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南洋一线牵：甲午战后
围绕直督与江督的政争

韩 策

摘 要：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局势，也冲击了清廷中枢和朝局。特别是战后围绕直隶总

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重新安排，清廷中枢及各派系产生了激烈政争。李

鸿章希冀回任北洋，刘坤一意欲回任南洋；署理直督王文韶和署理江督张之洞则渴望实任，

各方都曾多方联络、明暗运作。最终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荣禄等权贵的操纵下，王文韶实

授直督，刘坤一回任江督。北洋淮系和南洋湘系十数年南北提衡的稳定格局终告结束，重建

北洋重心的迫切问题摆在了清朝面前。这种趋向甚至影响了从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的政局

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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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作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不仅对东亚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影响至为深远，

而且直接冲击了清朝的国内政局，既导致军机处全面改组，又使得北洋淮系失势，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李鸿章担任20多年后终告易主，体现出近代外交与内政的紧密关联。

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经历了由张之洞署理一年，到刘坤一最终回任的曲折

历程。① 饶有意味的是，直督和江督的人事问题一线相连，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与当时

裁撤湘淮军、北洋重新布局、南洋新政的展开等内外政策紧密相关。这正是甲午战争前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资助项目“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7101502715）。

①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7—257页；马忠文：《荣禄

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53—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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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大的政局变化。战后实政改革的推进，以及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的政局演进，都与

直督和江督的人事嬗变密切关联。① 然而，相较于枢垣改组的历史相对清楚，甲午战争

爆发后围绕直督和江督的政争不仅历时长，牵涉人物多，而且更为激烈，但由于内情隐

晦、资料零散，目前研究较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②

一一、、甲午战前北洋淮系和南洋湘系的接班人问题甲午战前北洋淮系和南洋湘系的接班人问题

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二十一日，刘坤一在江宁省城接任江督后，一如其前任曾国

荃之时，南洋湘系和北洋淮系南北提衡。③ 但李鸿章七旬在望，刘坤一亦年过花甲，故北

洋淮系和南洋湘系都面临遴选接班人问题。

淮系一边，台湾巡抚刘铭传于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因病解职。两广总督李瀚

章和四川总督刘秉璋虽居要职，但前者年事已高，后者不断乞退。李鸿章属意的衣钵传

人殆为其婿张佩纶。④ 然而张佩纶身负中法马尾海战惨败之罪，朝局非有重大改变，不

易复起；再者张佩纶是直隶人也不可能接任直督，更可能是以帮办北洋的名义掌控淮

系。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李鸿章在夫人赵小莲离世后心情黯淡，精神委顿。张佩纶

感慨“北洋已是残局，竟难悬定所代为何人”，对淮系前途忧心忡忡。⑤ 当时，在驻日公

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手下做领事的郑孝胥，也和朋友盘算着北洋局面。他预测一旦李

鸿章去世，继者必是其兄李瀚章，否则便是前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现任云贵总

督王文韶。此外，郑孝胥认为：“若使恭亲王亲驻天津，择总理（衙门大臣）一人佐之，起

刘铭传统水陆，而以刘锦棠帅五六万人屯吉林，则虽无合肥（李鸿章），势犹一振也；不

然，亦可忧矣哉。”⑥ 郑孝胥的着眼点在于国防和外交，这正是北洋的核心要务。同时，他

也观察到淮军兵力不足，需要湘军北援。

湘系一边，刘坤一也感慨继起无人，勉强搜罗，文官则聂缉椝（仲芳，曾国藩之婿）、

刘麒祥（康侯，刘蓉之子）、王诗正（莼农，王錱之子），武官则刘光才（华轩）、杨金龙（镜

① 比如戊戌维新之初，清廷用荣禄替换王文韶出任直督，戊戌政变后，又调荣禄入军机，而以军机大臣裕禄

接任直督。甲午战后的数年中，李鸿章意欲回任直督，但屡次未果。直到庚子事变，清廷终于调李鸿章为直

督，主持议和。江督刘坤一对戊戌政变后的废立之谋颇有抵制，己亥建储前后被参甚重，一度岌岌可危，随

后在庚子事变中领导东南互保。关于实政改革，可参见张海荣：《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

（1895—18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② 马忠文老师的相关论述（《荣禄与晚清政局》，前引书第158—161页）最值得关注。马老师另将相关文

