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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珍贵、翔实、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真产地反映了传主这位近代中国大悲剧中的悲剧角色的政治
活动、思想发展、宫闱生活及其精神风貌；客观地评述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历史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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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黄瓦红墙、宫殿森严的偌大宫廷连日来已陷入一片死寂。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当落日余晖已于天际渐渐消退，凛冽的寒气早已充塞了
宫廷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弥留数日之后的同治帝终于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丝活力，死于养心殿东暖
阁，时年19岁。
    抢天呼地的哭号声震宫掖。
在一片忙乱之中，大臣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迅速被尽行遮盖。
顷刻间，养心殿内外一片玄素。
从亲贵到权臣，从太监到宫女，看上去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
然而，每个人的心中又似乎都在思忖着一件事；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        浓浓的夜幕笼罩着
紫禁城。
高大阴森的保和殿在星空的映衬下俨如一道山岭，寒冷的北风在它的鸱吻和重檐间嘶叫。
在这宫殿后身西北墙角下的一排低矮的小屋里却灯火通明，军机大臣们正按西太后的旨意在紧张而又
谨慎地忙碌着“国家大事”。
    潘祖荫和翁同龢等人再三斟酌：西太后的意思大致是，新君承续为咸丰帝之子，其皇位又是继同治
帝而来。
按此，在西暖阁会议结束约一个小时之后，一道“懿旨”和一道“遗诏”便匆匆拟定。
然后，诸臣赶往养心殿。
“亥正(晚十时——引者)请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应之”，与此同时，“戈什爱班奏迎嗣皇帝礼节大
略，‘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方与后殿成服’。
允之。
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迎”。
    在封建伦理道德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时代，父母对子女的婚有绝对的决定权。
说来，历代封建帝王，既然操有对所有臣民的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权力，对自己后、妃的选择似乎应
是为所欲为的。
但对光绪帝而言，事情却不那么简单。
西太后一言可以将其立为皇帝，并且在其卵翼下长大成人。
尽管作为母亲她并非是亲的，可光绪帝则必须视其为比亲生母亲还要亲。
囿有“孝道”，出于敬畏，他在其婚姻问题上亦将是难以自主的。
在西太后看来，她既然能左右光绪帝个人的一切，也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母子”情份和封建“孝道”
伦理，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光绪帝选定皇后。
这也正是她能名正言顺地公然宣称为光绪帝筹办婚事的原因所在。
而且这次为帝选立后、妃，已再也不会像为同治帝选后、妃那样有人掣肘；此次完全可以随己之意了
。
至于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否合于皇帝的意愿，她是绝对不会去考虑的。
    在受到重创并蒙辱缔约后，光绪帝力求奋起“自强”固然是可取的。
然而屈辱之“和”不仅未给中国带来任何松缓，反而日本统治者通过这场侵略战争给我国造成的深重
灾难，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日益加深。
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要立即兑现的割台与即将支付的巨额赔款，在清廷便成为光绪帝和所有关
心国家前途的廷臣最难下咽的两大苦果。
    光绪帝在推行变法新政之前，虽然已从西太后那里得到可“办事”的承诺。
但在实际上，到其主持变法维新之后，他依旧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不能完全自主的状态
中。
并且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光绪帝在清廷的坚定支持者相继均被西太后除掉：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
革职，继而翁伺龢又被逐出清宫，使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帝党基本瓦解。
另外，原在帝、后之间尚能起些缓冲作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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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4日)死去。
到这时，虽然又有如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但
他们都是职位较低的文职官员，起不到参与决策的作用。
再没有出现像翁同龢那样的人物了。
在清廷中枢，已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西太后亲信和顽固官僚。
因此，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中的处境更加孤立。
对于这种情况，光绪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召见康有为时，就流露出惟恐顽臣“掣肘”的苦
衷。
因而，接受了康有为提出的必须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议。
光绪帝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便接连降渝指出，要“切实图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
须举贤任能”。
此后，他又连续颁谕，指令上自京官下至督抚学政，都要迅速推举“通达时务”又“志趣向上者”随
时“引见”，以备录用，光绪帝力图通过选拔、任用有志变法维新的人来改变自己被孤立的处境。
又想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以广设学堂、派员出国游学的途径，再于全国造就一批基础力量。
然而，封建守旧势力根深蒂固，光绪帝要实现这一愿望谈何容易!所以在事实上，仍然造成以“旧人”
“委以新政”的局面。
    在清中央，那些手握实权的顽固派大臣，鉴于其统治地位的危机，对于栽植一些外国的皮毛技艺并
不是绝然反对的。
但是，他们都惟恐变法运动脱缰危及其所谓的“祖制”，因为这是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护身符。
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时，西太后即对她的心腹官僚奕劻，刚毅、荣禄等人交了底，并向他们
发出了暗示：对光绪帝变法的“要紧处”，要力行“阻之”。
随后，他们便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当变法刚刚起步时，在光绪帝的身边，便设下了层层围扼变
法维新的明碉暗堡。
    至于全国各地的督抚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只有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个别人还有些进取的志向，尚能
遵旨进行一些兴举。
    陈宝箴(1831—1900年)，字右铭，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人。
陈宝箴原以举人从湘军将领席宝田治军，后以“功”保知府。
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在甲午中日战后的光绪二十一年八月(1895年9月)，升任湖南巡抚。
值此，陈宝箴愤于国难日迫，遂意欲“创兴”。
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来，他就积极响应光绪帝的图强号召，率先在湖南联合倾向变法图强的学
政江标等，在当地“提倡振兴之法”。
陆续在湖南开办矿务、设置电报与轮船，并为“讲求实学”，支持维新之士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中外
