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 同 酥 和 帝 党

汤志钧

翁 同舫是帝党的领袖
,

帝党是拥戴光绪改革的政治集团
。

甲

午
、

戊戌间
,

翁同酥
“

憾于割台
,

有变法之心
” ,

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

派合作
,

推动了光绪
“

诏定国是
” 。

晚近对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活动颇

多论列
,

而对翁同酥和帝党的作用却很少涉及
。

本文即拟就此提出

自己的看法
。

帝党源自
“

清流
” 。

中法战时
,

李鸿藻
、

张之洞
、

张佩纶
、

黄体芳
、

陈宝深等
“

清流
”

中坚指斥时政
,

震动朝野
。

然而
,

随着张佩纶在中

法战争以
“

失败
”

谴斥
, “

清流
”

随之解体
。

1 8 8 7 年
,

光绪
“

亲政
” ,

一些官僚
、

文人
、

名士不满后党腐朽
,

以

拥帝相标榜
。

在过去的
“

清流
”

中
,

有拥帝的
,

也有游移观望
,

主张

,’I日学为体
”
的

。 “

清流
”

有升沉
,

人员有变迁
,

翁同酥竭力接纳以清

议见长的士大夫
,

发展为帝党
。 ·

帝党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

以为中国遭受侵略是

由于
“
内政不修

” 。

他们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
,

以
“
延

揽新进
”

为救时要务
,

利用科举考试
,

拔摇人才
。

文廷式
、

张睿就是

翁同拆拔识的
“
人才

” ,

他们也就成为帝党的中坚
。

就在光绪
“

大婚
” ,

册封瑾殡
、

珍殡那年
,

文廷式来京
,

文与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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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黄绍箕
、

王仁堪
、

王仁东等本有
“

清流
”
之号

,

又和瑾
、

珍二殡的

胞 兄志锐
、

志钧相友善
,

早 为翁同新所注 目
。

到京不久
,

帝党沈曾

植
、

沈曾桐就专门招饮
,

同座有张警
、

郑孝青
、

叶昌炽等①
。

九月
,

吏

部请考 内阁中书
,

由徐桐
、

翁同解
、

李鸿藻
、

汪鸣盔主试
,

文廷式的

考卷经汪鸣变推荐
,

翁同解也很赏识
,

说
: “

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

乎
” ? 徐桐并不同意

,

翁同舫力争
, “

持之 良久乃定
’ ,

②
,

取为内阁中

书第一名
。

文廷式随即渴见翁同酥
。

次年
,

文廷式再度北上
,

偕同

张容往渴翁同解③
。

中式恩科贡生
,

由户部引见
,

复试一等第一名
,

殿试第一甲第二名
,

赐进士出身
。

光绪看到文廷式的试卷
,

说
: “

此

人有名
,

作得好
” ④

。

他知道文廷式
“

有名
” ,

不是出 自瑾
、

珍二缤的

推荐
,

就是 由于翁同酥的介绍
。

文廷式授职翰林院编修
,

旋充国史

馆协修
、

会典馆纂修
、

本衙门撰文
,

成为帝党的中坚
。

张容也是翁同酥早已注视的人物
。

19 世纪 70 年代末
,

张春还

在吴长庆军中充当幕客时
,

翁同酥就加垂注
。

张容科试时的江苏学

政夏同善及其继任黄体芳
,

都是
“

清流
”

前辈
。

这样
,

张容也想跻身
“

清流
” ,

只是还未获得进入这个行列的社会身份
。

1 8 8 5 年
,

张容到

北京参加顺天乡试
,

又结识了黄绍箕
、

沈曾植
、

盛显
、

丁立钧等
,

这

些人都是翁同酥
、

潘祖荫门下的
“

清流
”

名士
。

乡试发榜
,

张容被录

取为第二名
。

他在《自订年谱 》中说
: “

九月十一 日
,

听录中第二
,

潘
、

翁二师期许甚至
。

翁尚书先见予优贡试卷
,

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

远
,

访余于庙
。

余一答谢
。

潘师命为乡试录其序
,

翁师命为后序
。 ”

