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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与预备立宪

张  践

内容提要 丁未政潮是晚清一次大的政治风波 ,它 与预备立宪运动同时发生。政

潮由岑春煊、瞿鸿机等人掀起。他们联络海内外立宪派人士,密 谋策划 ,企 图借立宪之

机推倒庆亲王奕勖和袁世凯。而庆、袁则利用慈禧仇视维新党人的心理 ,称岑、瞿发动

政潮的目的是勾结维新人士 ,“ 为归政计
”
,促使慈禧倒向庆、袁 ,罢兔岑、瞿。但政潮之

后 ,慈 禧对北洋亦加深了疑虑。她借政潮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大力扶植满清皇族 ,使 满

汉矛盾全面加深。丁未政潮是预备立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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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是清末一次大的政治风波。政潮始于 19凹 年 4月 ,终于同年 8月 ,历时 厶月有余。

在此期间朝廷朝命夕改 ,枢臣频繁更动 ,政客暗设机关 ,言官大加弹劾 ,使得朝野内外好戏连台 ,

清末政局有声有色。由于这次政潮发生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既与预各立宪必然导致的权力再分

配有关 ,又反过来影响了预各立宪的结果。因此 ,弄清丁未政潮与预各立宪的关系 ,对深化清王朝

覆没前十余年的历史之研究 ,对于了解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 ,将有所裨益。

庚子国变后 ,清廷大厦将倾 ,朝野人士鼓噪立宪。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 ,使立宪呼声更加高

涨。190s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 ,次年归国 ,载泽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指 出君宪可使
“
皇位永固

”
、
“
外患渐轻

”
、
“
内乱可弭

’’El]。 此折一出,朝野震动。1906年 9月 1日 清廷终于颁布了
“
预各立宪

”
诏书。

“
预备立宪

”
一出台 ,即 引起朝野人士广泛关注 ,因为这意味着权力将重新分配。统治阶级中

各集团派系都想借此机会 ,扩大自己的势力 ,同 时排斥异己。因此 ,不过半年就引发了丁未政潮。

具体考察政潮的原因 ,除了权力再分配所具有的极端敏感性之外 ,以 下两层因素似不容忽视 :

(一)北洋集团势力的激剧膨胀及朝廷扶植其它集团与之抗衡的倾向。预各立宪初始 ,清廷就

出现政治纷争 ,且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和奕助 ,这不能不使清廷内外为之震惊。时任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之袁世凯 ,继承曾、李衣钵 ,建立了北洋军阀集团 ,在 中央与奕助
“
深与接纳 ,为其谋主 ,

于是北洋遥执朝政。
”E2]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 ,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 ,全力

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 ,“冀以内阁代君主 ,可总揽大权
”E3彐 ,在地方官制改革中,袁与奕策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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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力图在立宪中有所发展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任总督,同时将自己的势力伸向东北 ,使时任东

北的总督、巡抚皆为北洋班底。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 ,自 然激起了瞿鸿祝、岑

春煊等人的反对。

瞿鸿祝、岑春煊皆西狩途中受知于慈禧。瞿鸿衩入值军机 ,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

中少有的能与袁相抗衡的人物 ,时有
“
南岑北袁

”
之称。此二人本与庆、袁政见不合 ,他们都主张对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应加以裁抑。适值菰备立宪,袁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 ,故二人联合起来发

动了丁未政潮。无怪岑春煊一入京 ,孙宝碹就在其日记中写道 :“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 ,无端天外

飞 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4]盛 宣怀更是早有预见,说 岑之入京 ,必 有
“
大举

动
”E:彐 。由此可见,丁未政潮之发生,北洋集团的恶性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矛盾实有以致之。

(二 )清末激烈的清、浊流党争。陈寅恪先生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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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以庆亲王奕助、袁世凯、徐世昌等 ,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
为浊流。”E6]陈先生对清流、浊流的评判,主要是从是否为政清廉、效忠清室这方面加以考察的。而

|当 时无论清流、浊流,其共同点在于都主张立宪,所不同者在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从自身
利益出发 ,“想借立宪机会 ,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