稿、想法和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本文即接着马老师的论述展开。敬致谢忱！

③ 韩策：《“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与晚清政治》，《史林》2023年第1期。

④ 高阳：《同光大老》，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2页。

⑤《张佩纶致朱溍》（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七日），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6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年版，第3122页。

⑥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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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何明亮（采臣）、张春元，“可作后劲”。① 其实，尽管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曾纪泽

已经离世，但杨昌濬、谭钟麟、刘锦棠、谭继洵几位封疆大吏尚存，陈湜、魏光焘、王之春、

汤聘珍、汤寿铭、龙锡庆、唐树森、游智开、李兴锐诸位监司大员亦在，湘系毕竟人多势

众。且刘坤一比李鸿章年轻一些，居家调养十载，接班问题相较淮系稍好。

在湘、淮之外，湖广总督张之洞由清流而洋务而新学，声望日隆。② 光绪十六年

（1890）以后，不时传出张之洞进京入枢或继任江督的消息。③ 光绪十九年（1893）军机大

臣许庚身去世后，汪大燮就认为张之洞继任军机是国家之福。④ 此外，张之洞也是当然

的“刘坤一候补”，亦即“候补江督”。⑤ 同时，王文韶资历深厚，才能突出。⑥ 光绪十九年

更有消息称：“此刻朝党则仍以夔党（王文韶党）为固为盛，中外星罗棋布。”⑦ 同年，深受

光绪帝信任的文廷式也观察到，近日军机处于张之洞和王文韶两处“公事多所驳斥”。

盖因王文韶“曾任枢臣”，张之洞“亦有秉钧之望”，军机大臣“防其内召，故预抑之”。⑧ 因

此，甲午战争之前，张之洞已是军机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有力候选者，而王文韶更是军机

大臣和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潜在人选。

二二、、马关议和前江督和直督的变动马关议和前江督和直督的变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及军机处在战局的冲击下都经历了重大变

动。早在甲午年（1894）六月初六日，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如果李鸿章“驻扎威海，居中

调度策应”，宜用湘人谭钟麟署理直督，以分淮势。⑨ 七月初三日，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也

建议李鸿章亲率大军驻扎威海，调刘锦棠募湘军三十营来天津拱卫京师，即使军事偶有

不利，亦不致震动大局。且事定后，淮军驻扎朝鲜，“湘军留防北洋，以济湘淮之平，革偏

重之势”。随后，刘锦棠病逝，湖南巡抚吴大澂及湘军大将陈湜、魏光焘纷纷奉令募勇

①《复杨镜岩军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

集》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97页。

② 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77页。

③《致蔡毅若观察书》（光绪十六年），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2页；徐凌霄、徐

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徐泽昱编辑，刘悦斌、韩策校订，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3—54页。

④《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6年版，第643页。

⑤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⑥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增订本）第3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43页。

⑦《王懿荣致张佩纶》（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13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年版，第7567页。

⑧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增订本）第3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81页。

⑨《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六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

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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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①

迨八月下旬，淮军和北洋海军分别在平壤和黄海作战失利，北方形势骤然紧张，军

机大臣和李鸿章颇受指责。张之洞和王文韶入京的呼声因之大起。九月初一日，在光

绪、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南书房、上书房、翰詹科道官员的密集运作下，经慈禧太后勉强

同意，赋闲十载的恭亲王奕䜣终于被起用。初五日，王文韶随之奉召来京。初十日，在

直隶官绅的积极推动下，翰林院编修徐世昌“请召张之洞咨询大计”一折，由翰林院掌院

学士徐桐和麟书代奏，张之洞也奉旨入京。②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奉诏后却迟迟不行，以至于十月初四日电旨催其迅速北上。然

而，出人意料的是，次日又令刘坤一来京陛见，而让张之洞署理江督，迅赴江宁。原来，

在辽沈告急、京师亦危的情形下，朝局发生剧变。十月初四日，慈禧与高层商量对策，孙

毓汶主张各国调停，翁同龢则明确反对。庆亲王奕劻力陈宜令恭亲王督办军务，太后允

之。于是，初五日设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为督办，庆亲王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