兼习的时务学堂。
后又请梁启超前来讲学，宣传变法培养新式人才。
由于陈宝箴、江标等“皆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所以，他们不仅聚结了一些维新力量，还使湖南
走在全国各地维新之前。
    光绪帝颁诏定国是之后，陈宝箴仍继续在湖南“力行新政”，保荐人材。
锐意整顿”。
虽然他曾迫于守旧势力的“胁制”与“恫喝”在兴举中有过波折，但在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中其尚可
称为一个出众者。
至于多数地方官吏，皆是些“庞然自大”、“贪劣昏庸者”。
他们只图谋取“高爵厚禄”，“置国事于不问”，终日“如梦如醉，”花天酒地、养尊处优。
这些人，对于频频而下的新政诏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另外，有很多人还在地方制造事端，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甚至有些地方官吏居然“藉新政以扰
民”。
在其中，身为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就是一个透顶的守旧官僚。
谭钟麟，湖南茶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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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进士，历任御史、知府等，光绪元年(1875年)任陕西巡抚。
期间，因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器重，经左荐举“遂膺疆寄”。
后调任浙江巡抚，升为陕甘总督，继任侍郎、尚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调任两广总督。
此前，他在逢灾赈济等方面尚且有些作为，尤其在抚浙期间重建文澜阁并“延文儒校刊群籍”，从而
“治闻一时”。
但其思想极端守旧，为官“唯知奉行例案”。
而且后来他又受到西太后的赏识，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降“懿旨赏加太子少保衔”。
变法维新展开后，谭钟麟对光绪帝颁发的大量变法诏令不仅长时间毫无动作，且又“无一字复奏”，
一直“置若罔闻”，死心塌地地对“抗变法”。
因此，他的顽固态度，直接干扰了东南门户的维新进程。
另外，就是以“新人物”著称的详务派官僚、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新政进行的紧要时刻，他抛出了《
劝学篇》打出维护“圣道”的旗号，以纠偏、辟“邪说”的面目，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大肆抨击
，极欲把变法维新运动引向更加温和的轨道。
与张之洞相通的另一个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变法进行中与张之洞、谭钟麟相呼应，也在
暗中抱定，凡是光绪帝“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对变法维新采取了观望，放任
的态度。
当时已失去实力地盘的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其内心并非毫无改革之意，但由于他已声名败坏，只是
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寄于清廷总理衙门。
这个洋务派大官僚，为了收买人心和给自己打圆场，有时在暗地里向康有为传递点小话，搞点小动作
，但其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依然如故。
总之，在来势迅猛的这场大变革面前，洋务派官僚以一种“新人物”的面孔，怀着复杂的心态游动于
新、旧势力之间。
但在政治上，他们却与封建顽固派始终保持着联盟关系，体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中成长起
来的这个新势力的特有性格。
正因为这些人具有半“土”(在当时这是其基本方面)半“洋”的特点，所以他们在朝野便具有一种特
殊的影响力。
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他们不仅都是现实中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而且又共同控制着富饶的长江流域
，因此，其态度与动向，势必影响着变法维新运动。
    在当时，像张之洞这样的疆臣大吏可算为“有闻于时”的“佼佼”者，尚且对变法维新投以保留、
轻蔑、抵触甚至仇视的目光。
从全国上下手操大小实权的官僚心理状态来说，梁启超把它分为3种类型：“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
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
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
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
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
出死力以争之。
”从而他指出，“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
”可见，通过这些人来推行变法新政，如同与虎谋皮。
至于来自社会上的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更是触目惊心。
因此，当光绪帝按照维新派的指向推行变法新政时，从一起步就遇到了采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被笼
罩在深沉的阴影之中。
而且随着变法改革的深入，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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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说到我们对光绪帝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忘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赵矢元教授，是他较早地
给予了鼓励与关怀。
此传的告成，离不开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具体指导，责任编辑张润生同志又对书稿的
关要处做了精心润色。
在撰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郭毅生教授热情赐示；黑龙江大学历史系谢景芳副教授代为草拟
了l至3章初稿；东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关捷教授，主动提供一些珍贵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董少辉
，参与了4、5章的拟稿工作。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邱元猷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编审、新华文摘社张跃铭副编审、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士堂副编审和历史研究所冯佐哲副研究员；以及哈师大副校长修朋月、校
图书馆馆长夏玉德与副馆长赵克、北方论丛编辑部主编陈世激等，均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关注与协助
。
同时，本书亦吸取了近年来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多数已在书中注明)。
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
并向学界友好深深致敬!                                                    作者1995年7月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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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客观而又真实地刻画了光绪帝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晚清帝王，讲述了其政治
活动、精神风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内心上进救国却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君主，对于读者进一步获得
对晚清衰落的认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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