翁同酥对张容
“

期许甚至
” ,

此后
,

翁同酥一直利用手头的录取权

力
,

想把张容中为进士
,

都未成功
。

直到 1 8 9 4 年
,

张容又参加会试
,

殿试时
,

收卷官黄思永等候张容缴卷
,

即
“

送翁叔平相国阅定
,

盖知

① 叶昌炽
: 《缘督庐日记钞 》 “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七 日

” 。

② 《翁文恭公 日记 》“ 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九 日
” ; “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一 日

” 。

③ 同上书
“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三 日

” 。

④ 同上书
“
光绪十六年 四月二十四 日

” 。



张 为翁所拔赏之 门生也
’ ,

①
。

翁 以为
“
文气甚古

,

字亦雅
,

非常手

也
” ② ,竭力拔播

,

张容遂得
“

大魁天下
” 。 “

引见
”

时
,

翁同娇还对光

绪说
: “

张窖
,

江苏名士
.

且孝子也
” ③

,

目的使光绪留下印象
。

张警

因翁同娇
一

的大力援引而取得
“

清流
”
的社会地位

.

竭智尽忠地投入

帝党怀抱
,

帝党也得到一位重要谋士
。

翁同解注目
“

清流
” ,

宏揽名士
,

以至引用新进
,

汇成帝党
,

予晚

清政局
,

频起波澜
。

1 8 9 4 年
,

中 日甲午战争发生
,

翁同酥和帝党极力主战
,

并集矢

对淮军统帅李鸿章进行攻击
。

从《翁文恭公日记 》中
,

可以看到翁同舫等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

兹将 1 8 9 4 年 8 月 1 日中 日战争爆发到 《马关条约 》签订的有关材

料简述如下④ :

8 月 1 7 日
,

翁同酥在军机处看到李鸿章
“

电谓俄人有兴兵逐

楼之意
” , “

力言俄不能拒
,

亦不可联
,

总以我兵能胜楼为主
,

勿盼外

援而疏本务
” 。

9 月 1 6 日
,

平壤失守
。

次 日
,

翁同舫攻击李鸿章
,

谓
“

合肥事事

落后
,

不得谓非贻误
” 。

9 月 1 7 日
,

黄海海战爆发
,

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

翁同献深感
“

鸭绿江一线可危
,

即渤海亦可危
” 。

9 月 2 1 日
,

翁同酥建议
“
宜调东三省兵

,

而急设大粮台
,

派大

员经理
,

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
” 。

10 月 1 4 日
,

翁同解听说英使欧格访提出各国联合促使中 日

① 王伯藉
: 《蜷庐随笔 》

。

② 《翁文恭公 日记 》“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二 日
” 。

③ 同上书
“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 日

” 。

④ 以下均见 《翁文恭公 日记 》第三十三至三十四册
,

不另一一加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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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
,

而 日本需索取兵费
,

极为愤意
,

当着慈禧
“

指陈欧使可恶
” ,

主

张继续抗战
。

10 月 3 1 日
,

翁同解进见光绪皇帝
, “

力陈京师陆危情况
,

请勿

再迟一刻
” 。

n 月 3 日
,

翁同解被补授军机大臣
。

8 日
,

知金州已失
,

旅顺危

急
,

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
,

22 日
,

旅顺失守
,

翁同酥
“

愤虑填膺
” 。

当清政府派使赴 日议和时
,

翁同赫仍主张征集湘军
,

以刘坤一为统

帅
,

清政府采其议
。

1 8 9 5年 1 月 10 日
,

盖平失守
。

14 日
,

翁同拆自称
: “

臣于和议
,

向不敢阿附
,

惟兹事亦不可中止
,

使臣已遣而逗留
,

恐彼得藉口
,

且

我之议和
,

正欲得其贪吻所出
,

先作准备耳
,

幸少 留意
” 。

并提出
:

“

悬破格之赏
,

不次之迁
,

以作将士之气
” 。

1 月 2 5 日旧 军在荣成湾登陆
。

30 日
,

威海卫南帮海陆炮台失

陷
,

翁同舫感到
“

大局糜烂矣
,

焦灼愤感
,

如入汤火
” 。

2 月 2 日
,

威海卫与北帮炮台尽失
,

翁同酥
“

愤极愧极 ! ” 谓
“

寇

深矣
,

若之何
”
?

