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高仁立

【摘 要】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
。

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

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
,

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
、

重用和帮助
。

李

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
,

有不断发展的
“

变法
”

思想
,

这是他同情早期维

新派的思想基础
。

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
,

其主张
“
变

”

的内容已超

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

【关键词】 李鸿章 早期维新派 洋务派

早期维新派的历史进步性已为学术界

一致肯定
,

作为洋务派主将的李鸿章却是

倍受责骂的人物
。

实际上
,

李鸿章与早期维

新派关系密切
。

仔细考察这种关系
,

对于全

面评价李鸿章甚有必要
。

早期维新派是 19 世纪 70 年代至甲午

战争之前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最先进的思想

派别
。

它与洋务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
,

但

是
,

洋务派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

西方
,

而早期维新派则把学西方的内容扩

展到社会制度方面
,

其思想已经带有明显

的资本主义倾向
。

两派的思想差别是明显

的
。

李鸿章虽然是洋务派的主将
,

可是
,

他

在对待与早期维新派人士的关系方面
,

却

丝毫不为两派思想上的珍域所囿
。

从政治上看
,

李鸿章不排斥早期维新

派人士
。

在这方面
,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

象就是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多为李鸿章

招揽的洋务人才
。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

一般认为有

薛福成
、

马建忠
、

郑观应
、

郭篙蠢
、

王韬
、

容

阂 (有人认为他不是
,

本文且认他是 )
、

冯桂

芬 (有人认为他只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导

者 )
、

何启
、

胡礼垣
、

汤震
、

陈虫L
、

陈炽
、

宋衡

等人
。

就其社会影响而论
,

前七位显然比后

六位重要得多
。

在前七位人士中
,

除王韬以

外
,

都是洋务官员
。

在这些洋务官员出身的

早期维新派人士中
,

除郭篙煮是李鸿章的

同僚好友以外
,

都是李鸿章招揽的人才 (王

韬在后期也与李鸿章有关系 )
。

兹略述如

下
:

薛福成
,

187 5 年被李鸿章延请入幕
,

并被倚为主要的助手和文笔
,

许多重要的

文稿交由他起草
,

许多大事让他参与决策
。

李鸿章称赞他为
“

不可多得之才
”
①

,

以至

当 1 8 7 8年春朝廷欲调薛福成为驻德公使

馆参赞时
,

李鸿章都不愿让他离开
。

他在李

鸿章幕中十年
,

直到 1 8 8 4 年出任浙江官员

才离开
.

他自己谈到李鸿章对他的信任情

况说
: “
平日倚弟筹防

,

始终言听计从
,

毫无

掣肘… …不可谓中垂非真知我也
。 ” ②在薛

福成离开以后
,

李鸿章与他的关系仍然很

好
。

1 8 9 4年薛福成病逝
,

李鸿章甚为痛惜
,

认为未尽其才
。

他在奏章中评价薛福成说
:

“

曾纪泽
、

洪钧
、

刘瑞芬
,

并经出使外洋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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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勤劳
。