”E?彐 。他提出责任内阁制及对东北的控制,试

图架空清廷 ,将立宪置于北洋集团的控制之下。清流派提倡立宪 ,则是从清廷自身考虑 ,切实兴利

∷除弊,使大清江山永固,故尔北洋集团的所作所为为清流所不容。丁未政潮可说是清末清流与浊

|流的一次大争锋,它的胜负将直接影响预备立宪,因此在野的立宪派和一些有野心的官僚都参与
)其间,以 便今后在宪政中能占得一席之地。

丁未政潮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助掀起 ,终以瞿鸿衩̀
、 岑春煊的卉缺而结束。由于政潮发生在

预备立宪过程中,因 此显示出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

∶  (一 )丁未政潮中瞿鸿秕、岑春煊是以为立宪制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为名对袁世凯、奕助大
加挞伐的。瞿、岑在巧设机关之时,绝不会忘记他们与庆、袁之间的清浊之别 ,因此他们把矛头直
接指向庆、裒的贪污腐败,想借此获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以 推翻北洋集团。早在清廷谕令几省督抚
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时,岑就趁机将亲信于式枚派进京 ,向 瞿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 ,使岑、

瞿之间联系更加密切。E:]其 后瞿鸿砒又使汪康年在京办《京报》。
“
京报成立未久 ,即 以伉直敢言 ,

撄政府要人之怒。
”E9]岑还自武汉

“
迎折北上”,面见太后,参劾奕助,说什么

“
太后固然真心改良

政治,但以臣观察 ,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n四 不久 ,段芝贵行贿奕助及贝

子载振购歌妓杨翠喜一案败露,在瞿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勖、

载振父子
“
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E1闸 瞿、岑在参劾奕助、袁世凯一党腐败

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 ,“瞿、岑戊戌前 ,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El幻 在政潮中,瞿力举
康、梁,并请解党禁,岑则对江浙立宪党人大力提拔。瞿、岑之用心在于拔除庆、袁一党 ,以 立宪党
人为奥援 ,廓清政治。值得注意的是 ,瞿、岑以为只要推倒庆、袁 ,清廷即可政治清明,立宪成功。其

实两相比较,清廷比较北洋更为反动,清廷所代表的阶级更为没落 ,这一点显而易见,因此
“
清流

派
”企图廓清政治的愿望与手段实类方枘圆凿,难以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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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庆、袁一党抓住慈禧仇视戊戌维新党人的心理 ,以瞿、岑暗通康、梁加以反击 ,致使清流

派败落。戊戌年间 ,康 、梁拥光绪变法 ,事后有二人欲发动政变推翻慈禧之传言 ,对此慈禧痛恨不

已。庆、袁知慈禧心理 ,故 5月 28日 奕助上朝独对时 ,便指出瞿、岑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
“
推

翻大老 (奕 助),排斥北洋 (袁 世凯),为 归政计。
”[1叼 又将岑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三份奏章拿

出ElJ],并把瞿鸿礻Jl肖汪康年的关系及汪与康、梁的关系一摆 ,终于使慈禧放岑出任两广总督。之

后端方又授意蔡乃煌在上海的像馆里伪造了岑与康、梁的合影E15],作 为攻击瞿、岑的证据。更值

得注意的是恽毓鼎对岑的弹章 ,此奏章的出笼显然与袁、庆二人有关 ,其内容可从恽 8月 9日 之

日记中窥见大概 :“七月初-日 ,丸点钟到馆 ,未初归寓 ,闭 户自缮封奏 ,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 ,

退留上海 ,勾结康有为、梁启超 ,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 ,倩迹可疑 ,⋯ ⋯康、梁自日本来 ,

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 ,使其内离祖国 ,为渔翁取鹬蚌之计 ,近又迫韩皇内禅 ,攘其主

权 ,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 ,则 中国危亡 ,不得不俱实告变 ,冀朝廷密为之各也。
9’ Els]

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恽毓鼎用心所在是把岑春煊与自本挂钩。日本自立宪后 ,国力大增 ,致

