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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义和团，曾经是中国人羞于启齿的疮疤。
从清末新政一直到民国的 北洋时期，国人一直不大愿意说起义和团这点事。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 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但都要强调自己不是义和团。
追求文明的中国人，尤其是比较开明的中国人，实在想不明白，这股野蛮虐杀、盲目排外的风 潮，是
怎么兴起的。
于是，只好三缄其口。
既然是个丢人的丑闻，那我们 就闭上眼睛，假装它不存在。
义和团被正名，是革命话语流行之后的事情。
可是，被定义为反帝爱 国的义和团运动，光鲜是光鲜了，人们也比较地能堂而皇之地谈论了，但 对
这场运动的研究，却滑向了赞美的大合唱。
回顾改革前三十年的义和团 与八国联军研究，一边是赞歌一曲接一曲，一边是咒骂一声连一声。
被骂 得最狠的，是美帝国主义，全然不顾当时在八国联军中，美国对中国人，其实最为温和。
真正狠的，’是俄国人。
义和团，当时一般都称之为拳民。
他们的兴起，要从蔓延几十年的教 案说起。
虽然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基督教的教禁就算开了。
但信教 的和不信教的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即民教冲突，还是十九世纪60年代，从太平天国失败开始
的。
虽然在西方人看来，太平天国信的根本就不是基 督教，但中国政府和士绅，却有意无意将洋教和长毛
归为一类。
一个在中 国掀起一场大规模叛乱的宗教，因为西方列强的庇护，而在中国土地上招 摇，委实为一件
很妈妈的事。
涉及基督教的民教冲突，跟以往中国的教案不同，跟西方和西方文 化在中国的存在有关。
地方士绅讨厌基督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 统治的社区，出现了另外一个中心。
自己的政治权威乃至文化权威，受到 了挑战。
某些一般民众讨厌基督教，是因为他们看不惯，看不惯教堂的弥 撒，看不惯洗礼，看不惯终傅，尤其
看不惯密室忏悔。
民间男女之间无穷 的想象，会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会一直是在集体宣淫。
而教会育婴堂 收养弃婴的行为，也当然地被想象成拐卖儿童，进而采生折割，取肝做 药。
在这种看不惯过程中，往往会发生特别的效应，引发民众对教会的恶 感。
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不许教民参与民间赛会，求雨演戏，但一方面，教民的孩子，未必能真的不看戏
。
另一方面，求来了雨，却也洒在了教民 的土地上。
这样的事，总是令人说起来恨恨连声。
而不拜偶像导致的教民 宗族的纠纷，更是让人感觉传统的伦理和习俗，都受到了干扰和冲击。
文 化上的隔膜、不理解，导致冲突；而冲突之后，隔膜就更深，猜忌更深，敌意在积累，一有火星，
就会燃烧起来。
有意思的是，在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也有比较有理的时候，比 如好些房产纠纷，经济纷争。
但是，有理有利的纠纷，却很少能形成真正 的冲突。
闹到打、杀、烧地步的纠纷，往往都是些误会，或者别有用心的 歹人有意的煽惑。
打教的人们，往往真的相信教会中人群居宣淫，拐卖儿 童，采生折割。
冲突闹到官府，也不像人们惯常想的那样，官府一味偏袒 教会，压制民众。
在我查阅的教案档案中，发现多数重大案件，每每是官 府一上来就屁股坐在打教的一方，胡乱断案。
等到列强干预了，总理衙门 到这个自打1860年以来一直学习西方的国家，会发生这样排外狂潮。
中日 甲午战争，让西方人彻底瞧不起中国军队，但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打死 他们也不会相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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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日本人打残了的中国，敢对所有西方国家开战。
他们实在是太有理性了，没法理解这个国家从拳民到西太后的疯狂。
所以 从1900年5月调兵进使馆区，再到6月组织西摩尔联军，都非常仓促。
著名 的西摩尔联军，绝大多数都是各国的水兵，统帅也是海军将领，目的只是 进北京把使馆人员接
出来。
以至于行进过程，遭遇袭击，只能依托火车反 击，就像水兵离不开军舰一样。
义和团和清军全面围攻使馆，才使得事态 严重恶化，也才使得各国正式派兵来华成为现实。
即便如此，联军也是临 时拼凑的，出兵最为方便的日本，占了联军的最大比例。
而且，联军也没 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各国军队各行其是。
甚至没有截获中国朝廷的 计划，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只需派一个连，西太后和光绪都是跑不掉 
的。
应该说，这样的联军，不是来灭亡中国的，而只是来制止中国的暴力 和混乱。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才可能跟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协 定。
当年的西方列强，如果真的要打到小朝廷所在的西安，其实没有什么 能够阻止他们。
当然，刀枪不入仅仅是神话，而且此时清朝的正规军，并没有从甲 午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装备虽然
不差，但训练和素质却一塌糊涂。
不足 两万的八国联军（名义上应该是11国联军），一路所向披靡。
进攻大沽炮 台、天津城和北京城，都只花费了几个小时。
守军的抵抗，更像是象征性 的。
至于被后来中国的史家夸成一朵花的义和团，更是在抵抗中，没有起 到什么作用，死在义和团刀下的
联军士兵，不超过十个。
根据当时一个北 京五城公所的衙役王大点的观察，义和团的刀，只在杀教民，杀白莲教，杀朝廷的开
明派大臣方面比较有用。
号称当年最强悍，装备也最好的京津 一带的武卫军，除了去了山东的袁世凯部，剩下的，都溃散了。
以至于护 卫逃跑的太后和皇帝，只能靠前来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的千把人。
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不仅造成昔日繁华的京津地 区的残破、国库被洗劫、以及圆
明园进一步破坏和多处皇家园林的劫难，更带来了四万万两的巨额赔款，还有使馆区的国中之国以及
从天津到山海 关一线的外国驻军。
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还没有从甲 午战败和赔款中苏缓过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的主权象征，被减到了最低点。
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其实就是害 国，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
有关这段历史，一向被歪曲得面目皆非。
对于想知道真相的非专业人 士而言，非常急需有一个通俗而且靠谱的历史讲述。
金满楼先生，满足了 我们。
他为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
他讲了很 多故事，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关键是靠谱。
我知道，这段历史，虽然 不长，但要想讲清楚，不花点功夫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就这样，在金满楼 的笔下，义和团来了，八国联军也来了。