长麟会办。这样军事指挥就绕开了旧军机。正是在同一日，刘坤一入京陛见、张之洞署

理江督的新命颁下。可见这几项决策是一起做出的。十月初六日，翁同龢、李鸿藻、刚

毅入直军机处；十九日，额勒和布、张之万退出，翁同龢班次进至第二，仅在领班军机大

臣礼亲王世铎之下。枢垣也大为改组。③

与此前观望不同，张之洞很乐意出任江督，计划十月初八日即行。当时的湖北官员

就说，张之洞“初承内召，正极彷徨。及移两江，欣然而往。私计得矣，其如国事何”？④

张之洞的心腹梁鼎芬则劝他莫急，认为刘坤一“虽无经手事件，计亦须一旬方可北上。

此诣江宁甚近。初八之议必改”。一则十月初十日正值太后六旬万寿节，“可以领班遥

祝”；再则近来筹划的是北上，结果却变为东下，所谓“此回局面、心事，一月内打算尽

殊”，故需要重新“硕画”一番。⑤ 然而，张之洞既不等待万寿节，甚至也不参加十二日其

子张仁颋娶吴大澂之女的婚礼，就于初八日起程东下，十一日行抵江宁。⑥

①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5—97页。

② 吴思鸥、孙宝铭整理：《徐世昌日记》第2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37页。唐景崧、王秉恩也

都预贺张之洞入枢秉政。参见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版，第33—35页。

③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790—2791、2795—2796页；石泉：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2页。

④《陈延益致陈豪》（光绪二十年大雪后二日），仁和陈氏藏：《冬暄草堂师友笺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

史料丛刊》（283），文海出版社（台北）1968年版，第378—379页。

⑤《梁鼎芬致张之洞》（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7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

183页。

⑥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版，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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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十月初六日梁鼎芬致张之洞密信，提供了张之洞方面对这一重大任命的

即时反应。梁鼎芬认为，这一“大举动”，当早定于召王文韶入京之日，之所以“不先告南

洋（刘坤一）者，既恐启李贼（李鸿章）之疑，又彼（刘坤一）无难了事件，易于成行也”，待

至“湘营尽发，昨乃催促得复奏，知事了可行，今始揭晓。所以防李贼者甚密。不知何人

手笔也”。意即朝廷早有意让湘系领袖刘坤一北上。之所以召王文韶之后又续召张之

洞入京，主要是用障眼法来防李鸿章和北洋淮系。梁鼎芬又预测，李鸿章既受光绪疑忌

和朝臣排挤，又受日军攻击，必不能安于直隶总督之位，但“颇憾彭城（刘坤一）非才”，张

之洞“又为北人”，因回避而不能接替直督。① 尽管光绪和朝臣确实对李鸿章疑虑颇

深，② 但梁鼎芬称朝廷此举全是为防北洋李鸿章，似过于“深文”。当然从随后的历史看，

确是刘坤一、王文韶接管了李鸿章的军权和北洋权力。同时，梁鼎芬对张之洞未能入枢

亦不无惋惜。他说：“此回移节，外间众心翕然，未知公意如何？鼎芬则甚为天下惜也。

公往两江则两江治，入政府则不徒两江治也。且如此局面，枢（军机处）不动，一切措置，

岂尽由吾意哉。得对必可尽陈得失（一切诏谕及调动各军——原注），大局乃有转机

耳。”③ 梁鼎芬写信时，尚不知初六日军机处实已部分改组。

无独有偶，如此结果自然令极力筹谋张之洞入京的直隶官绅大失所望。他们认为，

只有张之洞入京才能挽救局势。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亲戚陶喆甡（天津举

人）给徐世昌的密信就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他说：“前者香帅内召，朝廷本有内用之

意，今忽如此布置，此必有以誉为毁以阴行其谗间之谋者。时事岌岌而用人行政颠倒错

乱若此，大事将不可为矣。恭邸虽新奉督办之命，而帮办诸君谁果可恃者。香帅纵不能

置之政府，亦当委以会办之任，而以闲散置之，不大可惜乎？张之与李、刘，其优劣非一

二语所能尽，张之才能任大事，亦非千万语所能尽。然今日形势非香帅无以挽回大局。

此人之用不用，我国家兴衰成败之所系也。今日之势，置之两江与不用同。”④因而敦劝

徐世昌继续上奏挽回。

梁鼎芬和陶喆甡均推断高层有暗阻张之洞者，客观上确有很大可能，如旧枢孙毓

汶、新枢翁同龢对张之洞都有意见。但张之洞之所以未能入京，或许还有以下几层原

因：其一，张之洞是直隶人，由于回避原则，不能像王文韶那样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任直

