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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二十年》内容介绍：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
晚清二十年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随之终结了一个衰败的王朝，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让清史专家带
着我们，一起观看历史的潮起潮落，领略时代的风云际会，体察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的心路历程。

《晚清二十年》的作者是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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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皇上的病情不时反复，时好时坏，清政府虽然及时将这些情形向内外大臣通报，但
鉴于1898年的政治变动，尤其是康、梁等人在海外的大肆渲染，使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甚至许多爱国华
侨都越来越不愿意相信清政府公开解释的理由，以为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秋天之后确实有
个废黜皇上，另立新皇帝的计划，所以清廷的许多解释不仅没有消解海外中国人的疑虑，反而添加了
许多的素材。
光绪帝在南海瀛台静养被说成是幽禁，皇太后对皇上的任何关爱都被解释成别有用心。
一百多年后重新检讨这些史实，其实还是应该相信一个合法的主权政府不会如此卑劣地造谣误导。
我们在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献以及清廷官方史料中根本看不到康、梁等海外政治流亡者所说的那些事
情。
其实当年《申报》就有文章批评梁启超的种种说法毫无根据，只是故意丑化皇太后，离间两宫。
皇上既为皇太后所立，假如皇太后真的不喜欢皇上，则当日尽可在亲友中另行选择，何必一定要立光
绪帝以统乾纲？
至于康、梁等人在海外肆意散布皇太后将皇上幽禁瀛台的消息，在《申报》作者看来也是不通之论。
瀛台为南海中心，四面环水，素为列圣休憩之所，水木清华，亭台精雅，极适合休养。
皇太后看到皇上的病情总是反复，不见痊愈，故令其于此消遣世虑，安心养病，怎么能够将这说成是
幽禁呢？
 慈禧太后确实不是皇上的“亲爸爸”，不过人类的天性是养育之恩一般大于血缘关系，几十年的辛辛
苦苦相依为命，都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伦理情谊。
如果从善的历史观去观察，我们就不应该怀疑皇太后的一番护犊苦心，就不应该作出如此恶的解释。
按照皇太后的权势说，她真的要想虐待皇上，可以有许多办法和机会，完全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将其幽
禁在瀛台。
 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击终于惹恼了清政府，甚至惹恼了光绪帝。
1899年12月20日，皇上发布上谕严厉驳斥康、梁的污蔑和攻击，强调自去年秋天训政以来，上下一心
，宫府一体，告诫中外不要轻信谣言，妄加猜测。
 作为政府文件，应该相信其严肃性。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光绪帝发布上谕的前后，清廷内部选拔小皇帝的事情又被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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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好友杨华来电话问我是否给《晚清二十年》写个后记。
想了想，我觉得还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大致说说我对晚清史的想法，尽量方便读者阅读。
    19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经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了。
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几经变迁，按照传统中国正统史观，清朝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是前朝的前朝。
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清朝视为前朝，于是晚清的历史对于我们今人
而言，犹如胜利者去写自己的成功史，于是也就留下许多还可继续探讨的空间。
    晚清历史还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叙事模式可能被严重妖魔化了，而且可能还
不止一次被妖魔化。
    晚清历史的第一次被妖魔化，可能来自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批改良主义者。
他们在甲午战后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关键，最先发出政治变革的呼吁。
这些呼吁合乎当时中国的政治实际，于是很快从理论转为实践，于是开启一个“维新时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到了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无论如何，谭
嗣同等六君子不经审判就被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被常年流放海外，这在道义上确实构成
了对清廷的不利，对康、梁的有利。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必须注意的是，作为政府，清廷在1898年秋天全部事件处理完毕、宣布完毕后，不
可能整天喋喋不休反复唠叨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和来龙去脉，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政府的正当事情。
而作为被流亡、被诛戮的人，康有为、梁启超是无论如何忘不了1898年的那个秋天，那个夜晚，在此
后漫长的流亡岁月里，他们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靠着回忆过去支撑着自己的信念。
于是历史故事在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日趋完美，我们通过他们知道：在清廷内部存在一个政治上
的坚定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总头目就是那个可恶的西太后，主要干将就是那几个满洲高官如荣禄，
如刚毅以及还有与清廷关系复杂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等。
至于他们敬仰和一直在保护的，就是那个英明的小皇帝光绪帝，这个小皇帝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是
日本明治天皇、沙皇彼得大帝一类的伟大领袖。
光绪帝被塑造成中国政治改革的化身，进步的希望；慈禧太后则成为政治上的保守者和顽固派的领袖
，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
    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建构当然不能说是恶意的编造，其实只是他们作为政治局中人和政
治边缘人的想象，光绪帝只见过他们两人一次，与梁启超的谈话不过十五分钟，与康有为的谈话时间
稍长些，也不过一个小时，他们对皇上的理解只是出于一种感情，与事实确实没有多大关系。
至于他们对慈禧太后、荣禄、刚毅、怀塔布等人的憎恨，更是依据各种传言，没有事实依据。
不要说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不会清楚他们是谁，就连恭亲王也不过称他们为广东举人，根本分不清谁
和谁。
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建构是想象多于事实，即便是梁启超，后来也真诚表达了自己
的歉意，认为自己在《戊戌政变记》等相关文字中的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宣传，
并非历史事实。
    梁启超的态度是坦诚的，值得敬佩的，其实接续他们这批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党人，对
于康、梁建构的晚清政治场景是不信任的，不当作一回事的。
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清廷内部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进行挑拨，而是始终将清廷、清政府
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革命党人眼里，不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顽固派、守旧派，即便是那个被康有为、梁启超捧上天的
光绪皇帝，在革命党人看来并不是什么真理的化身，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丑。
    革命党人不能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的想象，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对晚清政治进行了重
组和建构，他们认为晚清十几年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都是骗人的把戏，是一个不敢退出历史舞台的统
治阶级在故意拖延时间。
当1901年新政启动后，革命党人这样说；当预备立宪开始后，革命党人依然这样说；结果到了皇族内
阁出台，到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出台，历史就这样干脆地证明了革命党人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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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那之后，人们不再认为清廷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有意义，有价值，而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谴责
清廷对中国发展的延误和延迟，晚清十年的政治变革成了欺骗人民、拖延革命的阴谋，被康有为、梁
