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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坤 一 与 晚 清 政 治

刘坤一(1831— 19o2),湖 南新宁人。历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作为晚清庞

大政治势力湘系集团后期资望最高之人,他长期扭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 臣, “
坐 镇 东

南,屹然为中国之重
”

①,人称其
“
声望一切均堪与傅相 (指李鸿章 )匹敌

”
②,是清末重

要的地方高级官员。他步曾国藩、李鸿章等后尘,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后期的主

要成员,为 中国近代历史的向前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他对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这两件晚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探讨这个问题,将有助于了解封建地主阶

级在近代新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被时代潮流裹胁向前,并逐渐改变 自己固右胂政治观点以维

护其统治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被列强瓜分的险境,资产阶级维新党丿\挺身而出,疾

呼变法图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他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活动。沉寂黑暗的

中国有了一线光明的希望。

在这场维t盱运动中,身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刘坤一是怎样白|j态度呢?康飞

`·

为的

某弟子说他走
“
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

”
③。现在也有人说他是附和西太后共同砹坏、阻挠

维新运动,宁可亡国也不许变法⑦。然而,我们若是认真分析一下刘坤一在维新运动中沟言

行,就会发现以上说法未必准确。

众所周知,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行政主张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康有为在 《上洁帝第二

书 》中所说: 
“
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 舟、曰 开 矿、曰 铸 银、曰 邮

政
”; “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
”

⑤等等,都是洋务派原所

主张的,而且不少已经付诸实施。又如,光绪皇帝为维新变法所定的基调—— “
以圣贤义理

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
’C——实际上就是洋 务 派

“
中体 西

用
”

思想的翻版。至于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变法诏谕 (基本上是根据维新派的

建议 ),如练真筹饷、开办学堂、振兴商务、发展工矿交通业等,也大都是洋务派一贯主张和

奉行的。而且,刘坤一亲身参加过甲午战争,对战败的耻辱有切身的体会。战争一结束,他

就上奏政府要求变法图强,说此次战败,日 本
“
索债索地,肆意要求,无不遂其所欲,中国

自有夷患以来,未有如此次之甚者
”

⑦,中国
“
凡有血气者 ,莫不切齿拊膺

”
⑧,“莫不以富强

为要图
”

∷、丿。应该说,从情感上刘坤一本来是赞同、支持维新变法的。正因少Ⅱ此 , 当 康 有

为、梁启超等成立强学会时,他才会
“
捐五千金

”
⑩资助会务,对维新活动给予支持。

但是,维新运动中所掺杂浒帝后两党F白 权力之争,使刘坤一对变法的态庋又颇犹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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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的光绪皇帝徒具虚名,一切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厌恶维新人士的西太后手里。当时稍有政

治头脑的

^、

都很活楚这种形势意味着什么。比如,李鸿章就对人说过: “
现在政权在守旧派

手里,所以稍明新学的宫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做不成

什么事功
”

tp。 老于世故舡I刘坤一当然也不会例外。他非常清楚卷入帝后两党之争的后果 ,

因而对维新变法采取挣默观察、谨慎小心的态度。

再者p维新派的激进言论,也使刘坤一有点望而却步。刘坤一是位洋务派官员,但他更

∶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封建官员。对于维新派所宣传鼓吹的平等、民权等资 产 阶 级 思

想,他是不能接受的;对于维新派变革服饰、违反传统习俗的作法,则更为反感。他曾对人

说: 
“
平等、民权,妄引 《论 》、 《孟 》,中外津津乐道,不知 《易 》之 《履卦 》所谓

‘
上

天下泽,以定民志
’

何哉
”C? “

至欲改变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
”rr; 效 法 西

方, “
则通商裕课以富国可也,制船造炮以强兵可也,至于文物衣冠 , 各 国 自有 祖 宗 制

度
″

⊙。

此外,具有长期行政经验的刘坤一,对于康、梁那种
“
急邃

”
的变法方式, 也 不 能 接

受。他认为, “
中国积习太深,欲求变通,必须从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坚定不摇,乃 有