督；其二，张之洞毕竟没有带兵打过仗，不能像刘坤一那样可以众望所归地领兵督师；其

①《梁鼎芬致张之洞》（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7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

185—187页。

②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2、151—154页。

③《梁鼎芬致张之洞》（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7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

184页。

④《陶喆甡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林开明等编辑:《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

徐世昌卷》(以下简称《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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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重要的是，慈禧认为张之洞书生“办事多一己情愿”，骨子里并不欣赏他，而高层诸

公亦不甚满意他。① 十月初三日，了解内情的文廷式就说，张之洞来京“以徐世昌一奏而

发，实则并无实在信（位？）置之处”②，说的正是这个情势。此外，当年中法战争期间，署

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为西南前线筹饷运械，不遗余力，能见其长。此时北洋是前线，南

洋需为北洋办后勤。故朝廷令张之洞署理江督和南洋大臣，也颇有人尽其才之意，似无

可厚非。

刘坤一北上、张之洞东下，很容易让人觉得刘坤一是来接替李鸿章的。当时在张之

洞身边的杨锐就说，刘坤一“兼督湘淮诸军，将来或代直督”③。陶喆甡对此大为不满，认

为有“三可虑”：其一，刘坤一“近二年来于交涉事件隐忍含胡，各国皆藐视之，上海制造

各局亦不能实力整顿，西人啧有烦言”。故刘氏“于南洋已不胜其任，况北洋乎？”其二，

“临敌易帅，兵家所忌”。李鸿章“前此之贻误，固不得为无罪。然环顾目前，实未有彼善

于此者”，“一旦易之，适中敌人之计，北洋无安枕之日矣”。其三，湖北所立铁厂、所出枪

械皆系近期新事物，现在全国所恃者仅此。张之洞对其利弊得失知之最深，若“使他人

代之，必致前功尽弃”。④

不过，调刘坤一北上主要是翁同龢等主战派的意见。⑤ 李鸿章有慈禧维护，刘坤一

未必能接北洋。十一月初二日，太后召见清廷高层，虽斥责李鸿章贻误战机，“而深虑淮

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礼亲王、李鸿藻“颇赞此论”。⑥ 汪大燮估计李鸿章“恐必不

动”，刘坤一“不知作何位置”。⑦ 袁昶亦认为李鸿章“根柢蟠深”，“沛公（刘坤一）未必遂

接西平（李鸿章），西平亦决不让人受代”，况且刘坤一“精神气魄全无”，暮气甚深。⑧ 迨

十二月初一日刘坤一到京，翁同龢即在日记中写道：“与谈甚健，非如传者之弱也。”这也

说明，不看好刘坤一者大有人在。⑨ 次日，刘坤一授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统归节制。果

①《悟（唐景崇）致张曾敭》（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张曾敭档·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

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90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4页。

②《致于式枚》（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增订本）第2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

987页。

③《杨锐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年十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版，第2406页。

④《陶喆甡致徐世昌》（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林开明等编辑:《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第1册，天津古

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⑤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3—124页。

⑥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799页。

⑦《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681页。

⑧《袁昶致袁敬孙》（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季名人手札·袁忠节公遗墨》，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

丛书》（37），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66年影印版，第733页。

⑨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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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朝廷并未让刘坤一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缺少直督和北洋大权，地方自然呼应

