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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
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赵  可
(国 防科技大学 政治学院 ,湖 南 长沙 41OO74)

摘要 :满 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晚清重臣张之洞鉴于满汉矛盾 日益尖锐的严重

局面 ,从 稳定满清王朝统治基础出发 ,呼 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满汉矛盾 ,尽 早将化解满汉畛域 闩题纳入政治改

革纲领。但是 ,由 于皇族擅权、亲贵用事 ,满 汉矛盾不见消解 ,反 而 日益尖锐 ,国 事不堪 收拾 ,终 至崩溃。张之洞虽

身为枢辅重臣 ,眼 见亲贵并出 ,国 事 日非 ,却 在专制体制的钳制下谏诤无效 ,一 筹莫展 ,最 终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

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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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 向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鉴于满汉矛盾的 日益尖锐 ,晚 清重臣张

之洞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 ,努 力调停满

汉畛域 ,晚年进人中枢以后还以此为职志。但是 ,由

于皇室擅权 、亲贵用事 ,国 事不堪收拾 ,终至崩溃 ,张

之洞也忧郁抱憾而卒 ,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

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王朝作为满洲贵族进据 中原建立起来的政

权 ,满 汉关系一直是影响清代政治的重要问题。为

维护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 ,应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的少数民族对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汉族实施有效统

治的现实问题 ,满 洲贵族在政治制度上创立了民族

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满人与汉人无论为官或为

民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满 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畛

域。满洲贵族对维护满汉畛域高度重视 ,并适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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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 ,使得
“
满汉之见深人人 'b” [l](45页 )。 满

汉畛域的存在使满汉矛盾 日益突出。到了 ⒛ 世纪

初年 ,革命党人以
“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
相号召 ,痛

责满人享受特权 、垄断权利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并且

掀起声势浩大的排满光复运动 ,满 汉问题更是成为

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时人指 出 :当 时国民不论贵

贱、男女、老幼 ,“ 心中脑 中无不萦结于满汉问题
”

,

舍此
“
无所谓思想 ,无 所谓事业

”
[2]c满 汉矛盾的

加剧 ,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 日益动摇 ,汉 族官员士

人的离心倾向与 日俱增。

长期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作为汉族官僚的领

袖 ,对 满 洲贵族 享受 特权 的制度早就有所不满。

1900年底 ,英 国驻汉 口代理总领事埃 ·霍 ◆法磊斯

在一封信函中讲述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交谈 内

容 ,提到
“
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 员一样 ,憎 恨

满人 ,因 为他们把持 中国、搜刮民脂 民膏 ,他 们不顾

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 ,总 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

改革只有一法 :废除满人一切特权 ,不 论是旗人的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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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还是仕途特权
”
[3](上卷。191页 )。 但是 ,这种对