2 月 1 3 日
,

清政府以李鸿章为议和头等全权大臣
。

22 日
,

光绪

皇帝接见李鸿章时
,

孙毓坟认为
“
必欲 以割地为了局

” ,

翁 同耘力
“

持不可
” 。

3 月 2 日
,

李鸿章谈及割地
,

翁同酥坚决反对
,

以为
“

台湾万无

议及之理
” 。

4 月 3 日
,

翁同酥从李鸿章来 电中得悉
“

和约
”

内容
, “
胸 中磊

块
,

未易平矣
” 。

次 日
,

得知光绪帝期望议和速成
,

再次
“

力陈台不可

弃
” ,

说是如割台
, “
恐从此失天下人心

” 。

《马关条约 》签订
,

又
“
极

言批准之不可速
” 。

5 月 2 日
,

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 》
,

17 日
,

翁同新见台民公电
,

“

为之流涕
” 。

由上可知
,

翁同酥在甲午战时是主战的
,

马关议和时是反对割

台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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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
,

他还和张春
、

文廷式等关怀时局
,

讨论战备
,

密谋对

策
。

如提出
:

派海军游弋中国
、

朝鲜
、

日本间
,

伺隙进攻
,

使日本
“

不

敢分兵扰我边海
’ ,

① ; “

请明发谕旨
,

对 日宣战
” ②

。

主和
、

主兵
,

后党依靠的是淮军首领李鸿章
,

帝党就集矢攻击

李鸿章
。

7 月底
,

张容建议严惩李鸿章
。

8 月中旬以后
,

随着战局的

恶化
,

翁同解与忱曾植
、

沈曾桐
、

丁立钧
、

黄绍箕
、

文廷式
、

张誉等频

频密议
。

8 月 3 日
,

先由志锐出面
,

奏劫李鸿章衰病昏庸
,

请求另行
“

简派重臣至津誓师
” ③

。

两天以后
,

长麟等再次抨击
,

要求撤换淮

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

9 月
,

黄海海战失败
,

战火延入东北边境
,

人们把愤怒集中在李鸿章身上
。

在
“

群议沸腾
”

下
,

清廷不得不发出

给李鸿章
“

拔去三眼花翎
,

视去黄马褂
”

惩罚的上谕
.

翁同赫认为
“

将不易
,

帅不易
,

何论其他
’ ,

④? 和文廷式
、

张誊
、

丁立钧等商议
,

酝酿联名奏请起用奕沂
。

9 月 27 日
,

张容与盛显等

在山西会馆合议
,

翁同舫且向光绪提出
。

次 日
,

翰林院集议于全浙

会馆
,

起草请求重新起用奕诉的奏议
,

列名者 57 人
,

对后党发动攻

势
。

叶昌炽《缘督庐 日记钞 》记
:

廿八 日 ( 9 月 2 7 日 )
,

木斋晨来
,

约联名递封事
,

请起用幕邸
,

因昨 日

南
、

上两斋先入告
,

伯葵前辈召 对
,

圣意欲得外廷请
,

臣协 力言之也
。

廿九 日 ( 9 月 28 日 )
,

同舟诸君集议于全浙馆
,

道 希属稿
,

列名者五

十七 人
。

木斋
,

李盛铎
;道希

,

文廷式 ;
伯葵

,

陆宝忠
,

时为侍读学士
,

入直南

书房
。

陆宝忠 自己也有一段起用奕诉内幕的记载
:

自甲申更换 枢 臣
,

十年 来专以 恒舞附歌 为事
,

强邻虎视
,

主人翁熟寐 不

知
。

未
、

夏问
,

以朝鲜事与 日本纽鹅
,

激而开砰
,

仓卒征兵
,

漫无节制
。

中

秋 后誉报受来
,

予与禁秋入 直后
,

互论 国事
,

以 为欲挽艰危
,

非玉 召亲贤

① 张奋
: 《致翁同酥密信》

_

二 ,

应发于光绪二十年六月上旬
。

② 张容
: 《致翁同酥密信》六

,

应发于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 日
。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
。

④ 《翁松禅致张窗庵手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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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

顾以 资浅言徽
,

恐不足 以 动听
,

踌璐数 日
。

八 月二十 七 日清晨
,

至

万喜侧 直庐
,

与曹竹铭同年
、

野秋往 复相酌
,

谋诸李若农前辈文 田
,

若老

忠义奋发
,

愿 不进健责
,

联衔入告
,

即与 同志诸人到若老 宅
,

由伊定稿
,

即

日峪 写
,

份晚封 口
,

明晨 呈递
。

列 名者 为李文 田
、

陆宝忠
、

张百 熙
、

张 仁
、

曹鸿勋
、

高庆恩
。

二十八 日入直
,

宝忠独蒙召对
,

所宣示者 不敢缕记
。

临出
,

上谓 吾今 日构心告沃
,

法 其好 为之 ! 退至直庐
,

即往 诵徐荫老
,

两

老约 同志拟折
,

列名 只数人
。

翰林科道皆有公折
,

翌 日同上
。

又次 日
,

上

召话南
、

上 两斋之未列名者令其补递
。

于是传知 宗人府
,

令恭亲王预备

召见
。

①

可知奕诉的起用
,

是经过光绪和帝党的内外配合的
。

奕诉起用没有几天
,

丁立钧领衔联合翰林 35 人上 《请罪李鸿

章公折 》② ,

张容又单衔上折
,

说
: “

李鸿章既 自负善和
,

必且幸中国

之败
,

以实其言之中
;必且冀中国之败

,

而仍须由其主和
,

以谋其所

挟之尊
。

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
,

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
,

展

占相师
” 。 “

恐兵事一定
,

校论功罪
,

恩怨起于朝局
,

邪说祸及将来
,

此则迫切忧危而不得不为辨奸之论者也
” ③

。

斥责李鸿章
“
主和误

国
” 。

帝党对李鸿章外交政策的抨击
,

多少反映了民间御侮图存的

情绪
,

然而
,

帝党期望
“

扭转乾坤
”

的奕诉
,

起用后无所作为
,

连文廷

式都说
: “

恭邸复用之后
,

惟设督办军务处
,

援宋庆帮办军务
,

余无

所建白
。

… …恭邸至冬间乃直军机
,

年又老
,

又叠经废置
,

且一时将

相多非所习
,

遂因循焉
。

上始向之殷
,

久之乃竟不足恃
,

天下之望亦

愈孤
’