惟薛福成奉使绩效
,

亚于曾纪泽
,

过于洪钧
、

刘瑞芬
。 ” ③曾纪泽是以谈判斗

争从俄国手中夺回伊犁的杰出外交家
,

李

鸿章把薛福成仅列曾纪泽之后
,

这既是中

肯的评价
,

也反映出他对薛福成的器重
。

马建忠
,

早年就以通外文
、

晓西情而入

李鸿章幕中
。

1 8 7 6 年
,

李鸿章派马建忠赴

法国研习
“

各国交涉
、

公法和律例
” ,

同时兼

作驻法公使郭篙煮的翻译
。

18 8 0 年
,

马建

忠归国即被李鸿章奏请授以候补道员衔
,

委其管理设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的
“

水师

营务处
” 。

此后
,

马建忠在李鸿章手下效力

十多年
。

郑观应
,

是深为李鸿章赏识的
“

洋务

通
”
和实业家

。

从 1 8 7 8 年始
,

他在李鸿章手

下任职长达二十多年
。

容阂
,

当他留学美国归来时
,

仅作一家

洋行的采购员
,

他拟定的一个旨在以西方

文化推动中国进步的计划也只能束之高

阁
。

是李鸿章发现 f 他的人品与才能
,

把他

举荐给曾国藩
。

于是
,

容阂于 1 8 6 3 年被派

赴国外采购机器
。

此后
,

他拟定的计划才有

机会提出并得以实现
。

冯桂芬
,

他于 1 8 6 1 年写成影响颇大的

著作《校分体庐抗议》
,

于 18 6 2 年成为李鸿章

的幕僚
。

他在李鸿章幕中二年
,

深受赞许
。

李鸿章说他
“

精思卓识
,

讲求经济
” , “

好学

深思
,

博古通今
” , “

洋务机 要
,

研 究 亦

深
’ ,

④
。

冯桂芬逝世以后
,

李鸿章为之撰《墓

志铭劫
。

这些人士聚拢在李鸿章幕中绝非偶

然
,

它是李鸿章政治态度的一个反映
。

特别

要指出的是
,

李鸿章对那些由洋务官员而

转为早期维新派的人士的态度
,

并未因他

们有新思想而发生变化
。

他对马建忠
、

郑观

应的使用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

另外
,

一些洋

务派转化为早期维新派这一事实也说明以

李鸿章为主将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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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之门
,

造成了较为开放的客观环境
,

有利

于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还能给予帮

助
。

就我所见到的材料
,

有以下几事
:

一是帮助王韬
。

王韬在 1 8 6 2年因上书

太平天国被清政府缉拿而逃到香港
。

在香

港期间
,

王韬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新思想人

物
。

1 8 8 4 年
,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
,

王韬才得

以
“

载全家于一炯由两粤而返三昊
’ ,⑤ ,

从

此居于上海
。

如果没有李鸿章的帮助
,

不知

他还要在香港住多少年
,

也许至死都不能

回来
。

二是帮助马建忠
。

马建忠从欧洲回国

以后
,

因其早期维新思想为朝野舆论所不

容
,

处境曾极为困难
。

他遭到顽固派疯狂的

造谣低毁
,

被斥为
“

匪人 ” 、 “

市井无赖
” 、 “

汉

奸
” ,

甚至一些人
“

争欲杀
” 。

由
“

街市传言
”

闹得有人聚到北京菜市 口等着看他被斩
一

首
。

李鸿章出来力保
,

为他分辩
,

才使他得

以安然顶住了顽固派的攻击
。

三是帮助郭篙煮
。

郭篙煮是清朝第一

位驻外使臣
,

在国外的经历使他产生早期

维新思想
。

他因在出使日记中如实地介绍

了所见所闻
,

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

他被

斥为
“

离经叛道
” ,

他写的《使西纪程 》被毁

版
。

在顽固派的群起攻击下
,

他在 1 8 7 9 年

奏请因病销差
。

当时总署拟
“

查办
”

他
,

李鸿

章出来为他说话
,

力持不可
,

总署才
“

保留

他一点面子
,

宣布由曾纪泽接任
’ , ⑥

。

1 8 9 1

年
,

郭篙煮病逝
,

朝廷不予按例立传赐溢
。

经王先谦等具呈
,

李鸿章不惧顽固派之反

对
,

为之上奏
,

讲了郭篙煮许多好处
,

请求

给他立传赐溢
。

他称赞郭篙煮
“

生平廉洁自

矢
” , “

文章学问为后进所宗… …为海内通

儒推重
’ ,

⑦
。

但是
,

朝廷仍不准
、
在郭篙煮因

思想新而遭到朝廷的冷落和顽固派疯狂攻

击的情况下
,

李鸿章两次为他说话
,

这是不

能单从私人交情方面去认识的
。

如果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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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与郭篙煮的新思想格格不入的话
,

恐怕

好友也就不好了
。

从经济上看
,

李鸿章重用早期维新派

人士管理洋务企业
。

李鸿章对郑观应的使用具有代表性
。

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
,

李鸿章即委派郑观

应为上海织布局的官方代理人
,

后来又委

他以候补道衔经理织布局
。

这时郑观应尚

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任职
,

约期未满
。

但

是
,

李鸿章重视他的才干
,

让他兼职管理洋

务企业
。 。

18 81 年
,

李鸿章又让郑观应
“

招股

创办
”

上海电报局
,

委任他为总办
。 .