实济,不致中辍
”

⑤。所以。他在百 日维新刚开始时, “
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勿

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 前折不敢上陈矣
”

⑩。其奏折虽未敢上陈,但他对

于维新变法的态度,却是抱定
“
勿过纷更,勿涉急遽

”
的宗旨行事的。

基于以上原困,再加上封建官员那种特有的遇事观望,行事拖沓的办事作风,刘坤一在

百 口维新期间,是在观望徘徊中,有选择地执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而且,他是站在洋务派的

立场上,以
“
中体西用

”
的原则来看待维新变法的,认为

“
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实

为当务之急
”

⑦,支持戊戌变法中整军经武、兴学育才和振兴农工商等维新措施。例如,光

绪谕令将各省现有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他在筹办两个月以后,就将原来的储材

学堂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并将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书院改为各级学堂,

一律兼习中学、西学0。

可见'对于某些维新变法措施,刘 坤一是遵旨办理,贯彻执行的。我们不能因为戊戌变

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起来就以为封建地主阶级一概反对;也不能因为光绪皇帝曾下过斥

贲刘坤一执行变法不力的电谕,就因此而认定刘坤一是戊戌变法的反对者。对于光绪的斥责

电,我们应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史载,当 时
“
凡有举行新政发交外省各件,自 直隶起概不

奉行,亦不议奏,电 旨严催,置之不复。上愤怒万分,故有此旨。责刘 (指刘坤一 )、 谭 (

指谭钟麟 )者,意在警荣相 (指荣禄 )” G。 维新运动主将梁启超也也认为, “
此谕虽明责

谭、刘,实则深恶荣禄而宣其罪
”

①。百日维新时,各地督抚对变法新政,意存观望,不予

执行,尤其是地位最崇、号称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荣禄更是有恃无恐。光绪心急如焚,但因

荣禄是西太后亲信,不便指责,故而借地位较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名以

责令各省督抚执行新法。

正因为刘坤一对戊戌变法并非一概反对,所以,在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他 才 会 不 顾忌

讳,婉言劝说西太后不要尽废维新措施,并在自已管辖区内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例如,光绪

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西太后同意礼部所奏,下令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刘坤一却

对西太后倡言: 
“
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

”;并盱请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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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饬令
“
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冖

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 期渐开风气
”

③。光绪二十五年夏,刚毅
奉西太后令南下巡视,以 节省经费为由,要求刘坤一停办百 日维新时所设江南高等学堂。刘迫
于无奈,将其改名为格致书院,但 “

仍循学堂规制
”

②,将这一维新硕果变 相 地 保 存 下
来。

又如,西太后下达
“
严禁报馆会名

”
的谕旨后,刘坤一立即上奏表示异议,认为农、商

会,农、商学报等, “
实所以联络群情,考求物产,于农务商务,不无裨益,似不在禁止之

例
”
,应 “

准其设报设会
”

-)。 上海农报馆就是否闭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说: “
农

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然学会,来者不能拒,亦
不必解散

”@,且下令拔给经费给予实际的支持。

也正因为刘坤一对维新运动抱有同情,他才会在戊戌政变后,冒着极大危险,恳请西太

后
“
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

”
⑧。据当时 《北华捷报 》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刘

坤一奉召进京、两次被召见, “
他得到了西太后和在场的亲王们的热烈接待,他被强烈地要

求去采取步骤
‘
清除

’
维新派,但是他答复说那是

‘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

’”
。所以,

熟悉当时中国政情的美国人马士认为,刘坤一
“
对反动派保持着坚决的抗拒

”
C。

戊戌政变以后,刘坤一的确有过反对维新派的言行,但这是处在西太后威权下任何一个

官员的必然态虍。即便如此,刘坤一大张旗鼓地攻击康有为,也是在其刊文 《新闻报 》之

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康有为在 《新闻报 》发表了一篇
“
诬蔑君后之词

”
⑧的文章。

该文触及到了封建礼教中最敏感的问题。为维护封建礼教及清朝统治,刘坤一 化 名
“
江 南

人
”

