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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清帝国的斜阳，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应该是要从1793年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使马戛尔尼
开始的。
仅仅由于觐见礼仪的争执，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谈判建交的请求，使大清帝国丧失了半个
多世纪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了解的大好机会，东西方两个大国就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1842
年，大英帝国用炮舰与鸦片叩开了中国闭关自守、长期封闭的大门。
此后，西方的列强们开始效仿英国，欧风美雨狂扫中华神州大地。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势力之下被暴力所打败的时候
，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没有解决好与国际的接轨问题，赶上世界浩浩荡荡之潮流，这是清王朝这艘古老的航船最终在茫茫
大海中触礁沉没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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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官制改革本来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的运作技能，并为立宪打下基础。
但袁世凯意图的过早暴露却使得改革从此超出了新政的范围，而与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
尽管在革命党的威胁下清廷开始了改革，但此时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却是来自袁世凯。
为了消除腹心之患，慈禧太后宁可抛弃原来的改革目的。
实际上，越到后来，权力越取代“仿行宪政”，而成为两官裁订官制的出发点。
在权力这个问题的干扰下，改革已不能顺利进行下去。
组织责任内阁是“弊极求治”的一个方案，但既然责任内阁方案已成为袁世凯力图揽权的工具，那么
对权力敏感的慈禧太后就会一改“疑难之事多取决于袁”的传统，断然否定责任内阁，而代之以另外
的方案。
这样，立宪改制之举，也就只能“始而恢张，继无消息，终成敷衍”了。
　　与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相反的是瞿鸿禨、赵炳麟的“保留军机”方案。
瞿为军机，赵为御史，二人同属清流党人物，与被称为“浊流”的庆、袁素不相能。
所谓官制改革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瞿挟台谏及朝野清流以自重，袁则内倚亲贵而以外交、军事为后
援。
太后则操纵其间，自矜智术”造成的。
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中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光绪末年清廷‘预备立宪
诏'中人所共知的‘名句'，对反对立宪而又不得不抬出立宪幌子骗人的顽固派来说，确是匠心经营的
得意之作。
这一谕旨出自当时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手笔，而在这后面还有一段瞿与袁世凯相互倾轧的故事。
”袁案提出后，赵炳麟即上疏逐条批驳，认为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
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此固非朝廷之福。
”为此他提出：“其内阁、军机处，无论归并与否，并易何种名称，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
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
”以“恐大权久假不归”来抨击袁氏方案，的确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而赵炳麟提出的内阁、军机照
旧无疑迎合了一心想防范袁世凯的清廷。
与赵炳麟相呼应的瞿鸿禨又利用“总司核定”的有利地位，将袁世凯起草的方案“颇有裁正”。
所谓“裁正”，就是在奕勖所进缮单中，加上一句：“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
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
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
”寥寥数语，在整个奏折中很不起眼，但它却给慈禧以从容选择的机会。
二十日上谕下，竞采用瞿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旧制。
　　采纳瞿氏方案，否定责任内阁，并不单纯是一个方案之争，它标志着慈禧“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
初”、袁“大权独揽”的时代已经过去。
这对于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瞿氏又趁机引荐广西巡抚林绍年入军机，作为助手，地位更为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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