1 8 8 2

年
,

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的合同期满
,

便

立即被李鸿章委任为洋务派与洋人争船运

之利的重要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帮办
。

郑观

应到局 以后
,

经营得力
,

企业盈利增加
。

1 88 3 年底
,

他被升为总办
。

1 8 8 4 年
,

中法战

争爆发
,

郑观应到南方参与军事才离开招

商局
。

1 8 9 1年
,

50 岁的郑观应又被李鸿章

委任为开平煤矿广东局的总办
。

1 8 9 2 年
,

他又被请回招商局任帮办
。

1 8 94 年
,

孙中

山上书李鸿章
,

时在上海的郑观应为之写

信给在天津的盛宣怀
,

请他向李鸿章转荐
。

此事既反映出郑观应思想之进步
,

也说明

了郑观应在李鸿章幕中之地位
。

1 8 9 6 年
,

汉阳铁厂改为商办
,

郑观应同时又兼任汉

阳铁厂的总办
。

1 9 0 1 年
,

李鸿章去世
。

1 9 0 2

年郑观应才离去
。

马建忠也先后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

和上海织布局的总办
。

他还向李鸿章提出

一些发展工商业的建议⑧
,

其中设织布局
、

开矿
、

增关税等建议皆被采纳
。

1 8 9 6年
,

李

鸿章出访欧
、

美时
,

就把增关税作为一项重

要的交涉内容
。

从外交上看
,

李鸿章信任薛福成和马

建忠
。

薛福成在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中起的

作用有以下两事可以说明
:

一是处理马嘉理案
。

1 8 7 5 年
,

英国人

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杀死
。

英公使威妥

玛 以此事为由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

态度

强横
,

并以绝交
、

调兵相威胁
。

李鸿章负责

处理此事
,

急与薛福成相商
。

薛福成正确地

分析了英国借故要挟的本性和当时的形

势
,

提出了借助国际舆论制约英国的办法
。

他指出
,

由于英国对俄
、

德交好有所顾虑
,

必不敢轻易用兵于中国
,

因此
,

不妨
“ 以拒

为迎
,

一面备战
,

一面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

使臣……请其评论 ;仍密伤海关税务总司

设法刊布外国新闻纸
,

彼都人士非无公论
,

久必有据理以讥威使者
” 。

李鸿章采纳薛福

成之议
,

英使果然主动缓和
。

在谈判时
,

李

鸿章偕他同去
,

俄
、

美
、

德
、

法公使皆与会
,

“

均不直威所为
,

威为气沮
,

而事遂定
’ ,

⑨
。

二是抵制以英人赫德为
“

总海防司
,乡
之

议
。

此事既关内政
,

又关外交
。

18 7 9 年
,

总

署拟以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

防司
,

总辖南北洋海防
,

并以此议征询李鸿

章意见
。

李鸿章便奏调此时丁忧将满期的

薛福成早回
,

与之研究此事
。

薛福成提出
,

“
赫德为人阴鸳

,

虽食厚禄受高职
,

其意仍

内西人而外中国
’ 熟 ,

如授赫德总海防司一

职
,

则中国的兵权
、

响权皆操之于赫德一人

之手
,

此事不妥
。

假如总署已作出定议
,

不

便更改
,

那么
,

可以告诉赫德
,

就说兵事不

能遥制
,

必须他亲赴海滨
,

专管练兵
,

所以

他原任的总税务司一职
,

要改由别人担任
。

薛福成判断
,

赫德贪恋利权
, “
必不以彼易

此也
” 。

李鸿章以此意致函总署
,

,’ 赫德果不

欲行
,

遂 罢 此 事
”L

。

马建忠也是李鸿章幕中一位十分得力

的外交人才
,

参与了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
。

比如 1 8 81 年
,

李鸿章派他到新加坡
、

印度

等地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提高鸦片税事

宜
。

马建忠认为不可专重税收
,

提出
“

寓禁

于征
”