发表 《息邪说论 》̄ 文予以反驳,文章指出: “
《新闻报 》载康有为逆书,腾其邪说 ,

冀欲离间我两宫,并欲启衅于外人以乱我中国
”,皇太后

“
功德之隆,超迈千古

”, “
而康

有为无端毁谤,实属自画供招。其仇视我皇太后,无非仇视大清
”

⑧。现在康有为的这篇文

章已不可考,但从刘坤一这篇 《息邪说论 》中可以推知其大意。中国史学会所编资料集 《戊

戌变法 》认为,刘坤一 《息邪说论 》所要
“
息

”
的

“
邪说

”, “
即指康、梁变 法 维 新 的主

张
”

④。我们认为 这种解释似乎失之笼统,是不太准确的。刘坤一这里所要
“
息

”
的

“
邪

说
”,显然是指康有为声讨西太后重新训政、剥夺光绪权力之事。张之洞的一 封 信 可 为佐

证: 
“
皇上恳请皇太后训政,乃天下臣民之福,讵康有为信口造言诬谤

”
, “

以谤言登报,

冀以摇惑人心,激怒朝廷,鼓煽奸民,挑动各国使中国从此多事
”

Θ。

戊戌政变后,慈禧愤恨光绪对她的不忠不孝,欲以他人取而代之。她采纳荣禄建议,由
其密电分询各省督臣, “

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
”,借以

“
觇四方动静

”
④。当时全国

慑于西
Ⅱ
'<后 淫威, “

中外噤不敢出声
”

⑨。刘坤一闻讯后即遨湖广总督张之洞合争抗议,张
之洞

“
始诺而中悔

”
,怕触怒西太后。刘坤一遂挺身独任,致屯荣禄力言: “

君 臣 之义 至
重,中 外之口难防

”
⑤,明确表示反对废黜光绪。史载,西太后见刘电后, “

微感悟,废立
之议暂罢

”
⑧。

戊戌年这次废立风波刚过不久 ,由 于
“
康、梁在海外日日倡保皇,慈禧不能耐

”
◎,将废

立之事重新提了出来,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口立瑞郡王载漪之子溥俜为皇子,为
废掉光绪作准备。鉴于刘坤一曾与废立事作梗,此次

“
当事未发表之先,太后虑刘坤-与南

中绅商之反对,特召刘坤一来京,以解其南洋兵柄
”

◎,免得他再惹事端、引 出 麻 烦。 然



而,刘坤一进京后,见到慈禧仍执前言,反对废立。显而易见,慈禧两次未能废掉光绪,虽
然还有其他原因 (如担心外国政府不予承认 ),但刘坤一⒔-I坚决抵制态度当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因萦。刘坤一不怕开罪慈禧、不怕丢掉乌纱,大胆倡言异议,这是需要很大魄力的。对刘

坤一敢于拥保因讲维新而罹难的光绪这一举动。当时的中外舆论评价是很高的。国内是
“
廷

臣咸叹服之,以为有古大臣风烈
”

⑧;国 外则有人说,维新失败后, “
汊藉邮j老政治家们立

即顺风转舵。驻武昌总督张之洞急忙将他那一套鼓励维新叶话吞到肚子里去,并 且 致 电慈

禧,促请她采取强硬手段,对付维新分子。 但是,另 一个汉藉政治家、 驻南京总督刘坤一
f却 表现得那样勇敢和不顾一切,竟 出面为皇帝讲话 ,并且他汽:∶ 主张也应该认为是保全了皇帝

性命的原囚之一
”