不灵。① 再加上湘军多系临时杂凑而成，缺乏武器，训练不足，各军头也未必完全听从刘

坤一调遣。故而刘坤一牢骚满腹，不愿出战。②

浙人汪大燮不仅将刘坤一的权力受限归咎于翁同龢的抑制，而且将王文韶和张之

洞未能入枢也归因于翁同龢的操纵，甚至推测王文韶将往南洋，而张之洞回任湖广。③

这或许有浙江京官对江苏高官翁同龢的偏见在，未必符合内情。④实则在慈禧看来，刘

坤一、王文韶和张之洞都不是能够放手任用以继续战争之人，只不过时局如此，诸人究

胜他者，也不得不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李鸿藻透露了慈禧的态度：“谈及战守诸

君，内间（慈禧）未尝不明白，新宁（刘坤一）则曰每日洋药四十口，仁和（王文韶）则曰圆

到不可靠，南皮（张之洞）则曰此固好人，但办事多一己情愿。有信来愿出息向都中诸巨

室借款解江南用，此能行否。李鉴堂（李秉衡）退驻莱州，内间亦议其不善调度。”⑤ 这反

映出慈禧对时局的判断，亦即战争难以继续下去，需要尽快议和。

王文韶一开始确有入枢传闻⑥，但大家对张荫桓、邵友濂议和不抱多大期望。张荫

桓、邵友濂也无信心。⑦ 所以，李鸿章很可能终要接受议和重任。在此背景下，十二月二

十六日王文韶到京后，旋充北洋帮办大臣，准备接替随时可能出外议和的李鸿章。这让

先前预计王文韶将入军机的人们颇感意外。⑧ 其实，此前十月十五日已令湖北按察使陈

宝箴升授直隶布政使，正月十二日陈氏到京请安。⑨ 陈宝箴既与刘坤一渊源颇深，随后

负责湘军粮台，又是王文韶的旧属，曾受其保举，关系密切。⑩ 故不论刘坤一和王文韶谁

① 当时，戴鸿慈、恩溥等人都奏请刘坤一接替北洋大臣，加重其权力。《左庶子戴鸿慈奏为倭情叵测请益加

战备迅赴戎机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御史恩溥奏为应筹辅和之策三条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3—144、

210—211页。

②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3—176页。

③《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6年版，第683—684页。

④ 浙江京官十四人在军机大臣徐用仪的支持下主张议和。吉辰：《甲午战争期间浙江京官上书恭亲王

考》，《西部史学》第5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1—70页。

⑤《悟（唐景崇）致张曾敭》，《张曾敭档·二》（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

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90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⑥《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681页；谢海林整理：《张佩纶日记》下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58页。

⑦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页；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6—78页。

⑧《杨锐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年版，第2402页。

⑨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70页。

⑩ 张求会：《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98—99、108—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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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北洋，陈宝箴都可以做得力助手。朝廷这些安排显然都在为替换李鸿章做准备。张

佩纶不禁感慨：“上（光绪）之疑合肥深矣，处此地位，诚亦进退维谷也。”①

果然，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议和专使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拒，日本人暗示恭亲

王或李鸿章方可。正月十二日，连翁同龢密友、总理衙门大臣汪鸣銮都主张让李鸿章全

权议和。十八日，尽管光绪反对，但慈禧仍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议和。② 次日，李鸿章授为

全权大臣，来京请训，以北洋帮办大臣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至此，战时的江督和直督

均已易人，只不过都是署理，并未定局。

三三、、马关议和后李鸿章的马关议和后李鸿章的““回任回任””难题难题

迨三月下旬《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返抵天津，就产生了回任北洋的问题。由于

彼时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都是临时性的“署理”，故此下的内政难题是落实这两大要职。

只有这样，国内政局才可渐归稳定，战后的实政改革也才便于推动落实。四月初四日，

王文韶奏请李鸿章即回本任。他称：

直隶总督拱卫畿疆，责任既重，而北洋大臣办理海防实为北门锁钥。两月以

来，无日不战兢惕厉，幸蒙随时指授机宜，并有李鸿章成辙可循，得免陨越。此时大

局将定，惩前毖后，首在北洋。且一切善后事宜，亦非资轻望浅之生手所能就理。

现在李鸿章业已抵津，臣两次谒晤，见其伤痕平复，精神抖擞，实有过人之禀赋。③

王文韶所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责任重大，善后事宜尤为难办，自是实情。此奏既

是给李鸿章一个交代，也是对最高层的试探。王文韶内心或许不无纠结，但他的得力助

手、直隶布政使陈宝箴明确反对李鸿章回任。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甚至建议张之洞联合

各督抚，力请先诛李鸿章，再图补救。④ 这时，朝官也纷纷参劾李鸿章，或请密召入京，不

假事权，或请立予罢斥，甚至置诸典刑。⑤

① 谢海林整理：《张佩纶日记》下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页。

②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821、2823页。

③《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为臣力小任重请令李鸿章即回本任折》（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戚其章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8页。奉上谕：“李鸿章现因伤病未

痊，赏假调理，王文韶现署督篆，责无旁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1册，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④ 黃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李吉奎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1—312页；陈寅恪：《寒柳堂集》，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2—193、215—216页；张求会：《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

版，第112—118页。

⑤《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请饬廷臣会议李鸿章负国罪状折》《右庶子陈兆文奏议约垂成请召李鸿章入都仍