满汉畛域表示不满的议论还仅限于朋僚之间的私下

交谈 ,尚 未公开向政府提出消解满汉矛盾的对策。

在庚子之役的沉重打击下 ,清王朝被迫改弦更辙 ,于

1901年 1月 颁布变法谕旨,要 求官员们
“
各就现在

情弊 ,参酌中西政治 ,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 ,学校

科举 ,军政财政
”
等情 ,考虑

“
当因当革 ,当 省当并

”
,

限期奏报[4](第 4册 ,总 弱02页 )。 在这场全面检讨

清王朝政治统治制度的议论中,张 之洞充分认识到

化解满汉畛域是清王朝缓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

序、抵制革命党排满宣传、收拾天下人心的关键措

施。他在致山西巡抚岑春煊的电稿中指出 :“ 如能

化满汉畛域 ,则 天下大局立见转机 ,赔 款易筹 ,乱党

亦不作矣
”
,这是当前清王朝政治改革中的

“
上上最

要之义
”
。他寄希望于此时深得慈禧太后宠眷的岑

春煊能够
“
相机婉陈

”
[5](《致太原岑抚台》,电牍54,卷

175),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 ,以 引

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内外大臣的变法条陈中,刘 坤一和张之洞于

1901年 7、 8月 间奏陈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影响

巨大。其中第二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

二条折》所罗列的十二项对中法积弊进行整顿变通

的内容中,就包括有
“
筹八旗生计

”
的建议。这也是

张之洞首次以奏章的形式公开向清王朝提出化解满

汉畛域、消除历史积怨的政治主张。他认为 :历经清

王朝⒛0余年的政治统治和文教同化 ,“ 九州四海 ,

同为食毛践土之人 ,满 蒙汉民,久 已互通婚媾 ,情 同

一家
”
。况且时下国事艰辛 ,“ 无论旗民,皆 有同患

难共安乐之谊
”
。清政府应该正视各民族已经融合

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现实 ,顺应时势 ,取消旗人只

能为职业军人 ,禁止从事生产活动 ,其生活供给全部

由政府财政负担的规定。为解决旗人游手好闲、生

计困难、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 ,政府应当对
“
丨日

法略为变通 ,宽其约束
”
,鼓励旗人 自谋生路 ,“ 不必

指定何项生计 ,但宜使之有 自谋生计之才
”
。具体

措施是 :“ 凡京城及驻防旗人 ,有 愿至各省随宦游

幕、投亲访友以及农工商贾各业 ,悉听其便。侨寓地

方、愿寄籍应小考乡试者 ,亦听其便。准附人所寄居

地方之籍 ,一律取中,但注明寄居某旗人而已。有驻

防省份 ,或 即附人驻防之额 ,其 自愿归人民卷者 ,必

其自揣文艺可与众人争衡 ,即 不为之区别 ,寄籍者即

归地方官 ,与 民人一体约束看待
”
。政府从此停发

l12

“
出京寄籍 自谋生理

”
旗人的钱粮 ,不再负责其生活

供给。与此相配套的解决旗人生计的措施是多设八

旗学堂 ,“ 士农工商兵五门 ,随 所愿习
”
,以 培训旗人

的谋生技能 ,鼓励其从事各行各业 ,最终实现 自食其

力 [5](《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奏 议 52,卷 52)。 尽管这

仅是就解决旗人生计困难提出的变通建议 ,还 未涉

及到取消满洲贵族政治、法律特权的内容 ,但张之洞

希望清王朝视满汉各民族为一体、化解民族矛盾 ,取

消民族歧视政策的思想已经蕴涵其中。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日后成为指导清政府宪

政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张之洞在推动各项改革的过

程中 ,也不断督促清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满汉矛

盾。1903年 ,张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临时调京担任

经济特科阅卷大臣 ,并负责厘定大学堂章程。事毕 ,

返任前陛辞奏对时 ,张 之洞再次向慈禧太后和光绪

皇帝提
“
请化除满汉畛域 ,以 彰圣德 ,遏 乱萌G上 为

动容
”
[6](卷 437,列传”4,总 12380页 )。 他提出的化

除满汉畛域的具体措施 ,是改变满汉在政治和法律

上的不平等待遇 ,“ 将军、都统等可兼用汉人 ,驻 防

旗人犯罪 ,用 法与汉人 同 ,不 加 区别
”
[7](卷 8,lTT

页)。 但是 ,清朝最高统治者从维护满洲贵族的狭隘

利益出发 ,对化解满汉畛域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在调

整满汉关系问题上动作迟缓。预备立宪前 ,清 政府

于 1902年仅下令废除满汉不许通婚的禁令 ,“ 所有

满汉官民人等 ,著准其彼此结婚 ,毋庸拘泥
”
[4](第

4册 ,总 4808页 )。 但是 ,在 民间 ,满 汉民族突破禁令 ,

实行通婚 ,早 已十分普遍 ,清政府的这个开禁令明显

滞后 ,只 是对既成现实的追认而已。其他维持满汉

畛域的歧视性政策依然如故。

1906年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 ,国 内言禁

松动 ,越来越多的大臣对调整满汉关系纷纷上书建

言。为了削弱革命党人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宣传 ,

