未见过面
,
但

原因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岑春煊担心受到牵连避而不见
,
而

是另有因由
。

梁启超 6月 3 日由日本抵沪
, “

未多见人
” ,

专候与岑会

面
。

企奥韦赊显然已被江督端方等人侦知
, “

此间警吏受沪道

贿嘱
,
专相洞察

, 沪道又 日日造谣相倾
” 。

梁深感
“
此间稿非善

地
” ,
为了防止提供给

“

彼辈材料
” ,

他深居简出
, “

不接一客
” ,

并通

知准备来沪的蒋观云
“
暂勿枉驾

” ②
。

尽管如此
,
风声还是日紧

一 日
,
在沪与岑会面的条件已明显的不具备

,
启超无奈

,

只得于 6

月 15 日被迫离沪
,

快快返回 日本③ 。

而此时
,

岑春煊还未到上海
。

岑

最初不愿离开北京
,
有意拖延时 日

, 后来受到朝廷的一再催促
,

① 丁文江
,

赵丰田编
: 《 梁启超年增长 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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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方于 6月 1 3日出京
,

抵沪 日期是 6月 1 6日①
,

正好比梁启超离

沪晚了一天
。

岑
、

梁肯定没有谋面
,
其原因不在岑的

“
顾虑

” ,

而在梁的先行
。

岑到上海后
,
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

。

麦孟华还为岑制

定了缓就粤督
,
留沪静观

,
再有所图的方略

。

北洋绝对不能容忍

岑重施旧计
, 于是以此为炮弹

,
攻击岑用

“
麦某一人为之主谋

,

以应行严缉之人
, 而竟倚为心腹云云

” ②
。

岑被开缺后
,
麦孟华颇感惋惜

,

致书梁启超说
,

岑
“ 已陷于全

行失败之地位 ”
。

更令其不安的是
, 继任粤督的张人骏 “ 必无十

分振作
,
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

,
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

” ③ 。

清廉

势力的失败对康梁派的打击是沉重的
,
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

至对整个局 势作出了极其沮丧的估价
: “

张 ( 之洞 ) 袁 ( 世 凯 )

入军机
, 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

,
就现下情形而论

,
吾党万难于政

界中占一席
” , “

政界全不足恃也
” , 只有

“
侯数年后

, 以待其

变而 已
” ④ 。

丁未期间
,
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

, 一方面反映了海内外

立宪派想借官僚的权势走宪政捷径
,
想借官员发展势力

,
并推动

官员乃 至朝廷邃行立宪的愿望 , 另一方面
,
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

内部出现的异动
,
在朝的某些官僚也想和在野的立宪 派 拉 上 关

系
,

以便互相利用
,
并为尔后预留退路

。

朝野倾向立宪的人们有

了一种
“
合流

” 的趋势
,
随着形势的演进

,
这种趋势 日见强化

。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 它使晚清的立宪运动有

了某种官民合一的声势和特质
。

其次是丁未政潮打破了满汉平衡
,
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

了基本格局
。

① 岑春煊
: 《 乐 斋漫笔 》 。

② 《 梁启超年谱长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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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长期实行满汉平衡政策
,
但到 丁 未 前 后

, 慈 禧 开

始放弃这项政策
。

1 9 0 6年 1 1月的官制改革
,

丧面打着不分满汉的

旗号
,
实际在所设 11 部的 13 个大臣

、

尚书里
,

满人 占7席
, 汉 人

仅 5席
,
蒙古 1席

,
蒙古恒党于满

,
满汉平衡业已出现倾斜

。

丁未

政朝中
, 汉族重臣瞿鸿机

、

岑春煊罢官
,
林绍年出枢

夕
张之洞

、

袁世凯明升暗降
; 而满人特别是亲贵却

“
联翩而长部务

,

汉人之

势大细
” ①

。

史家咸谓
,
载洋上台后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作法是加速爱新

觉罗王朝从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笔者以为
,

载津所实行的

这项政策不过是慈禧晚年政策的继续罢了
。

慈禧晚年政策的这一

转变带来严重后果
,

它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

烈
。

晚清
, 汉人在清朝官吏队伍中占了绝大比重

,
他们的离心

,

从根底上动摇了王朝的基础
。

丁未前后
,

慈禧对朝事进行大幅度

调整
,
旨在为其身后做准备

,

这一调整为晚清朝局定下了基本构

架
。

陈寅悟先生尝言
: “ 至光绪迄清之亡

,
京官以瞿鸿机

、

张 之

洞等
,
外官以陶模

、

岑春煊等为清流
; 京官以庆亲王奕勤

、

袁世

凯
、

徐世 昌等
,
外官以周馥

、

杨士嚷等为浊流
” ② 。

此乃大而划

之
。

丁未政潮的实质
,
是清统治集团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

的斗争
。

但这两派之间仍有优劣高下之别
, 两相比较

,
清廉派廉

洁
,
北洋派污秽

,
判然可分

。

清朝自立国以来
, 一直有腐败和清

廉两种力量的相峙抗争
,
使得腐败力量不能为所欲为

。

但 以丁未

为终点
,
清朝权力阶层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构成派势

,

控制朝

政的各集团派别竞相腐败
, 无一堪言

。

晚清政局江河 日下
,

愈发

不可收拾
,
辛亥惊雷 已经隐约可闻了

。

( 责任编揖
:

侯宜杰 )

( 作者郭卫东
,

1 9 5 5年生
,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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