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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新支持戊戌变法动因新探

东 光

萧公权先生在《翁同抓与戊戌维新 》一书中
,

对翁同酥支持戊戌变法的动机作 了剖析
.

肯定
“

爱国的情操与个 人的野心因 l心合流
,

促使翁氏做出如一八九五— 九八年 IilJ 的表现
。 ”① 进而

指出
“

当他实现雄心的前景看好时
,

他资助那些有适当条件或 者献身于变法工作的 人
; 但当这

个好景失去时
,

他便迅速易帜
。 ’ `

② 本文认为将个人野心和爱国思想并列为翁同解支持戊戌变

法的共同动因有失偏颇
。

诚然
,

对权力的追逐是一切官僚体制的瘤疾
,

但 由此形成的个 人野心

却又是同具体个 人的主客观因素相联系的
; 当国家民族危机严峻的时候

,

爱国情操会抑制个人

野心
,

而
_

h升为思想的主旋律
。

_

一
、

从个性看翁同抓的野心

对翁同解的评价
,

当时的 人们就有很大的不 }司
。

有以 忠恳颂之者
: “

盖立朝数十年
,

矢诚矢

敬
,

有古大以风
,

顾以秉性正直
,

为小人所忌
,

遭谗罪废
,

朝野惜之
。 ” ⑧ “

翁以 忠恳结主知
,

能持

大体
,

亦无丑 良相
,

惜不为众所谅
,

卒被斥逐
。 ”① 也有以奸诈目之者

: “

常熟奸狡性 成
.

真有令人

不可思议者
” , “

常熟则仍作伪君子
,

刻与其共事
,

几于无 日不因公事争执
。 ” ⑤ 翁同解的个性成

为评说其功罪的分歧点
。

《 清史稿
·

翁同际传 》说
: “

同稣久侍讲炜
,

参机务
,

遇 事专断
,

与左 右时有争执
,

群责估

权
。 ’ .

⑥ 应该说翁氏执拗的 个性是与众睁不协调的一大原因
: “

光初朝局
,

系翁一言
,

同僚议事
,

偶有不合
,

翁辄佛然
,

常入报帝必伸已意
,

众已侧 目
。 ” ⑦ 利用与光绪帝的亲密关系先入为主

,

压

制他 人言行
,

自然会使同僚关系僵化
。

恃才傲物也使他遭人忌恨
: “

刚相识汉字无多
,

闻在直时

每称大舜为舜王
,

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
,

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鼎为刘湘
,

经公 当面呵斥
,

渠

隐恨思报复久矣
。 ” ⑧ 这种性格

_

卜的憨直造成了他在同僚中的孤立
,

再加
_

卜帝师身份和毓庆宫

独对的特权
,

强化了他专权的表象
,

以至恭亲王奕诉临终前
,

仍
“

泣奏翁心厄测
,

并及估权
。 ” ⑨

但这一切并不能证明翁同酥的这种个性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
。

戊戌变法后
,

清廷在列举翁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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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时
,

提到
: “

其余重大陈奏事件
,

联 illI 有驳话
,

翁同酥辄佛然不悦
,

恫吓要挟
,

无所不至
,

词色甚

为狂悖
。

其任性跋危情形
,

事后追维
,

殊堪痛恨
。 ” ① 这份严厉的

_

匕谕并未列举翁有野心
。

翁同

抓性格上最大缺点在于固执而 无确识
,

无定见
,

容易游离
,

不能处理好 人事关系
,

这自然会被人

怀疑有野心
。

虽说性格与行为思想 有相通之处
,

但毕竟因性格而产生的行为往往不是 出于本

意
,

更不同于主观动机
。

翁同栋受时人指摘的另一点是
“

好士名
” ,

说他
“
雅慕文才

,

好延揽
,

凡江浙名流
,

悉罗致出

其门下
。 ”② 清代科举制度与尊师风俗使士子与业师之间形成非同一般的关系

:

学术
_

h 同气相

求
,

政治上互为援结
。

翁同酥门第鼎盛
,

高中状元
,

又 为帝师
,

自然成为科举场
_

卜的楷模
,

士子争

相结识
, “

翁则一味蔼然
,

虽门下士 无不答拜
,

且多下舆深谈者
。 ” ③而且凡是在士大夫中深孚众

望者
,

他更是多方提携
,

主动结交
,

如张赛
、

文廷式
、

康有为等名流
,

这本是情理中事
。

但有人指

贵
“

翁好延揽
,

而必求为己用
,

厂
一

结纳而不能容异己
。 ” ④ 此说有悖于事实

。

如以翁康交谊为例
,

只能说明在维新变革
、

救亡图存旗 帜下的共容性
。

翁康交往始于 188 8 年康有为上书
, “

先是康

有为于十四年奏言 日人变法 自强
,

将窥朝鲜及辽台
,

及 甲午大验
,

翁同酥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

言
。 ” ⑤ 于是翁同酥亲 自造访康寓

,

康有为记其事说
: “

来访不遇
,

乃就而渴之
,

常熟谢戊子不代

上书之事
,

谓当时实未知 日本之情
,

此事甚惭云
。

乃与论变法之事
,

反覆 讲求
,

自未至酉
,

大洽
,

索吾论治之书
。 ” ⑥ 在交谈中

,

翁同稣坦诚相告
: “
姑为子言

,

宜介之
。 _

h 实无权
,

太后极猜忌
, _

上

有点心赏近 支王公大原
,

太后亦剖看
,

视有密诏否 ? 自经文芸阁们 见后
,

即不许
_

卜见小眨
。 ’ ,

⑦可

见两人交往围绕着变法和光绪帝 主政两大主题
。

18 , 7年冬
,

德国强 占胶州湾
,

康有为
_

卜书被

阻
,

遂萌退意
,

翁同酥听到这个消息
,

凌晨赶到南海会馆
,

康有为尚未起床
,

翁
“

排 阔入汗漫舫
,

留行
,

遂不获归
。 ” ⑧ 由于翁同酥在光绪帝面前大力推荐

,

光绪帝对康有为 乃
“

倾心向用
” 。

可见

翁同酥引荐康有为是为国荐才
,

而不是
“

必求为己用
”

的所谓个 人野心
。

应该说笼统地以个 人野心来概括翁同解的一些思想言行是不恰当的
。

封建官僚不可避免

地带有为个人打算的一面
,

翁同酥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正直的大以
,

忠君爱国是其思想的主导

层面
,

特别是在戊戌变法这一阶段
。

他的错误在很大程度
_

卜归之于个性弱点
,

当时就有 人说他
“

性情疏阔而不达情 伪
,

动为人欺
。 ” ⑨ 说明了翁同酥在政治

_

h 缺乏深遐的眼光和临机应变的能

力
,

以致有人甚至说他不是个政治家
。

二
、

时世剧变与为君分忧的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
,

爱国思想是与具体的时代内容相结合的
。

甲午战争前
,

翁同稣

是清流派首领
,

其爱国思想基本
_

卜未脱离传统忠君的框架
,

而很少有新思想
; 甲午战争后面对

亡国危险
,

翁同酥与激进的维新派取得共识
,

日渐倾向变革
。

这种思想的急遵变化引起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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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瞩目
:“

惟有大学士翁常熟
,

近年省悟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
。 ”① “

自甲午之后
,

阅历时艰
,

恍然

于强弱存亡之所在
,

近 日辅翔皇上
,

筹画新政
,

仅其一人
. ”② 他对西方的进步学说采取积极态

度
, “

知西法不能不用
,

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
. ”③ 以守成著称到赞襄变法的转变

,

这是时代对他

的推动
,

也是他爱国忠君情思的映射
。

甲午战败给翁同酥带来的刺激是强烈的
。

甲午战争中
,

翁同际虽不是战争的指挥者
.