他们普遍将化除满汉畛域、缓和民族矛盾视作消弭

革命的重要措施。

张之洞作为晚清地方督抚势力集团的领袖人物

之一 ,更是主张清政府及早颁布谕 旨,布 告天下 ,消

除满汉畛域。190T年 ,他在致 中枢关于如何进行政

治改革的电文中指出 :推行新政、实行立宪必须找出

关系要政大端的根本 ,“ 探源扼要 ,方 能靖人心雨伐



赵 可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远谋
”
。调整满汉关系正是这一事关宪政全局的根

本性问题。满汉畛域的存在并不断加深致使国内政

局动荡不安 ,天下民心离失 ,革命党人的宣传才能深

人人心。只要解决 了满汉矛盾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

“
人心 自定 ,乱党、莠民无可藉 口,所有议会、立宪等

事俱以此为基址 ,自 然推行无滞。其他各要政尽可

详审斟酌 ,次第推行
”
。张之洞已经将消除满汉畛

域视作推行新政和宪政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关系

全局的关键步骤。新政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并取得成

效 ,必须首先消除满汉畛域 ,以 此收拾人心、取信于

民。因此 ,他在奏章中
“
切恳朝廷处以镇静 ,不 宜为

因循旧习所误
”
,采 取断然措施 ,消 除满汉矛盾 ,争

取立宪派的支持 ,平息革命党的排满宣传 ,动员社会

各派势力拥护政府的宪政改革。当务之急 ,“ 惟有

仰恳圣明 ,特颁谕旨 ,布告天下 ,化除满汉畛域 ,令各

衙门详议切实办法 ,迅速奏请 ,核定施行
”
[5](《致军

机处》,电奏 13,卷 85),以 此昭示中央政府取消满人特

杈 、消除满汉隔阂、实行满汉一体、平等对待全体国

民的信心。

在清政府内部就化解满汉矛盾的讨论渐趋激烈

的同时 ,革命党势力的频频暴动、立宪派人士对政府

变革迟缓的不满等因素 ,使清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

大大增加。1907年 夏 ,安 庆起义 ,徐锡麟刺杀安徽

巡抚恩铭 ,牵 及秋瑾被捕遇害。这次起义尽管失败 ,

但是引起朝野震惊、舆论哗然。
“
这一役最大的影

响 ,便是满、汉的感情 ,从此益趋恶化。⋯⋯满人的

大小官僚 ,因 此人人 自危 ,排汉的念头更深。⋯⋯汉

人仇恨清政府之念 ,也 更加深刻
”
[8](84-85页 )。

形势的日益严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满汉关

系 ,化解满汉矛盾。1907年 8月 ,清 政府颁布谕 旨 ,

表示清朝
“
以仁厚开基 ,迄 今二百余年 ,满 汉臣民从

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 ,即 将军、都统亦不分满

汉 ,均 已量才器使 ,朝 廷一秉大公 ,当 为天下所共信。

际兹时事多艰 ,凡我臣工方宜各切忧危 ,同 心挽救 ,

岂可犹存成见 ,自 相分扰 ,不 思联 为一气 ,共 保安

全
”
。谕旨还要求各衙门就如何消除满汉畛域问题

提出见解 ,以 供政府采择施行。
“
现在满汉畛域应

如何全行化除 ,著 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 ,将切实办法

妥议具奏
”
[9](下 册,918页 )。 1908年 10月 ,清政府

公布《逐年筹各事宜清单》。清单规定在筹各立宪

的第一年设立负责
“
筹办八旗生计 ,融 化满汉事宜

”

的变通旗制处 [9](上 册,61页 );在 筹各立宪的第八

年
“
变通旗制 ,一 律办定 ,化 除畛域

”
[9](上 册,甾

页)。 至此 ,清 政府将所谓 的
“
平满汉畛域

”
列为实

行预备立宪的重要 内容之一 ,并且设立变通旗制处

加以解决。

近年来 ,有学者研究指出 :清 朝末年 ,政 府实行

的平满汉畛域措施 ,主要有四项内容 ,即 准许满汉通

婚 ;旗 民编人民籍 ,筹 划旗人生计 ;统一法律适用和

司法审判机构 ;任官不分满汉 ,中 央各部废除满汉复

职制度 ,取消满族的政治特权等 [10]。 这些措施的

推行力度不尽相同 ,在 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也有所

差异 ,但是清政府毕竟开始顺应 时势 ,改 变祖宗成

法 ,由 人为设置满汉畛域逐渐转 向满汉—体。清政

府能够作出化解满汉矛盾的政治姿态 ,固 然有国内

外时局的背景因素 ,也与张之洞等大臣的屡屡建言

促成有密切关系。然而 ,清政府的平满汉畛域措施

却在中央权力核心引起了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的强

烈反弹 ,满洲贵族不愿轻易放弃对核心权力的垄断 ,

反而希望集杈于皇室亲贵。满汉矛盾在中央的一系

列改革中 日益激化 ,并 由此引发出统治集团内部的

明争暗斗 ,相 互倾轧。

在预各立宪的过程中 ,多 数舆论都主张加快立

宪的步伐 ,以 立宪作为化解满汉畛域的有效手段和

实现民族和解的制度保障。但是 ,在统治集团内部 ,

各种势力对立宪却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清朝最高

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立宪抱有敷衍拖延的态度 ,只 求

安度晚年 ;满 族亲贵企图通过立宪巩固自己的特权 ,

并削弱地方督抚和汉族官员的权势 ,进 一步加强中

央集权 ;汉 族官僚则企图借立宪限制满族亲贵的杈

势 ,给 自己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平满汉畛域措施的陆续出台 ,使 满族亲贵顾虑