启超捧上天的英明领袖也被革命党打人地狱。
    一百年过去了，大清王朝的背影渐渐远去，这个王朝也逐渐融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成为紧密
结合的一部分。
满洲统治者不再是孙中山所指责的殖民者，晚清的政治变革也不再像革命党人所指责的那样只是一场
闹剧，一场骗人的把戏。
如果我们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和敬意去看待包括改良主义者、革命者、清政府在内的全部历史，我们
就会发现过去所接受的历史认知可能还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可能并非先前所说的那个样子。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概要从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访问开始起算，那一次中西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共识，
没有开始接触，但中西之间的交往特别‘是贸易的往来并没有中断。
这一年，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拐点。
    乾隆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英国人的交往要求。
我们过去的研究，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将之归为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冲突，或礼仪制度的不同安
排。
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对于西方、对于英国来说，就是工业革命之后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市场，而对中
国、对清廷来说，所谓的文化差异、文明冲突，本质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应该主动或被动适应世界呢
，还是世界应该适应中国？
    大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带来的产能过剩，都使中国的断然拒绝变成了不可能，也就是几十年的光
阴，英国人以鸦片去化解贸易的不平衡还是引发了一场战争。
从此，中国的历史根本改观，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开始进人中国，强行将中国拉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
中国踏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不归路，尽管此后的挫折并不断。
    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又蹉跎了二十年，到了1860年，经过英法联军打击，中西交往开始步人正规
，西方国家被允许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中国的公使也开始前往东西洋各国常驻或游历，中国与世界的
距离越来越近，应该承认，也就只是短短三十年，大清国真的恢复了往日的气势，所谓“同光中兴”
，在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假的。
    “同光中兴”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恢复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勇气，于是又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
动辄表示不高兴。
    其实，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只是将一个非常态的国家推向一个常态国家，并不意味着大清国此时就
是一个常态国家了。
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虚骄，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武装冲突
，庞大的中华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重演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轻而易举地败在东邻小国日本人的
手里。
    在过去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日本几乎始终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几乎不加修改全
盘照搬引进中国文明，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来，日本和中国这个老师一样面临着同样问
题，但师徒作出了不同选择。
中国人以文明底蕴深厚为理由，选择了“中体西用”，以为中国之体不必变，中国所需要的或者说中
国所缺乏的只是西方之用、西方之末。
而日本或许真的如中国人所认识的那样，只认没有文明底蕴，于是就像一千年前决定向中国学习一样
，毫无保留转身向西，脱亚入欧。
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日本竟然真的实现了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期待，在远东建立起了一个比
较纯西方式的国家，并一举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
    假如中国不是败在昔日这个学生手里，假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继续败给西方某一个强国，中国人都
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应。
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号称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帝国，竟然败在“小日本”手里，这实在使中国人
觉得太跌份，太没有面子。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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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榜样，就是这个从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东邻小国。
稍后所发生的所谓“维新运动”，其“维新”二字虽然在中国古典文明中久已存在，但现在化旧为新
、推陈出新，显然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或者说就是直接来自日本的启迪。
那时的中国，确实期待模仿日本明治维新，重新建构一个和传统不一样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确实非常强
烈。
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在中国却希望三年达到，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
慌。
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确实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
官，在这些方面大约都是各有各的看法。
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
康有_为的焦灼意识促使他觉得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
毁这个守旧堡垒。
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
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抑暴的强势镇压，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
异变和调整，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
为了什么，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间的政治故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政
治统治为前提，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
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然而事
与愿违，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新政、预备立
宪、钦定宪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问相继出现，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
    当然，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持久主动变
革。
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政治反对派。
在大清王朝最后十年，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
人。
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激烈赛跑，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孙中山原本
“一个人的革命”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考虑到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
在那十年问，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
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构晚清历史的叙事框架呢？
本书只是一个尝试，期待各方面的批评。
至于本书的出版，应该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周绚隆主任，尤其应该感谢杨华的精心编辑和安排
，衷心期待着下一次愉快合作。
    马勇    201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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