其爵位勿复假以事权以防后患折》《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请罢斥和议折》（均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李鸿章父子不可再假以事权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邵循正等编：《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5、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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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反对李鸿章回任的官员也不看好王文韶主政北洋，令局面更为复杂。五

月初四日，丁立钧在翁同龢面前深诋王文韶“无能”，意欲李秉衡或刘坤一接任直隶总

督。① 初十日，余联沅等御史联衔奏称：李鸿章一误万不可再误，王文韶“附同诡随”，亦

断不胜任；请“慎简公忠正直、晓畅军事之人，畀以斯任，责令选将练兵，次第兴办”。②

“公忠正直、晓畅军事之人”似即指刘坤一。

进言之，这时李鸿章的回任不是单纯的人事问题，而是和畿辅、东北湘淮军的裁撤，

进而与战后朝廷的北洋布局等问题紧密关联：只要畿辅、东北保留大股淮军，朝廷就颇

有顾忌，李鸿章回任北洋就有重要筹码；反之，只要畿辅、东北保留大批湘军，刘坤一坐

镇北洋的必要性也就大增。故李鸿章极力鼓动刘坤一加紧裁撤湘军，尽快回镇两江，同

时批评张之洞在江南任意更张。③刘坤一则谋求回任南洋，故也力主尽快裁撤湘军，称

“湘勇久役思归，留亦无益”④。但如果辽东日军不撤，湘军也难以撤防，故刘坤一请李鸿

章与日本公使商量尽快撤回日军，以便中国解严。⑤ 显然，李鸿章和刘坤一在裁军问题

上意见虽同，动机则大异，此时为了各自目标结成了“暂时联盟”。

同时，直隶总督人选和两江总督人选一线相连，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李鸿章如

回任直督，刘坤一和王文韶就需要重新安置，张之洞江督之位就不稳固；相反，如刘坤一

接任直督，张之洞补授江督的可能性即大增。真似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所以，张之洞

力劝刘坤一不可骤裁北方湘军。刘坤一则复电反对，明确主张“淮自留北，湘自归

南”⑥。他在私信中称，“弟之不忘江南，与江南之不忘弟，正有同情耳”，回任两江的心思

甚明。⑦

反对李鸿章的满汉官绅与张之洞的声音相近，力主北洋多留湘军，以使刘坤一难以

回任。五月初十日，翰林院编修、直隶人阎志廉认为，畿辅“尽罢湘、客各军，而独留淮

军”，万不可行，请“将拟裁湘军酌留数成，分屯津、沽、芦、榆一带”，淮军各营则大加裁

①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851页。

②《余联沅等奏为北洋大臣时艰任重请于京外大臣中慎简晓畅军事大员畀以斯任责令选将练兵事》（光绪

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录副奏片：03-6031-1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复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刘坤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④《致李中堂王制军》（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

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6页。

⑤《致李中堂》（光绪二十一闰五月初四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

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7—2158页。

⑥《致唐山刘钦差》（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刘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戌刻到），苑

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54—6455页。

⑦《复徐进斋》（光绪二十一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

书局1959年版，第2164—2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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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以绝淮系“偏重之萌”，以杜李鸿章“专擅之渐”。① 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

等一批京官更希望罢黜李鸿章。五月二十六日，徐桐一则奏请北洋另简贤能，再则请将

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分为两缺，“于督抚中择其清正廉毅、办事结实可靠者，俾督直隶，