重重。他们从极端狭隘的既得利益出发 ,害 怕君杈

削弱 ,害 怕满洲贵族特权丧失 ,更害怕政体变革引起

连锁反应。因此 ,在化解满汉畛域问题上 ,清 政府只

是愿意逐步取消普通旗人 的特权 ,对 于皇权 以及满

族亲贵垄断的核心权力 ,清 政府决不会 主动放弃。

在掌权的满族亲贵看来 ,任何程度的权力调整 ,只 要

涉及 自身利益的损失 ,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阴暗心理的作用下 ,排满革命的风潮越

盛行 ,化解满汉畛域的舆论越强烈 ,满 族亲贵 自身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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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特权的危机意识越浓厚 ,对 他们死命保住权力的

反面刺激就越大。光、宣之季的满洲贵族集团早已

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优秀品质 ,随 着

统治秩序的江河 日下 ,他们由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

产生的民族猜疑心理已经发展到病态的程度。正如

民国时期学者李剑农所指出的 :“ 自刚毅造出
‘
汉人

强 ,满洲亡 ;汉 人疲 ,满洲肥
’
十二字的口诀 以来 ,排

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里 ,万不可拔了 ;及

立宪之说一起 ,满人处处带着有色眼镜来观看
”
[8]

(70页 )。 素以排汉著称的满洲权贵铁良更是明言 :

“
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 ,实 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

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不可。
”
[11](79页 )满洲

亲贵
“
假立宪之名 ,行 中央集权之实 ;又假中央集权

之名 ,以行排汉之实
”
政治运作的结果 ,只 能是

“
一

面表示预备立宪 ,一 面在朝廷上就表现着满、汉相排

的活剧来了
”
[8](65-66页 )。 中央权力机构内部的

满汉倾轧非但没有因为政府平满汉畛域政策的实施

有所缓解 ,反 而更趋激烈。官制改革、丁未政潮中的

明争暗斗、杈力角逐 ,其背后都有满汉矛盾在发挥支

配性的作用。时人描述光绪季年清政府面临的统治

危机是 :“ 朝政杌陧 ,满 汉之见亘于中,革 命之声腾

于外 ,预各立宪之招牌既挂 ,实 行无期 ,请愿者踵至 ,

枢府旧人不足以应付危局。
”
[1](47页 )

1907年 9月 ,张 之洞与袁世凯同时内调军机

处 ,兼 管学部。这一人事变动即是满洲亲贵为加强

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 表面上是以中枢的

机要大权畀与汉员 ,表 示不分满、汉 ,实 际上是要先

拔去督抚中的两大柱石 ,然 后渐次削弱各督抚的实

权
”
[8](69-70页 )。 满洲贵族借立宪以集权的迹象

日益明显 ,官 场上围绕满汉矛盾展开的争权夺利也

愈演愈烈。此时进人中枢的张之洞对于满汉
“
大臣

不和之事时有所闻
”
,认为

“
其机实起于细微 ,而其

害驯至于倾轧
”
。他痛心疾首于满汉官员在理应卧

薪尝胆之时犹作分门别户之计的愚蠢行为 ,“ 忧时

感事乃十倍于平 日也
”
[12](⒛ 7页 )。 据黄溶《花随

·人圣庵摭忆》记载 :“ 南皮人军机 ,年 七十余 ,则 亦躬

遘党争 ,而化为调停者。集中有新旧一绝句云 ,‘ 门

户都忘薪胆事 ,调 停头白范纯仁
’
,是其证也。其绝

笔诗前一首读宋史诗 ,南人不相宋家传一绝 ,则 为有

感于满人排汉之作。
”
[13](56页 )在 权力争夺的政

治旋涡中,他惟有尽其全力调停满汉争端 ,苦 撑危

局。9月 14日 ,新 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人宫接受召

l14

见。当慈禧太后诉说起满汉大臣相互倾轧的朝局纷

争时 ,张之洞对答说 :“ 自古以来 ,大 臣不和 ,最 为大

害。近 日互相攻击 ,多 是 自私 自利 ,臣 此次到京 ,愿

极力调和 ;总使内外 臣工 ,消 除意见
”
[14],表露出

愿意努力融化满汉大臣意见、共济时艰的心迹。此

后在与访客谈论时政时 ,张 之洞坚持主张
“
先定浑

化满汉之法 ,若此则 国内人心合一 ,宪法 自易施行
”