却是

朝廷决策最有力的影响者
,

他是主战派首领
,

期望借这次战争建立光绪帝执政的权威
。

由于
“

德

宗困于孝钦尊严之下
,

久思出人头地
。

追至甲午与 日本构怨
,

竟欲耀武国外
,

凭陵母后
,

颇欲灭

此而后朝食
。

时常熟秉政
,

误入殿撰之言
,

亦谓 日本不足平
,

迎合上意
,

极力主战
。 ” ④ 战争失败

暴露 了清王朝的脆弱
,

也暴露了翁同桥对国际形势和近代战争缺乏必要的知识
,

不仅无法使光

绪帝扬威
,

亡国危机反而随之而来
。

因此促使翁同标的思想在战后向救亡图存方向急速转化
。

光绪帝
“

眷倚尤重
”

也促使翁同解力谋肩起扶助皇帝挽救国家的责任
。 “
翁为皇上二十余年

之师傅
,

谊甚亲密
,

自醇贤亲王逝后
,

益与之亲切
,

上之操危虑患
,

翁亦俱能仰体
。 ” ⑥ 《马关条

约 》签署后
,

光绪帝即颁谕称
: “

当此创巨痛深之 日
,

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
。 ” ⑥ 光绪帝寻求 自

强
,

身边却缺乏通时达变的人才
, “

每事必问同酥
” ,

而翁同酥并非精通 自强之术的大臣
,

他承认
“

每递一折
,

上必问臣可否
.

盖眷倚极重
,

恨臣才太略太短
,

无以仰赞也
。 ” ⑦ 甲午战争前

,

翁同酥

进呈《校分庐抗议 》
,

以义利之辩陈说
,

试图引导光绪帝做开明君主
; 甲午战争后

.

光绪帝发愤图

强
,

而洋务派
“

变器不变道
”
的思路已破产

,

需要更新的理论指导
,

因此翁同解与光绪帝在交互

影响中不断前进
。

翁同酥和光绪帝有两层关系
,

君臣和师徒
。

载淞四岁入宫
,

从小失去家庭的温暖
,

而翁同标

中年丧妻义无子女
,

自然与光绪帝格外亲近
, “ _

h 幼畏雷声
,

虽在书房
,

必投身翁师傅怀中
。 ”
⑧

二十年的帝师生涯形成两人之问极其亲密的关系
,

翁的门生曾回忆说
: “

尝有从容讽公退者
,

公

锹然曰
:

譬诸一家
,

载载孤寡
,

其两席他恕然去耶 卫泊出家门
,

时语余 曰
:

吾恨不获再见皇 上
,

归

田后数年
,

犹时时作此语
,

盖公倦侍德宗之心与夫殷殷家国之志
,

固有至死而不渝者
。 ” ⑧ 这种

关系已超越了君臣界限
,

而有幼主与老仆间相伴的亲情
。

这层关系在甲午后更为突出
,

当时翁

同际再次入值军机
,

并成为朝廷主要的决策人
,

从而能够为光绪帝排扰解难
。

这种关系的重要

在于它契合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
。

身家国天下的境界递进
,

既与个人的努力

有关
,

也受到客观环境影响
。

从个人的小我到家国的大我再到无我的过程
,

必然与个人利益发

生尖锐冲突
,

两者的协调既要个人努力
,

也需合适的环境
.

客观地说翁同抓虽有格守儒家信条

的意识
,

却非果敢无私的道德实行家
,

因此他与光绪帝的个 人关 系极大缓和了个人与国家的两

难选择
,

使忠君爱国思想建立在现实的利益情感上
。

康有为曾记载翁与孙杭仪的对话
: “
孙谓

:

`

若尔
,

日必破京师
,

吾辈皆有身家
,

实不敢也
。 ’

常熟厉声责之曰
: `

我亦 岂不知爱身家
,

其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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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何 ?
’ ” ① 对于在等级阶梯上滚爬了大半辈子的当朝大员而言