。⑩

我们认为,刘坤一之所以再三拥护光绪置1帝 ,固然是其封建忠君思想古lrⅠ 立,是其担心

废立会引起内乱外患。但也不可否认,这与他同情维新运动、同情赞主维新吖l光绪,有极大

的关系。

我们不能囚为刘坤一执行新政萦经拖沓,就认定他是维新变法的反对者,而忽视了他对

变法的同情和支持。他在光绪皇帝批评后尚能实力奉行新政,而且在戊戊政变后曾经为康有

为开脱,再三保护光绪帝位,这对刘坤一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能要求刘坤一与发动

变法的维新志士一样,不能要求他们保持一致步调。刘坤一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不可能

拥有资产阶级维新派那样的思想觉悟。 “
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 ,

年老懵乱,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
”

⑩,就反映了他当时对维新变法懵懵懂懂'惶然不

知所措的感觉和心情。要富强须变革,他懂。侣叉田于传统,对维新派的
“
新奇

”
议论不能

全盘接受。

经过义和l团 、八国联军的重创, “
中因沦为 j上 衤牢徵∷一亻衤辶奴役冖h家,以 致帝国倘

欲图存,根本改萆的必要,已是不待明眼人而可见Ⅰ!事
”

G。 涪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以维

护其统治为已任的每个入无不为之寝食不安、焦虑万分。刘坤一等明眼人深悉,再不进行全

面的改革,大清帝国国将不国。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刘坤一所奏陈的 《时局艰危 谨 陈 愚 虑

折 》,较早地表述了这一要求。他在折中请求朝廷
“
饬令京外臣工,凡有言事之责者,择其

有关治乱,如用人行政诸大端,各陈谠论'毋有隐讳,于以挟定倾危,赞成郅治
”

①。他还

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 “
新政势在必行

”@,揭开了清末
“
新政

”
的片幕。饱受

动乱之苦的慈禧,惊恐之余, “
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 图补救

”
,便 俯

从刘坤一等人推行新政的要求,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 “
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

外
”

⑩。次年三月,清政府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统筹新政的指挥部,并令刘坤一 “
遥为

参预
”

④,协办新政事宜。

刘坤一以欣喜的心情欢迎清政府的决定,认为, “
此次变法为中国治乱兴衰一大转机 ,

关系极巨
”

⑩,对朝廷决行新政的指示作了充分准各,然后于光绪工十七年五至六月,与 湖

广总督张之洞以联衔的方式连上三道奏折,提出其变法主张,即 Ⅱ兴学育才四条 》、 《整顿

中法十二条 》、 《采用西法十一条 》,史称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慈禧看后立予接受,下

令说: 
“
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

时设法择要举办
”

④。在清王朝存在n0最后十年时闾里,推 行了一场时闷长、内容广FFj变 法

运动,即所谓清末
“
新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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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坤一、张之洞在议称为新溲蓝本灼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屮,究竞谈论了-些

什么内容呢?

刘、张在 《兴学育才刂条 》中提出: “
讧1邦致治,非人无由

”; “
非育才不能图存,菲

兴学不能育才,辈 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
”

并提 出 囚条 措

施,作为市才兴学之大端,它们是: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

刘、张在 《整顿中法十工条 》中指出: 
“
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

”, “
整顿中法者,所以

为治之具也◇
”

他↑l认为,中法之必应推顿变通者有十二条,如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

澡官重禄、去书吏、±差役、恤刑狗t、 改进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刘、张在 《采用西法十一条 》中指出: 
“
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 中国欲图

宫强就必须
“
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

”
他们向朝廷提出了十一条

“
切要易行

”
的西法以供

采择,它帘l是 :广派游历、练外囝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 律 交 涉 刑

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玟、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

从以上所列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除去刘坤一、张之洞不具备

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意念外,它与戊戌结新

"内
容相差无几。虽然刘坤一、张之洞一再声

明,自 己所主张的与维新派之
“
邪说谬论

” “
判然不冂

”
,以与慈禧

“
康有为之淡新法乃乱

法也,非变法也
”

