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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
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
有什么意义。
    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
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
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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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
做过农工，兽医。
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
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
均遗憾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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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
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
。
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优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
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
好像也没有。
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
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
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
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
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
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
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
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
价。
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
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
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使清代政治呈
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冲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
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地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
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
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
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
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壮，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
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
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以实际上
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
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
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
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
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
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
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
”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
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
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绝没有人再敢在国
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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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
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
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
为后者抽空，成为名副其实的“闲衙”。
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
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
。
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巡抚与
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和一百八十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
。
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
百倍的养廉银。
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
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
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
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
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
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
之的栖息地。
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
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
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
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
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式。
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
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
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
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
和特权。
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
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
”“嘉定之屠”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
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
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
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
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
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
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
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
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
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
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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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
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但这种制度绝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
一种什么制度呢？
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
是户籍制度。
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
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
”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
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
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
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
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
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
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
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
度与传统。
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
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
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
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
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
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
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
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
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
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
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
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
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
，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
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
然机会要多得多。
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
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遇有重大事项，
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
虽说这种“议政”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
形式。
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
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
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
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
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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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
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
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
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
如果“具题”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
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
，“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
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
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
行乐图”。
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
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骁勇善战，
世所罕见。
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
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快。
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
七年（1650），当国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说：“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
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
”但是没有用，八旗将士仍旧“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毫无起色。
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时，八旗兵已大不济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充当主力，害得康熙老
着脸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
”满洲兵从主战沦为“助战”，据说仍然观望不前，“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
　　当八旗勋旧抱怨顺治帝汉化太快时，顺治也在指责八旗人等的“习汉书，入汉俗”，顺治以后的
一连串满清“圣主”“英主”及不圣不英之主无不以为八旗的腐化是由于汉化的缘故。
将板子都打在汉文化的屁股上，当然并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确大有人热衷于诗书经史、琴棋书画、
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汉俗而邯郸学步，甚至连姓名也汉化掉了，比如将钮祜禄氏改为郎姓，再取
上些漂亮的汉字意思的名字，什么甘露珠、嘉木灿之类。
至于沉溺于八股制艺，头顶高头讲章者，更是车载斗量。
因此而荒疏了骑射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只会张嘴说别人的满清皇帝，自己也挡不住汉文化的诱惑，汉化得比谁都厉害，康熙的经史功夫，雍
正的书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于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制的诗词就成千累万，巡幸四海，到处舞
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断碑残石，犹有遗文，自家拼命附庸风雅，偏要“奴才”们恪守旧俗，怎么可能
呢？
况且，旗人汉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旗人吸收了处于较高形态的汉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
了自身的文化层次，有些人的文学造诣，居然达到了令汉族士大夫也叹为观止的地步，曹雪芹还可以
说是汉军旗，自身有汉文化的基因，但是纳兰性德的词，太清的诗，足可独步一时，袁才子“近日满
洲风雅，远胜汉人”之语，怕也是由衷之言。
更何况，通过吸收汉文化，旗人也相应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权谋智术，为维持少数民
族统治奠定了人才之基。
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蒙古人始终要靠翻译，而满人官吏却可直接“牧民”，满清长达二百八
十余年的统治，不为无因。
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
惑是不可能的，即便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须以吸收和学习为前提。
　　客观地说，导致八旗腐化丧失战斗力乃至族群活力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满清皇帝自己，是他们
对旗人无限制迁就的豢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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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兵在未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代，随着战争进程胜众负寡，抢掠日多，俘获日众，于是渐渐将名下
的田地交予俘掠的奴隶耕种，自己则化为专事战争的“职业军人”。
入关以后，掠俘陡然增加，再加上清初旗人的圈地，从而使得旗人不事生产有了更丰厚的物质基础。
皇帝也就顺坡下驴，禁止和限制旗人从事生产或另谋他业，以优厚的饷粮豢养旗人。
八旗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工匠长每月饷银四两，工匠每月饷银三两，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
兵领催每月领饷二两，步兵每月领饷一两半，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炮手每月领饷二两，每年支米三
十六石。
七岁以上的旗丁都领全份，七岁以下的“养育兵”也领半份。
旗人的女孩一落生还要给脂粉银。
至于宗室就更是优待，无论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到了十八岁没有爵位的，一律赏给四品顶带，妻子儿
女也按品食俸。
如此优厚而稳定的粮饷，再加上清初车载斗量的掠获，大量的圈地，使得八旗将士的生活水平一下子
就翻升了几个台阶，即使是普通的兵丁也是如此。
生活水平一旦上去了，就很难下来。
他们不再屑于关外粗朴的衣食和风俗，他们讲穿、讲吃、讲玩、讲规矩，渐渐地旗人会吃会玩和礼数
多，就连汉族缙绅世家也瞠乎其后，稳定的粮饷和朝廷的恩顾使得他们花起钱没有多少顾忌，当职和
不当职的旗员，都没什么事可做，应尽的职守也尽量地玩忽；掠来的财货花光了，就卖地，圈来的地
也卖差不多了，还照样赌博、逛戏园子、斗鸡、斗鹌鹑、斗蟋蟀。
任凭生齿日增，任凭坐吃山空。
从清朝的所谓“盛世”起，八旗生计问题就叫得满天响，其实，比起汉人的贫民来，八旗生计是个不
是问题的问题。
八旗贫丁有的也确有饥寒之虞，但主要是他们败家子作风造成的，禄米刚下来，先去变钱花掉，待到
无米下锅，再花几倍的钱买回（或赊回）。
八旗子弟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样三令五申，让他们节俭，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动，屡加赏
赐，甚至为他们赎回典当出去的田地，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雍正有时一月之间开赏数次，每次三四十
万两，但不到十天，旗人老爷的口袋又是空空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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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鸣，这位风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始终以“跳出三界
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态度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不断制造着美妙的文字，并以文人温和而善意的情怀亦庄亦谐地解读历史人物事件，其独特行文赢得
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同时，他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与院领导及某些著名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使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时常饱受非议。
 本书是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品读到更全面、更精彩、更完整的张鸣作品，了解其学术成就、思想境界
和行文风格，更深刻地了解张鸣其人所编写的。
它不仅集合了张鸣教授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更是张鸣教授著作的首次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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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鸣精选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次结集　　《武
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含《拳
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
—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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