使中国甲午惨败。甲午之后 ,中 国一批批革命者、立宪派都一心向日本学习 ,日 本也借此不断干涉

中国政局 ,使太后心怀疑惧。时逢预各立宪 ,岑与康、梁有往来 ,那么他与日本有联系也是可能的。

更兼 7月 zO日 发生的日本强迫朝鲜国王退位事件 ,更使慈禧有所顾忌 ,致使庆、袁阴谋得逞。

在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之时 ,海外立宪党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此次政潮。丁未年夏 ,梁启

超与蒋智由、麦孟华等于日本组织政闻社 ,发行《政论杂志》,发表宣言 ,主张立宪 ,并在宣言末段

表示
“
其对于皇室 ,绝无干犯尊严之心。

”E1冂 可见其立宪宗旨还在真心保皇 ,与袁世凯势不两立。

所以政潮一起就引起他们的关注。留在国内的徐勤、麦孟华、何天柱等人不时将政潮的动向向康、

梁通报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政潮的隐秘细节也了如指掌。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

息发表不久 ,在 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其行踪路线 ,并 由此制定了与岑会晤的计划。他曾告知上

海的徐佛苏 :“知西林南下欲往沪 ,要之于路有所陈说 ,一为全局 ,一为桑梓。
”
并指出 :“岑为今日

重要人物 ,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 ,机会殊难 ,故不得不失彼。
’’E18]6月 3日 ,梁 由日抵沪。然而

“
沪道得端方电,到处访 查帅叼,使二人终未见面。

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更非同一般。岑取道武汉入京的计划麦孟华就十分了

解 ,并打算与岑一同入京 ,借此增加立宪派影响。岑曾表示
“
抵力相助

”Ez°],只 因消息走漏 ,未能成

行。丁未政潮失败 ,岑到上海 ,麦孟华与他见了面 ,商议对策。麦孟华向他提出缓就粤督 ,滞 留上

海 ,静观时局的建议。然而袁世凯指使御史陈庆桂大加参劾 ,攻击岑春煊以
“
麦某一人为之主谋 ,

以应行严缉之人 ,而竟依为心腹云云。
”E21彐 终于使岑春煊开缺。岑春煊的开缺 ,使麦孟华痛惜万

分 ,致书梁启超谓
“(岑 )已陷入全行失败之地位

”
。其继任张人骏

“
必无十分振作 ,且彼与西林颇有

意气 ,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
”E2刃康、梁等立宪党人在政潮失败后 ,对整个政局的估计十分悲观 ,

徐勤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 :“今张(之洞 )、 袁 (世凯)入军机 ,必 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

论 ,吾党万难于政界占一席 ,只 有于商务、教育大为整顿 ,候数十年后 ,以 待其变而已。
”E2钔

其实 ,庆 、袁一党也在极力拉拢海外立宪党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启超、熊希龄、杨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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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保皇会改组成帝国立宪公会,就得到了袁世凯、端方等人的暗中相助E2‘彐。可见袁世凯等人在
立宪问题上处理较为灵活。              ·

国内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对政潮亦颇为关注:他们力主立宪,表面上又与海外立宪党
人无联系,是一支合法的政治力量,所以无论是袁世凯、端方、周馥 ,还是瞿鸿祝、岑春煊都同张
謇、郑孝胥等江浙立宪派人士有较多的联系。在官制改革时,岑春煊就在上海鼓动成立了中国的
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副会长,可见关系非同一般E25彐 。

在政潮酝酿初始 ,岑称病逗留上海,就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过从甚密。据刘垣《张春传记》
记载 :“是年(1906)九 月,岑春煊御两广总督之任到上海后 ,请假养病旅沪甚久 ,据我(作者)所知 ,