的建议⑨
。

又如 1 8 82年
,

李鸿章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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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去朝鲜
,

办理朝鲜与美国签订商约

的交涉
。

当时是因为 1 8 7 6 年日本强迫朝鲜

签订了《江华条约》
,

清政府担心 日本在朝

鲜得势
,

于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几个强国也

签约
,

以遏制日本
。

马建忠即被委派担此重

任
。

最能说明马建忠在李鸿章办理外交事

务中所起的作用的
,

是李鸿章在重要的外

交谈判中需要马建忠
。

1 8 9 5 年
,

李鸿章到

日本谈判签订 ((马关条约 》时即带马建忠同

去
。

1 9。。年
,

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时也

调马建忠作助手
。

这年 8 月
,

马建忠应招赴

上海李鸿章行辕
,

连夜为李鸿章赶译外文

电报 7000 多字
,

感发
“
热病

” ,

不久即逝世
。

从文化方面看
,

李鸿章支持早期维新

派人士以近代文化培育新式人才的主张
。

李鸿章支持了容阂提出的教育计划
。

本文在前面曾提到容阂被李鸿章举荐以

后
,

其计划有机会提出
。

据英国人寿尔所撰

《田亮号航行记》说
,

容阂之计划
“

一是在上

海设一学校
,

收 12 一 15 岁儿童… …二是每

年送学生 30 人到美国留学 ,’@
。

据寿尔说
,

容阂的计划被采纳
。

但是在上海所办学校

为哪一所
,

我未查明
,

不敢妄言
。

关于派留

学生
,

曾国藩
、

李鸿章联名上奏并获批准
,

清廷于 1 8 7 2 年始连续派出四批共 120 名

幼童赴美留学
。

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

李鸿章还支持了王韬的教育改革
。

王

韬回上海不久
,

就受聘掌管上海格致书院
。

该书院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
、

传播近代

自然科学帕勺新型学校
。

王韬到任以后
,

从培

育新式人才的目的出发
,

对教学进行改革
。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学生除了学自

然科学以外
,

还要学习西方近代社会科学
、

学习时务
。

为此
「

,

他在书院实行新式考课

(即考试 )制度
,

在原有的四季考课之外
,

增

设春秋两季特课
,

专请知晓中西的洋务官

员命题
,

课卷由命题者评阅
。

薛福成
、

郑观

应都参加过命题
。

应王韬之请
,

李鸿章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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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题
。

现录 188 9 年李鸿章所命三题如

下
:

一
、

问大学格致之说 自郑康成以下无

虑数十家
,

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 ?西学格致

始于希腊之阿庐力士托德尔
,

至英人贝根

(培根 ) 出
,

尽变前说
,

其学始精
,

逮尔文 (达

尔文 )
、

斯本思 (斯宾塞 )二家之书行
,

其学

益备
,

能详溯其源流软 ?

二
、

问各 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来

往营生起见
,

设今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

国人民来往
,

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

征以明之软?