,@
。

帝党又想借助英
、

德以抗 日本
,

10 月间
,

沈曾植
、

黄绍箕
、

丁立钧
“

申议联络英
、

德
” ,

志锐奏请
“

联英伐楼
” ,

文廷式更联合翰

林 38 人上《奏请密联英
、

德以御楼人折 》
,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

表

① 《陆文慎公年谱 》卷上
。

② 《参昏庸骄赛丧心误国疏 》 ,

见草莽书生辑 《谏止 中东和议奏稿 》 ,

署名文廷式等
。

查

《张奋日记 》 ,

记 由丁立钧领衔
。

③ 张套
: 《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 》 , 《张季子九录

·

政闻录 》卷 l
。

④ 文廷式
: 《闻尘偶记 》

。



明了帝
、

后之间主战主和之争
,

也交织着英
、

俄
、

德
、

日之间在中国

的争夺
。

英国的联合
“

调停
”
没有实现

,

后党的求和活动公开化了
,

军机

大臣孙毓坟
、

徐用仪
,

嗽使翰林院中一些人上书奕诉
,

请求
“

忍辱求

和
” 。

10 月 12 日
,

张春夜访翁同肪
, “

危言耸论
,

声泪交下
” 。

次 日
,

丁立钧
、

黄绍箕
、

沈曾植等商议
“

请分道进兵
” 。

然而
,

纸上谈兵
,

没

有能
“

动求和之心
” ,

不当权的官僚在战争节节败北时
,

也只能坐视

后党的放手求降
。

1 8 9 5 年 4 月 17 日
,

《马关条约 》终于签订
。

综如上述
,

中日战争时
, “

清流
”

蔚为帝党
,

帝
、

后两党的争夺政

权在和战间题上集中反映出来
。

翁同酥和帝党主战拒和
,

攻击李鸿

章
,

推引恭亲王
,

以致拒和约
,

反割台
,

在当时确有影响
。

但帝党的

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后党的斗争很是软弱
。

他们只是想从后党

的控制下获取权力
,

并不敢与后党真正决裂
; 只敢对声名狼藉的李

鸿章公开申讨
,

对实际掌权的慈禧却还要
“

察颜观色
” 。

中 日战争在

怯懦的怨声中告终
,

帝党的
“
整顿

”

愿望也只能伺机再起
。

甲午战后四年
,

发生了戊戌变法
;
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为首的资

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
,

但变法的实现
,

却是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
,

从而促使了光绪帝的
“
诏定国是

” 。

帝党对康有为是早有了解的
: 1 8 8 8 年

,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
,

黄绍箕
、

沈曾植
“

实左右其事
” ,

上书不达
,

沈曾植惋惜地劝康有为
“

勿言国事
,

宜以金石陶遣
” ①

。

翁同解也已心仪其人
,

加以垂青
。

改良派对主张
“
整顿

”

改革的帝党也争取团结
。

在中日战争中

就和
、

战问题斗争激烈时
,

改良派明确主战
,

投靠帝党
,

梁启超在写

给夏曾佑信中说
: “

前仆已托通州君
,

若相见时
,

可再托之
,

但得常

① 《康南海 自编年谱 》“ 光绪十四年戊子
,

三十一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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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兄致电
,

其电语或由本人 自定
,

或仆处代拟亦可耳
” ①

。

通州
,

张

容
;
常熟

,

翁同酥
。

他们想叫翁同解劝说李鸿章抗战
,

设想很天真
,

但曾
“

托
”

过张睿
,

在主战这点上
,

有着与帝党联合的政治基础
。

由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
,

帝党中一部分人逐渐倾向变法
;
改

良派也寻求支持者
。

帝党要利用改 良派的变法才能和勇气
,

改 良派

也想利用帝党的地位以扩张声势
。

这样
,

甲午战后
,

帝党和改 良派

就逐渐结合了
。

帝党和改良派的明显结合是强学会
,

无论是北京或上海
,

强学

会的成员中都有帝党
。

从北京强学会来说
,

帝党的主要成员沈曾

植
、

沈曾桐
、

文廷式都列名参加
。

沈曾植且有
“

正董之名
” ②

,

等到强

学会被幼
、

封禁事起
,

他又有
“

图复意
” ③

,

仍主
“

恢复
” ④

。

胡孚哀请

改为官书局
,

沈又多方奔走
,

力促其成③
。

沈曾桐是北京强学会的
“

发始
”

者
,

有
“

副董之名
” ⑥

。

强学会被封禁
,

仍主恢复
。

强学会改为

官书局
,

他主报务 ⑦
。

文廷式强学会成立时
,

有
“

副董之名
”
@

,

后又

主持官书局选书事⑨
,

由于他是帝党的骨干
,

致为后党杨崇伊所

劫
。

陈炽
,

也是强学会发起人之一
,

任
“
提调

” ,

有
“

正董之名
” L

,

屏

除李鸿章入会
,

且责翁同解
“
因循

”
@

。

至于翁 同解
,

则强学会筹议

时
,

梁启超曾往请渴
。

《翁文恭公 日记 》中也有关于强学会的记载
,

如
: “

申正归
,

沈子封来
,

南城因封禁强学会
,

众汹汹
,

有烦言
”
@

。

他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 光绪二十年甲午
” .