,

家国的天平偏 向是明显的
,

而

翁同酥迥异的选择体现了他意识的不同
,

而这种不同的关键媒介正在于他特殊的君臣关系
。

甲午战争后
,

翁同抓在言行上表现出对变革的主动性
。

他遍访各方人士
,

向赫德
、

欧格纳
、

李提摩太请教过自强之术
,

并记录他们的建议
;他亲自拜访康有为

,

请教变法方略
,

索取改革的

书籍 ;他在行动上追随维新派
, “

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
,

锐意变法
,

吾 说以先变科举
,

决意欲行
,

令 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
,

次第行之
。 ’ ,

② “

时严 范孙 请开经济特科
,

常熟 主之
,

此 事遂

成
。 ”③但由于翁同抓缺乏变法的丰富知识

,

无法辅助光绪帝推行新政
,

主要依靠康有为维新派

的出谋划策
。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
,

他急切地
“

面荐于上
,

谓康有为之才
,

过 臣百倍
,

请
_

L举国以

听
” 。

④ 由于翁同酥的
“

力称
” 、 “
再持

” ,

终于促成了西花厅问对
。

事后康有为说
: “
阅 日召见枢 臣

,

翁以吾言人奏
, _

七命召见
。 ” ⑤ 又由于他的努力

,

最后促使光绪帝召见康有 为
,

对此他表白心迹

说
: “

康梁有其经 世之 才
,

救 国之 方
,

此弟之所以 冒万 死而不辞
,

必欲其才能得所 用而后 已

也
. ” ⑥

这段时期翁同抓支持变法
,

举荐贤才
,

其 目的正是辅佐光绪帝走变法自强之路
,

这种为君

分优的心理体现了他忠君爱国的内涵
。

自然
,

翁同抓的思想与其所表现 出的主动性尚有距离
,

他对康有 为变法主张并非完全赞成
,

但亡国危机和光绪帝变法 自强的强 烈愿望促进了他的变

化
,

从而主动地追综时代潮流
,

超越了自身思想的局限性
。

三
、

变法中出现的矛盾心态

翁同标支持戊戌变法
,

但当变法逐渐展开
,

他与康有为的矛盾却不断加深
,

以至康有为说
:

“

常熟以吾谤鼎沸
,

亦欲吾去
,

乃召还
,

亦听吾归矣
。 ” ⑦

甲午后
“
西法不能不用

”

已为越来越 多的 人所接受
,

但关于变法 的程度和 内容却始终是社

会争论的热点
。

康有为在胶州湾事件前的四
_

卜书
,

主要分析局势的危险性
,

提 出不变亡国论
。

康

有为在分析时局时指出
: “

今当以开创治天下
,

不当以守成治天下
,

当以列国并争治天
,

不当以

一统无为治天下
。 ” ⑧ 对于当时思想界很有吸引力

,

而采法 日俄的变政思想对
“

天朝上国
”
的思

维方式是重要突破
,

康有为的见解对于 习惯
一

于传统思维的人无疑是新颖的
,

也得到世人的赞

赏
,

管学大臣孙家湘曾说
: “

若皇上责我变法
,

我惟举康某 人
,

我则安能 ?
’ ,

⑨ 士大夫中也对此抱

有期望
,

有人说
: “

康水部到京
,

颇有鼓动
。

此公摄力胜人
,

或能有所振发
。 ”

O 翁同解的引荐客观

上适应了这种趋势的要求
。

而胶州湾事件后
,

维新变法 日益进入实行阶段
,

康有为整体变法框

架逐渐超越了当政者的要求
,

它与翁同抓的变法设想就产生了矛盾
,

所以西花厅问对后
,

在翁

同抓日记中就有反映
: “

传康有为到署
,

高谈时务
,

以变法为主
,

立制度局
,

新政局
,

练民兵
,

开铁

路
,

广借洋债数条
,

狂甚
。 ”

0 翁任户部尚书时提 出
: “

内库积银千万
,

京师尽换制钱
,

天下钱 粮征

康有为
: 《康南海自编年谱 》第 26

、

29
、

36 页
.

梁启超
: 《戊戌政变记》 , 《戊戌变法 》资料丛刊第 l 册

,

第 2 5 1 页
。

康有为
: 《康南海白编年谱 》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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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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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翁同酥与康梁关系的
·

件史料》 ,《光明日报 》 19 5 5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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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南海自编年谱 》第 40 页

.