[15],仍 视消弭满汉矛盾 、化除满汉畛域 为推行宪

政的重要前提和首要内容。

1908年 11月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后 ,以 监国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亲贵从狭隘

的民族利益 出发 ,加 紧集权步伐。
“
载沣只感觉皇

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 ,深恐大权旁落 ,满 人将受汉人

的牵制 ,无 以自存 ,希 望一纸宪法 ,可 以遮蔽汉人的

耳 目,保 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各宪政 ,

所以对于宪政 的热心 ,还 远不 如谋 皇族集权 的热

心
”
[8](87页 )。 1901年 ,载沣作为头等公使往德国

谢罪时 ,曾 看到德国皇室的威势。他 向德皇威廉 ·

亨利请教学来 的第一要务就是 :“ 军 队一定要放在

皇室手里 ,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 ,不但

抓到皇室手里 ,而 且还必须抓到 白己手里。
”
[16]

(%页 )所 以 ,载 沣执掌朝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

黜袁世凯 ,揽握兵权。载沣在满洲亲贵的怂恿下计

划诛杀袁世凯以防后患 ,张 之洞
“
力以时局危疑 ,务

宜镇静宽太为辞。且 曰 :王 道坦坦 ,王 道平平 ,愿摄

政王熟思之 ,开缺回籍可也
”
[17](128页 )。 他还告

诫载沣必须提防
“
袁在直多年 ,握有庞大的军力 ,如

果严惩 ,恐生他变
”
[18](“ 页)。 据张之洞事后讲 :

谏阻载沣诛戮袁世凯 ,“ 非 为袁计 ,为 朝局计也
”
辶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是
“
主上冲龄践祚 ,而 皇太后启

生杀黜陟之渐 ,朝 廷有诛戮大臣之名 ,此 端一开 ,为

患不细
”
[7](卷 10,288页 )。 张之洞正是出于调停满

汉畛域的初衷 ,为 避免风雨飘摇的政局再生变乱、祸

起萧墙而作出谏阻杀袁这一重要举动。载沣接受张

之洞的建议 ,以 袁世凯患有足疾 、难胜职任为由 ,将

其罢斥驱逐出京。

排斥袁世凯、掌握兵权的载沣以监 国摄政王代

行大元帅统领全国军队 ;派 自己的兄弟载涛训练禁

卫军 ,组建皇家军队 ;派 另一兄弟载洵筹办海军 ;设

立军谘部后 ,任 用载涛为相当参谋总长的军谘大臣 ,

总揽一切军务。载沣集 中军权于皇族的同时 ,也将

朝廷大权集 中于满族亲贵手 中。他专用权贵 ,“ 至



赵 可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十部大臣 ,惟 司法 、学部属汉人 ,以母弟载涛、载洵典

水陆军。载洵招权作威福 ,日 营宫室 ,天下侧 目。载

泽长度支 ,无所知 ,惟 与之洞争币制 ,袒庇瑞激以亡

其国
”
[19](zO9页 )。 在这帮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

皇族亲贵的把持下 ,朝政腐败 ,国 事糜烂。

以调停满汉畛域为职志的张之洞目睹皇族亲贵

擅权专用、国事日非 ,为 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他 不顾

年老多病 ,曾 多次向载沣苦谏力争 ,但载沣对张之洞

的反对意见坚拒不纳。据陈衍年谱记载 :“ 先是 ,载

沣为摄政王 ,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 ,至

是 ,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 ,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

陆军 ,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市侩为京卿。
”
张

之洞
“
力争 ,以 为不可 ,为 载沣所斥。归寓 ,槌胸呕

血曰 :‘ 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
’
遂寝疾不起

”