② 汪大燮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 日
,

见 《汪旅卿师友手札 》 ,

上海图

书馆藏
; 又汪大燮同年十月初三 日《致汪康年书 》谓其原为

“
总董

” 。

③ 汪大燮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年腊月二十七 日
。

④ 吴樵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
。

⑤ 同上
.

⑥ 汪大燮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 日
。

⑦ 吴樵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
。

⑧ 汪大燮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召
.

⑨ 吴樵
: 《致汪康年书 》 ,

光绪二十二年二 月二十一 日
.

L 汪大燮
: 《致汪康年书》 ,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 日
.

0 《翁文恭公 日记 》第 34 卷
,

第 75 叶
: “
归得陈次亮函

,

责余因循
,

其言痛切
” 。

0 同上
,

第 34 卷
,

第 12 4 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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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的
、

炽
、

补二智札、
、

丈廷式 才态平
、

系
,

故 潭嗣向 、易『阳中鹊书 》称
:

“

康南海倡为强学会
,

主之者
,

内有常熟
,

外有南皮
” ①

。

至于上海强学会
,

帝党列名的主要人员有黄体芳
、

黄绍箕
、

黄

绍第
、

张誉等
。

黄体芳甫从开封来到南京
,

主讲金陵文正学院
,

黄绍

箕
、

绍第则为其子
。

康有为来到南京
,

说
“

张香涛开强学会
”
时

,

曾与

黄绍箕
“

议《章程 》
,

出上海刻之
’ ,

②
。

张睿在 1 8 9 5 年接到梁鼎芬电

文后
,

参加了强学会
。

由于张之洞时署两江总督
,

上海强学会成立

前
,

康有为曾向他游说开会
,

张的幕僚梁鼎芬等还和康有为同赴上

海
“

开会
” ,

所以上海强学会中也有张之洞幕僚
。

张之洞虽不能称为

帝党
,

但他本是前
“

清流
” ,

甲午战时也主战
、

拒和
,

和李鸿章又有矛

盾
,

与帝党又有一些共同点
,

从而支持开会
。

又由于他的改革主张

和改良派毕竟有别
,

所以后来又
“

背盟
” 。

强学会的成立
,

改 良派和帝党的结合
,

推动了各地的设立学会

和发行报刊
,

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
,

也引发 了后党的不满和反

击
。

改 良派的上书
,

后党屡屡用
“

拒收
” 、 “

斥退
”

来阻挠
,

帝党的活

动
,

更引起后党的不安
。

后党决定削弱帝党
,

摧毁改 良派
,

从而在

1 8 9 5年 12 月 3 日
,

先把翁同解的亲信吏部左侍郎汪鸣变
、

户部左

侍郎长麟
,

以
“

上年屡次召对
,

信 口妄言
,

迹近离间
”
罪名

,

革职永

不叙用
。

翁同耘虽
“

固请所言何事
” ,

也已来不及了③
。

接着
,

又 由李

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出面
,

勃责强学会
,

迫使解散
。

次年春
,

杨崇

伊再次出面劫奏帝党的中坚
、

北京强学会的重要人物文廷式
,

以

“

遇事生风
,

常于松绮庵广集同类
,

互相标榜
,

议论时政
”

等罪名
,

迫

使文廷式
“

革职永不叙用
,

并驱逐 回籍
” ④

。

后党准备借此机会
“

尽逐
”

帝党骨干
,

汪大燮《致汪康年
、

治年

① 《谭用同全集 》 ,

三联书店 1 9 5 4 年版
,

第 3 32 页
, 。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 “ 光绪二 十一年乙未
,

三十八岁
” 。

③ 《翁文恭公 日记 》“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 日
” 。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 》第 384 卷
,

第 2 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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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云

:

“
又正月十 三停毓 庆 宫

; 十 四
,

杨 崇伊 为合肥访 查台胞弹助 东事之

人
,

开一清单
,

凡三 十余人
。

十 五
、

六
,

合肥 又独 诣长信呈之
。

十 八
,

杨即

以弹芸阁章就正合肥
,

合肥将行有 言
: `

若 辈 与我过 不 去
。

我归
,

看他 们

尚做得成官否 了
’

至幸
,

又 告人云
: “

劫我诸 人
.