月有为
: 《上今上皇帝第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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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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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 ① 的 目标

,

他曾激烈地反对借洋债
,

而康有为却把筹款重点放在借款
_

卜
,

与翁的民族情绪

发生了冲突
。

康有为主张尽撤原有法律官制
,

也有悖经历官场几十年的翁同酥的利益
。

翁同酥

在光绪二十四年 刁月 23 日 ( 1 8 9 8 年 6 月 11 日 )的 日记
_

h说
: “

西法不可不讲
,

圣贤义理之学
,

尤不可忘
。 ” ② 这天正是光绪帝颁布

“

明定国是
”
诏书之 日

,

由翁同解草拟的诏书也提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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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 ” ③ 可以说

翁同概的变法思想仍以
“

中体西用
”
为主旨

,

与康有为变政主张有明显区别
。

翁同解的保守意识必然导致反对康有为变法的继续推进
。

18洲 年翁同解读过《新学伪经

考 》后
,

并不同意康有为的 伪经说
, “

以 为刘散无一不 伪
,

窜乱六经
,

而郑康成 以
一

卜皆为所惑云

云
,

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

惊诧不已
。 ” ④ 但康有为这种异端思想毕意是在学术争论范 围之 内

。

甲

午战争后
,

亡国迫在眉睫
,

翁同解虽有心协助光绪帝振作自强
,

无奈缺乏才略
,

而像康有为这样

精通中西变革的人才又凤毛麟角
,

于是对才的要求超过 了对德的限制
,

翁亲访康有为并把他推

荐给光绪帝
。

随着变法思想在社会 卜的传播
,

康有为激进的主张遭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

有丰

富行政经验的翁同抓预见到这实际上已超越 了其变法的初衷
,

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的刊行
,

更使翁大吃一惊
: “ _

卜命陇
:

康有为所进书
,

令再写一份递进
。

点对
:

与康不往来
。 _

长问
:

何也 ? 对

以此 人居心反测
。

曰
:

前此何以不说 ? 对
:

臣近见其《孔子变政考 》知之
。 ” ⑤对于康有为在《孔子

改制考 》中的激进言论
,

连支持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篇也说
: “

推崇孔子以为教主
,

欲与天主耶

稣 比权童力
,

以开民智
,

行其政教
,

而不知圣人之大德配天
,

圣人之大宝曰位
,

故曰虽有其德
,

苟

无其位
,

不敢作礼 乐焉
。 ” ⑥ 而孙家湘则更明确地指出

: “

窃恐以此为教
,

人人存改制之心
,

人人

谓素王可作
,

是学堂之设
,

本以教育 人才
,

而转以蛊惑民志
,

是导天下于乱也
。 ” ⑦ 儒家正统伦理

道德思想体系正是维系传统社会的基石
,

康 有为欲变更这一基石
,

难怪翁同酥说他居心厄测
。

翁同酥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明显不同是导致他态度变化的根本原因
。

甲午战争后
,

国难当

头
,

哑思变革
,

翁康在爱国思想及主张变革的共同要求下结成了同盟军
; 胶州湾事件后

,

康有为

逐渐成为变法的指导者
,

他的思想理论超越了翁同解的要求
。

翁同抓在康有为激进主张面前的

退缩
,

反映他毕竟未能走出封建传统的樊篱
,

对康有为的猜疑从 日记的流露到光绪帝面前的陈

说
,

都体现了翁的价值观念和忠君思想的内在要求
。

翁同酥希望变法在传统范 围内进行
,

而康

有为激进的行动使变法成为变革传统的努力
,

所以翁后来在 日记中说
: “

服 眨若在列
,

必不任此

逆猖狂至此
。 ”⑧ 翁同酥的这句话说明两人对变法目标的选择有根本的不同

。

翁同酥支持变法维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应该说忠君爱国是最主要的原因
。

他的个人野

心是不可否认的
,

不过被夸大成无所不在的心理是不对的
,

至少不能把翁氏的个性弱点
、

思想

局限也归结为个 人野心的作怪
。

其爱国思想也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

他的忠君爱国与他个人利

益
、

感情相沟通
,

加固了其爱国的信念
。

正是在这一基础
_

h
,

他主动地探求救国方案
,

并与维新

派联合
,

推动戊戌变法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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