2012年9月22日，于京北清林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者、评论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内容概要

　　发生在110多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为什么至今都让人们觉得模糊、矛盾
与冲突？
有人说它是民众自发的“爱国反帝”活动，有人却认为它是野蛮落 后的“排外主义”，众说纷纭。
在这两种极端的评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
样的历史真相？
事态又是如何发展到不可收拾？
清廷和列强在其中到底扮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都强烈的吸引着人们去重新了
解义和团兴亡背后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著名青年学者、作家金满楼通过很多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故事来还
原那段被扭曲得面目皆非的史实。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以 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庚子年的这段历史，为读者逐一揭开义和团兴亡的
重
重真相，全方位的展现百年前的那场大事件，值得一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著名历史学者、评论家张鸣先生作序力荐，称赞这是一本靠谱的历史佳作
，认为本书为我们
寻找这段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起大刀会
一、“金钟罩”与“铁布衫”
二、大刀向谁的头上砍去
三、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四、教会为何让人讨厌
第二章 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一、冠县十八村
二、玉皇庙之争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四、梅花拳变身义和拳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第三章 从神拳到义和拳
一、降神附体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三、义和拳大战官军
四、袁世凯将拳民赶出山东
第四章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五章 义和拳席卷京津
一、直隶义和拳：由南向北
二、“涿州之战”显神威
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六章 一场国际战争开始了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七章 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二、天津之战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第八章 全面失控
一、“西狩”路上吃尽苦头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三、东北沦陷：俄国人的趁火打劫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第九章 “惩凶”与赔款
一、艰难谈判
二、惩办祸首
三、庚子赔款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庚子国变大事记
参考书目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章节摘录

　　第九章 “惩凶”与赔款　　一、艰难谈判 在大局已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想到了远在广东的李
鸿章，这时恐怕 也只 有他才能使当时的局势转圜了。
1900年6月15日，清廷发上谕要求李鸿章迅 速来 京，这是在发布宣战上谕、围攻使馆之前的事情。
但在6月15日后，京津一 带的 局势急剧恶化，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然不会轻涉险地，他以各种理由推
脱，一直 拖到7月中旬才到达上海。
当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 裴景福 问他有何办法可以让国
家少受损失？
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
唯有竭力 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
吾尚有几年？
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 亦 死矣！
” 到上海后，由于北京的局势并未好转，李鸿章再次观望不前，以留在 上海 等候局势的发展。
事实上，李鸿章的儿子和他的幕僚们也建议他暂时不要 北上，因为当时北京这么混乱，李鸿章去了也
办不成什么事情，弄不好在混乱中 被杀也 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清廷于8月7日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后，李鸿章仍 暂留上 海，直到9月中旬，北京的大局已定
后，李鸿章才乘坐轮船前往天津。
李鸿章在上海时期，表面上看来并无动静，但暗地里却与清廷的各驻 外使 节电报不断，并通过各种
渠道打听参战列强的底线。
国难当前，李鸿章再 次拿出 他办洋务中所擅用的“各个击破，以夷制夷”手法，要和列强们过过招
了。
唐德 刚在《晚清七十年》里，将李鸿章的方法称之为“水鸟政策”——所谓“水上不 动、水下快划
”是也。
对于李鸿章这样老资格的谈判对手，列强们还是颇为忌惮的。
由此，在联军 占领北京后，他们并不急于与清廷议和，而是试图先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以防 止被
李鸿章所离间。
在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到10月4日法国提出议和条件 的五十 天里，双方的谈判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反
而在李鸿章的谈判资格、驻京使 馆撤至 天津及联军撤出北京几个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特别是在列
强的内部，更 是矛盾⋯⋯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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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生在110多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为什么至今都让人们觉得模糊、矛盾与冲突？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庚子年的这段历史，为读者逐一揭开义和团兴亡的
重重真相，全方位的展现百年前的那场大事件，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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