[⒛ ](上册,1SO页 )。 许同莘撰《张文襄公年谱》也记

载 :针对载沣设立军谘处控制军权、四处安插满族亲

贵的做法 ,张 之洞多次
“
固争

”
,并 警示载沣这样做

“
与情不属 ,且激变

”
,容易增加社会不满 ,加剧满汉

矛盾 ,引 起突发性事变。但迷信武力的载沣不以为

然 ,竟恃以
“
有兵在

”
就可以压服天怨人怒。张之洞

“
咯血而出,胁痛益甚

”
。他

“
退而叹曰,不愿闻亡国

之言
”
,并 且绝望地指出

“
国运尽矣

”
[7](卷 I0,219-

220页 )。 张之洞无法使摄政王载沣听从他的安排 ,

谏诤也不被载沣采纳 ,眼见围绕在载沣周围的皇族

亲贵纷纷起而攘夺政柄 ,国 家大事越发不可闻问 ,故

而
“
常对鄂中门生在其幕下者 ,叹 清室之将亡 ,谓 亲

贵掌权 ,违背祖训 ,迁流所及 ,人 民涂炭 ,甚愿予不及

见之耳
”
[17](I44页 )。 忧虑重重中,病 情 日渐加

重 ,“ 至于椎心呕血 ,病旬月以薨
”
[19](210页 )。 在

《遗折》中,张之洞再次提醒清政府务必重视化解满

汉畛域 ,将
“
满汉视为一体

”
列为朝廷在

“
所有因革

损益之端 ,务 审先后缓急之序
”
思想指导下急需解

决的首项事务 [5](《遗折》,奏议 70,卷 70)。 这是张之

洞弥离之际向凶兆 已现的清王朝发出的最后忠告 ,

也是他为调停满汉畛域所作出的最后努力。为挽救

腐朽的大清王朝和衰败的政治制度 ,张 之洞耗尽了

自己全部的心血。

不顾时势、迷恋权力、一意孤行 、集权皇室的政

治失误 ,最 终使得满洲贵族陷入孤立 ,加 速了清政府

的覆灭。张之洞晚年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最终未能

挽回清王朝灭亡的历史命运 ,但是他对化解满汉矛

盾之于晚清政治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却显示出一个政

治家的深邃眼光 ,消 除民族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历来

就是政治改革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c清末主持朝

政的慈禧太后对宪政改革持迁延应付的态度 ,缺 乏

果敢的魄力和必要 的措施来彻底解决满汉矛盾问

题 ;摄 政王载沣又失于平庸任性 ,竟为狭隘的民族利

益和皇族私利倒行逆施 、专恣跋扈 ,大 肆集杈于皇室

亲贵 ,使得满汉畛域不见消除反而 日见激化c曾 经

生机勃勃、奋发有为的满族 ,此 时已是暮气沉沉、抱

残守缺。统治集团中身为枢辅重臣的张之洞尽管看

到了满汉畛域的严重性 ,但 是
“
南皮本非猛鸷之才 ,

再入枢垣 ,其职志亦只在调停 ,诗 中亦 自道之。不知

隆裕与诸亲贵 ,皆 暗而贪 ,为 利而争 ,何 调停之有
”

[13](347页 )。 其谏言无人采纳 ,眼 见亲贵并出 ,国

事 日非 ,身 为辅相而一筹莫展 ,只 落得
“
晚岁官愈高

而境愈逆 ,由 是郁郁成疾
”
的凄凉心境 [21](85页 )。

这与其说是张之洞的晚年悲剧 ,倒 不如说是清王朝

的悲剧和专制体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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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idong’ s lEfort to Mediate Man■

H[an Connict and change of Late■Qing PoⅡ ticaI situation

zHAO Ke
(Po⒈tics Insti1u1e, National 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410074, Chin卩 )

Abstract:Man-Han connict is constantly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that deterⅡ line the development

of late-Qing political situation。 Zhang Zhidong,am important official,appeal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increashgly serous situaton and for the stability° f the Qing govemanCe,for its attention

to the mediation of Man-Han con且 ict and sooner adoption of the solution of Man-Han distinction into its

pohtical reform pohcy。 Important as he is,zhang is at a loss when his suggestion is rejected,the connict

becomes even more serious, and the situation goes from bad to worse。  Man-Han distinction has an impor-

tant effect on zhang’ s political hfe and the change of late-Qing’ s political situ狨 ion。

Key words:zhang Zhidong;Man-Han disthcton;late-Qing“ ttl狨 on;constitutiond reform;medi-

at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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