④的遁辞保持一致,欺骗视听。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刘、张都照搬了维

新派的主张。拿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与戊戌变法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同之

处。

首先,二者泓l目 的是基本相同白1。 戊戌变法主要的目的是救亡图存 (当然,也还想在中

国实现资本主义 );刘、张会奏变法折的主要意旨也是为了
“
图存

”
、 “

富强
”,使大清统

治能够继续下去。

其次,△考的主要内容是基本相同或相类似冖。 (一 )攻治方面:戊戊变法时,曾裁撤

一些闲衙冗员、整顿吏冶、j1;贤 任 i汪、准允士父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讲生计; “
江楚会奏

变法三折
”

也建议崇卞俭、破 i泞 i缶、 |∶
∶∶jl纷、去讠吏、士差役、 |⊥1△ ∷、攻迕法、筹八旗生

计。 (二 )经济方面:戊戌变法时,曾令发展农政工艺、抿兴商△、奖励制造、开办实业、

等建铁路、广设邮政、整顿屯卫;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也要求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

律商律、拄行邮玟、用银元、行印花税、裁屯卫。 (三 )军事方面:戊戌变法时,曾指示各

省裁真练军、改练洋探、添设河军、等造兵轮;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也献策裁绿营、练外

国操、广军实。 (四 )文教方面:戊 戌变法时,曾 下令变通科举、改书院、兴学校、派留学

广译书;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也提议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多译

各国有用之书等⑧。

如前所述,戊戌变法时,刘坤一曾因执行新政拖沓而受到光绪皇帝的指责。即使其同情

维新,也只是有选择地执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但经过庚子事变的重创,刘坤一受到极大的震

动,决定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向西方寻找宙国强兵的方法。在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中他

和张之洞一起,提出了
“
整顿中法

”
、 “

采用西法
”

的建议,承认不仅西方的
“
西法

”
应该

果用,传统浒封建
“
中法

”
也需要整顿。戊戊变法时,刘坤一是被动的变法执 行 人 ,而 现

在,则是主动自觉地拾起了当年维新派∴t主 张,成为清末新政 f勺 倡导者。虽然
“
江楚会奏变

法三折
”

n'l内 容没朽超出戊戍变法∴l范羽,但对刘坤一个人来说,这却是-个很大的进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他对友人说: 
“
平 日课功,仍宜以经、子及四史、三通为根柢;次则舆

地、算学,有裨实用;又次则 《西政丛书 》、 《经世文续编·三编·新编 》等书,阅之可知欧

洲学术政治及中西交涉本末; 《泰西新史揽要 》纪泰西百年来变法、兴利、尚民权等事,阆 :

之可扩识见
”

⑨。虽然仍服膺于
“
中体西用

”,但是,已 由戊戌年的
“
恶闻民权

”,变而觉

得可以接受, “
阅之可扩识见

”
了。并且,他也已经承认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 “

意 美 法

良
”,是西法最善者,只 因

“
事多阻格

”
,中 国

“
未能照行

”
⑩。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极改革派倡议的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成为近代中

国的时代潮流,学 习西方实行民族 自救的方略为各个政治派别所服膺。地主阶极洋务派为学

西技而发动洋务运动。资产阶极维新派为学西技并试图引进西政而进行维新变法。地主阶极

顽固派西太后等人,最终也在时势面前被迫同意实行
“
新政

”
。刘坤一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

人物,在时代潮流的胁裹下,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在向西方

学习的道路上蹒跚迈进 ,成为清末封建统治阶级中学习西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窥略到近代地主阶级在
“
欧风美雨

”
侵袭下的应变能力及其变化进程,并从中发现

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他们虽然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
意美法 良

”
,但却

没有勇气象引进西方技艺那样加以施行,他们仍要顽圃地维护业已腐败的封建制度。而这正

是封建地主阶级被历史所淘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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