皆 不安 矣
’

其三 十余人之

单
,

德使衡有之
,

大约各哥 皆有
.

惟见其单者
,

则由 德使给阅也
”
①

。

张睿在光绪二 卜二年四 月初人 日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
:

闻二 月李鸿章临使德时
,

请 见慈宁
,

折列五十七 人
,

请禁勿 用
,

第一 即文

道希
。

李出京
,

而 御史杨索 每弹道希之疏入 矣
。

杨
,

李戚也
。

又 闻慈宁为

毅庙 ( 同治 ) 立端王之孙傅伦 为子
。

晤念北辰
,

忧心如捣
。

告者 曰
: “
五 十

七人之 中
,

子名殊 不后
” 。

他不仅点出李
、

杨关系
,

而且谈到废立阴谋
。

后党对帝党的打击
,

反而加速了变法的步伐
。

帝党为了自己
,

只有联合改良派
;
改良派为了争取光绪

,

也只有依援帝党
。

张窖在

听了上述消息后
,

先后与沈瑜庆
、

郑孝青等
“

纵谈周昌
、

贾谊
、

萧望

之等以论常熟
” ,

希望翁同酥尽力辅佐光绪
。

而对后党的进攻
,

光绪

在翁同解的影响下
“

颇洁问时事所宜先
,

并以变法为急
” ,

奕沂默然

不语
,

翁同酥
“

颇有数对
,

谓从内政根本起
” ②

。

所谓
“

内政根本
” ,

就

是变法改制
,

翁同酥深知要变法
,

就要联合改良派
,

认为康有为
、

梁

启超有
“

经世之才
,

谋国之 方
” , “

冒万死而不辞
,

必欲其才能得所用

而后 已也
” ⑧

,

曾密荐 康有为于光绪
。

1 8 9 8 年 1 月 24 日
,

光绪命五

大臣延见康有为于总理衙门
,

荣禄
、

李鸿章责询康有为时
,

翁同酥

为之回护
。

第二天把康的建议转告光绪
,

于是命康有为条陈所见
,

进呈《 日本变政考 》等书
。

改 良派更是创办报刊
,

大造舆论
;
集会

“

保

国
” ,

大造声势
,

维新运动进入高潮
。

后党破坏保国会
,

奏请查封保川
、

保滇
、

保浙等会
,

帝党和改良

①
“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灯下

”
写

。

② 《翁文恭公 日记 》“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
” 。

③ 张子杨
: 《关于翁同舫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 》 , 《光明 日报 》 1 9 5 5 年 7 月 21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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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也不示弱
,

保国会未遭封禁
。

5 月 20 日
,

奕诉病死
,

于是
“

事皆同

酥主之
” ,

加速 了变法的步伐
。

改良派鼓动帝党请求光绪
“
诏定国

是
” ,

翁同酥部署变法具体设施
,

6 月 10 日
,

张容亲眼看到翁同酥
“

所拟变法谕旨
” ①

,

帝党和改 良派结合起来
,

争取了一个没有实际

权柄的光绪皇帝
, “

诏定国是
”
了

。

甲午战后
,

翁同麟和帝党主战
、

拒和
,

是爱国的举动
;和改良派

相结合
,

促使了变法的实现
。

对这一时期的翁同赫和帝党应予肯

定
,

不能 因其是
“
统治阶级

”
而忽之

。

(责任编辑
:

谢维 )

(作者汤志钧
,
1 9 24 年生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

① 《张套日记 》“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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