三
、

问印度近来讲求茶利
,

不遗余力
,

幸茶叶不及华产
,

是以钵售未广
,

一时尚难

与中国故
,

惟即商近以华茶掺和
,

印茶冀畅

铭路
,

始则华多而印少
t

,

继则华少而印多
,

中国茶利此后必为所夺
,

能预筹防弊之方

软 ? L

李鸿章的命题
,

既有中西学之比较
,

又

紧扣国家时务
。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对王韬

倡导的新教育方针的赞同
,

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他本人对西学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

在王韬的努力下
,

上海格致书院成为培育

新式人才的一个基地
。

李鸿章同早期维新派人士关系密切
,

是因为他有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
。

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
。

这类思想是早期维新派主张的重要内容
,

而李鸿章对这些 问题的认识也很 明确
。

188 2 年
,

上海织布局筹办有眉 目时他上奏

说
: “

古今之势
,

必先富而后能强
,

尤必富在

民生
,

国本乃可益固
。 ” 0 18 9 6 年他在英国

更表示了发展工商业的决心说
: “
本大臣愿

为中国长进之中保
·

一必使工艺商业有进

无退
。 ”L他还充满激情地盛赞农

、

工
、

商并

为三美女
,

他说
: “

夫太平有三美女焉
,

农
,

一也 ;工
,

一也 ;商
,

一也
。

女三成架
,

而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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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妍斗丽于太平之世
,

盖太平如是其足重

也
’ ,L

。

接下去他展示 自己的情怀说
: “

惟望

回华以后
,

益赞文明之治化
,

而补以见闻所

及之盛孰 惮亲见农
、

工
、

商三美女蒸蒸日

上
,

兴会淋漓… …则庶几无负老怀矣 !
’ ,

0

其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何其坚决 ! 封建制度

是发展工商业的栓桔
,

要求得工商业的发

展
,

要实现民生殷富
,

就必然会产生冲破封

建制度束缚的要求
。

李鸿章有不断发展的主张
“

变法
”

的思

想
。

在洋务运动早期
,

他就说过
: “

鸿章窃以

为天下事穷则变
,

变则通
· ·

…旧 本以区区

小国
,

尚能及时改辙
,

知所取法
,

然则我中

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
,

夫亦可以皇然变计

矣
。 ” L他还说过

: “

办洋务
、

制洋兵若不变

法而徒鹜空文
,

绝无实济
。 ’ ,L如果说

,

李鸿

章早期的
“

变法
”

思想也许不包括政治
、

经

济制度及社会文化等内容的话
,

那么
,

随着

洋务运动的推进
,

随着他对外国情况了解

的增多
,

他的
“

变法
”

思想也在不断发展着
。

他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弊端已经有所批判
,

他说
: “
中国政体

,

官与民
、

内与外
,

均难合

一
。 ’ ,L他对中国不能象日本那样变法深表

不满
。

在签 《马关条约 》时
,

他对 日本首相伊

藤博文说
: “

阁下在贵国所兴之事
,

大著功

效
,

鄙人亦愿在敝国仿行之
,

惜一言新学
,

即有言不能尽之难处
。 ’ ,

O 回国以后
,

他劝

光绪
“

及早变法求才
,

自强克敌
。 ” L 1 8 9 6

年
,

他出访欧美诸国时
,

表示出的
“

变法
”

思

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

已经明显地超出了

洋务运动的范围
,

涉及到了社会制度及文

化
。

在出访之初
,

刚到俄国时
,

他就表示
:

“

仆更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
,

他 日重回华

海
,

改弦而更张之
。 ”L在随后的访问中

,

他

对资本主义的文明表示出由衷地赞美
。

在

访德时
,

他在递交国书时致词说
: “

今来贵

国
,

亲见朝野上下之德行教化… …寸衷羡

慕
,

莫可言宣
。 ” @他在访英时又说

: “

即如

欧洲政教
,

本大臣耳熟能详
,

徒以道阻且

修
,

心领而未由目击
,

今则见所见而去
,

尤

胜于闻所闻而来
。

场当时伦敦《特报 ))载文

说
: “

中堂既至欧洲
,

无事不惊创见…… 至

于欧洲教化之善
,

中堂在华时业已略有所

见
,

略有所知
,

今更目击道存
,

叹美不绝于

口
。 ” L李鸿章平时与许多外国人相熟

,

手

下又有马建忠等通晓外国情况的僚属
,

他

虽是初次出访
,

但平时已对外国情况有相

当多的了解
,

所以
,

他对外国文明的赞美是

在出访中说出
,

但是
,

其赞美之思想绝非始

于出访之时
。

李鸿章目睹资本主义文明
,

深

受鼓舞
。

迭经挫折
、

年已古稀的他竟萌生出

回国以后大干一场
,

把在西方之所见行之

于中国的壮志
。

他在国外多次表露了这种

强烈的愿望
。

《泰晤士报》记述他的话
: “

某

当辞华赴俄之 日
,

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 已

作一大结束
。

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
,

忽经

新气之感动
,

此心竟一往而深
。

所谓
`

山穷

水复疑无路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者
,

诚为某

今 日咏矣……他 白身归故国
,

后半生无涯
之大事

,

将重整其旗鼓
,

泰颜而将中军
,

且

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
,

冀于中国尤有

裨益
。 ’

场他在英国辞行时说
: “

深冀回华之

日
,

再握大权
。

非仆之妄敢贪之也
,

远适异

国
,

顿扩灵明
。

以一人之所知
,

补一国之所

缺
,

分在则然
,

责无 旁 贷也
。 ”L其对国外

事物感受之深
,

变法心情之切
,

溢手言表
。

然而
,

朝不予权
,

天不假年
,

他的满腔热情

终为泡影
。

李鸿章这种不断发展的
“

变法
”

思想正是我们断定他有同情早期维新派思

想的最重要依据
。

对李鸿章思想的考察
,

还可有以下几

点作为佐证
:
一

一是他没有反对早期维新派的言论
。

特别是当郭篙煮
、

马建忠在国外写给李鸿

章的一些信中表露出自己的早期维新思想

时
,

他也未有批驳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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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他对后来康
、

梁维新派予 以了同

情和支持
。

比如他认为《公车上书 ))’’ 何尝无

深识危言
,

此在庙堂加以采择
,

见诸施行而

已
。 ” L维新失败以后

,

有人弹劝李鸿章是

康党
,

他对慈禧说
: “
臣实是康党

,

若旧法能

富强
,

中国之强久矣
,

何待今 日? 主张变法

者即指为康党
,

臣无可逃
,

实是康党
。 ’ ,

匆此

外
,

他还有一些与康梁党人有关系之事
,

在

此不予赘述
。

三是孙中山
、

章太炎都曾上书给李鸿

章
,

特别是 1 9 0 0 年义和团运动时
,

孙中山

还打算拥李鸿章在两广独立
。

尽管事情都

未成
,

但这不也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是他

同时代官员中的进步者吗?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的密切关系及其

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
,

我们应予充分
一

肯

定
。

尤其他的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是不

断发展的
,

到其晚年愈见明显
。

以往论者多

用洋务派的框子框定他
,

忽视了其与早期

维新派的关系及他思想的发展变化
,

失之

偏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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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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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不坦露自己真实的思

想呢? 对此
,

我试作三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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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认为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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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封建传统的忠臣观念束缚着

他
,

使他不肯超越朝廷允许的范围
; 二是他

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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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篙熹等人直言后的遭遇就是前

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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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鸿章之身份
、

地位
,

他必然顾

虑重重
,

不敢轻易表态 ;三是他可能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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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有渐进的变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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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英

国时曾说
: “

华人之效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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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寒极而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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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迁延忍耐
,

逐渐加温
。 ”

他认为如过急

则如
“

擎琉璃冷盏以探汤
,

有不碎然破裂

乎?
” ⑨从渐进的思想出发

,

他对早期维新

派的主张虽赞同而不予立即行之
。

既不立

即行之
,

说而招乱
,

何如不说 ? 这些局限性

使他未能跻身于早期维新派的行列
,

也使

我们对他的评价打了一个大折扣
。

但是
,

我

们在批判他的局限性的同时
,

不是更应该

看到他的进步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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