孝胥与春煊过从频数,两人预约在预备立宪会所秘密谈话办有多次 ,⋯⋯(我 )偶与孝音谈及政
局,孝胥则痛诋世凯不止一次。”[26彐 由此可见江浙立宪派态度。

由政潮期间立宪派与双方的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政治波动中两派都企图寻求立宪派的
支持 ,以此求得发展。另一方面,立宪派企图借朝内官员的权势走上宪政捷径。在两派互相火并
之时,由 于立宪派与袁世凯历史上的矛盾以及政见上的分歧 ,因此在政潮中积极支持岑、瞿,反对
庆、袁。而这一策略本身却是十分不明智的。立宪派没有联合一切主张立宪的力量 ,推动立宪的
发展,却在政潮中积极赞成二者火并 ,这显然是不策略和缺乏远见的。这样做的后果 ,使立宪力量
大为削弱 ,成为立宪失败的重要原因。此外 ,政潮中立宪派支持岑春煊、瞿鸿机欲推倒北洋,却根
本没有从力量对比出发 ,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袁世凯在内政、外交上都有很大权利 ,以 鼓动政潮
的方式,来促成袁世凯倒台,不啻书生之见,岂能成功?退一步说 ,即使倒袁成功 ,袁之后谁能支持
晚清政局?且政局动荡,立宪也绝不能成。更有甚者 ,由 于政潮中立宪派支持瞿、岑,使庆、袁与立
宪派矛盾激化,立宪派的活动袁、庆及端方多有掣肘 ,“竟奏恳清主下令解散政闻社

”E27彐 。立宪运
动最后之所以失败 ,袁世凯等人在丁未政潮中与立宪派所结之怨乃是原因之-。

四

慈禧在预各立宪中的基本政策是裁抑袁党 ,重用满人。早在官制改革中,她就打破了以前满
汉堂官平列的旧例,并开去了袁世凯的八项兼差。政潮中又调瞿之亲信林绍年入值军机 ,与袁相
抗。瞿氏开缺后,她又使载沣入军机 9以至满贵

“
联翩而长部务 ,汉人之势大绌。”[2:]

政潮不过两月,清廷又使袁世凯、张之洞同入军机。袁、张二人此前分别任直隶总督和湖广总
督,不但握有一方的军、政、财权 ,且能办理相当一部分的对外交涉,他们虽在朝外却可遥控中央。
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二人调入军机,目 的是削弱地方实力派,使之更易驾驭。

然而裒、张联袂入军机 9客观上却促进了清末预各立宪之发展。据张=攮记载,清廷为了应付
危局 ,“乃有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同入军机之举。袁、张初入京 ,深相接纳,南皮与
同僚为诗钟,得

“
断蛟

”二字 ,有
‘
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句 ,即引为两人同心之庆。但

南皮主张缓进,项城主张急进,微有不同。
”E29]足见二人在立宪问题上达成了默契。在裒、张的一

手策划下,预备立宪在政潮后的一段时间依然搞得有声有色。现将政潮后立宪大事开列如下 :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应亲王奕助等人之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二)同年初二日,派汪大燮、达寿及于式枚 ,并赴英、日、德三国考察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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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年八月三十 日,派溥伦及孙家鼎为资政院总裁 ,负责筹画该院章程及其有关事宜。

(四 )同年九月三十 日,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谘议局 ,其各府州县议事会亦一并为筹画。

(五)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 日,发布宪法大纲 ,议院与选举要领 ,及九年筹备清单
[3° ]。

这些步骤 ,平心而论 ,皆为立宪之必各措施。以设谘议局为例 ,谘议局之设立 ,使海内外立宪

派大为振奋。他们自此便可经选举成为地方议会代表 ,活跃于地方政坛 ,并能联合各省的谘议局

向中央建言。江苏张謇、四川蒲殿俊、湖南谭延阍、湖北汤化龙等地方立宪精英均任各省会长 ,使

地方立宪活动异常活跃。无怪张一'鬈以为 :“辛亥革命 ,皆以谘议局为发端。
”Es1彐

预备立宪虽在政潮后由于袁、张的入枢而一度有所振作 ,然而政潮中统治集团内部立宪力量

的削弱及满族亲贵的补入 ,给预备立宪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不久 ,袁世凯开缺 ,张之洞病卒 ,朝

内立宪力量顿失砥柱 ,立宪之领导权落入一群满清皇族手中。他们根本不想放弃权力 ,这就致使

进行了六年之久的清末立宪运动以皇族内阁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人们完全有理由说 ,清末立宪运

动之所以失败 ,丁未政潮是其主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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