仍驻保定，专管地方应办事宜。另简久历兵事，熟悉夷情之大臣，畀以北洋重寄，总统师

旅，筹办海防，并责令于关内外各军统归稽察”，如此“吏治、军政各有专司，自无虑互相

牵制，而职任既分，事权不至太盛，可免外重内轻之弊”，亦弭患之一端。② 督抚中清正廉

毅、办事结实可靠者，似指李秉衡；久历兵事、熟悉夷情之大臣，似即指刘坤一。

果如言者所料，闰五月初三日，刘坤一与李鸿章、王文韶合奏，主留淮军聂士成等负

责北洋防务，以胡燏芬所练定武军及炮队等为北洋大臣亲兵，而将湘军“一律全裁，各用

轮船送回原省”。③ 该方案显然符合李鸿章和刘坤一的意愿，也照顾了王文韶的处境。

翌日，李鸿章奏请力疾销假，明显希冀回任。但其初七日仅奉旨“知道了”，显示最高层

并不支持他立即回任。④

刘坤一和李鸿章的如意算盘立即遭到京官的群体攻击。闰五月初八日，余联沅奏

称诸军不可遽撤，淮军不可独留，湘、淮、毅三军应该并用。⑤ 同日，王鹏运称此事“由李

鸿章主持，王文韶赞成，刘坤一依违其间”⑥。初九日，戴鸿慈更是直斥李鸿章“欲得直

督、北洋之任，非先留淮军分布要隘以自卫自固不可。欲得淮军分据要地，非尽去各省

精悍可用不能同己之军，以一事权而免牵制不可”，故亦主张酌留“湘、淮、黔、豫诸

军”。⑦ 同日，麟书、徐桐代奏编修丁立钧的呈文，亦严词批评刘坤一和李鸿章。⑧

更重要的是，最高层也不同意他们的裁军方案。闰五月十三日，督办军务处复奏，

主张淮、湘、毅三军各留30营，以聂士成、魏光焘和宋庆分任统领，分别驻扎津沽、山海关

①《阎志廉奏请饬下刘坤一王文韶等将拟裁湘军酌留分屯津沽芦榆一带淮军各营大加裁减事》（光绪二十

一年五月初十日），录副奏折：03-5722-0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徐桐奏为拔本塞源认真整顿兵饷事宜敬陈管见事》（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录副奏折：03-5757-

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裁并关津防营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三日），陈代湘校点：《刘坤一集》第2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

第380—382页。

④《大学士李鸿章奏为假期已满力疾销假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四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

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35—436页。

⑤《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诸军不可遽撤淮军不可独留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戚其章主编：《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2—443页。

⑥《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撤兵关系全局请并留各军以杜奸谋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邵循

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169页。

⑦《左庶子戴鸿慈奏请饬刘王二大臣详议妥筹各军应留强汰弱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戚其章

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4—445页。

⑧《麟书、徐桐代递丁立钧裁军应汰弱留强并拟办法八条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戚其章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5—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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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锦州。此外各炮台守兵和北洋亲军汰弱留强，仍归北洋大臣调遣。① 这大抵由翁同龢

主稿，荣禄作了修订。② 如此，北洋海防成淮、湘、毅三足鼎立之势。

耐人寻味的是，刘坤一的盟友荣禄这时劝他“勿遽求退”，也以直隶总督做试探，但

遭到刘坤一坚决反对。③ 随后，刘坤一于闰五月二十四日再请开缺，实为以退为进之策：

他一方面想回任，毕竟江南是其老巢，且是财赋舒适之区；另一方面不愿入北洋漩涡，一

则得罪李鸿章和王文韶，再则湘、淮、毅三军鼎立，又离京城太近，实在措置不易。此外，

荣禄在督办军务处不仅批评李鸿章北洋淮军误国，而且强烈反对翁同龢用汉纳根练兵，

认为这是将兵柄送给外人。④ 或许刘坤一从中也窥出了荣禄欲掌握畿辅兵权的隐情，故

更不愿意留在北洋。

李鸿章对刘坤一的心思了然于胸，所以加紧活动。迨七月初八日李鸿章到京之前，

大批京官递折阻其回任。七月初五日，余联沅奏请将李鸿章调任云贵总督⑤，即与王文

韶对调。同日，麟书、徐桐代奏直隶京官李桂林等13人的联衔奏折，称李鸿章必不可回

任。⑥ 七月初九日，麟书、徐桐代奏丁立钧等京官68人呈文，称李鸿章必当速行罢斥；

“倘内而枢译要地，外而海疆重寄，再用此衰庸贪诈之鄙夫，则时局愈不可问矣”。⑦ 阵势

之大和用词之严都前所罕见，势不达目的不止。

在朝臣的轮番攻击下，李鸿章回任最终落空，王文韶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

言之，从表面看，大肆攻击者是上自协办大学士徐桐，下至直隶官绅和翰詹科道群体，实

则高层中光绪和翁同龢固然反对，慈禧、恭亲王和荣禄也不那么支持，所谓“中朝装糊

涂”，欲李氏自退。⑧ 此时荣禄在督办军务处负责编练新军，慈禧、恭亲王大抵希望借此

将畿辅兵权掌握在满人手中，而荣禄也跃跃欲试。他不仅批评李鸿章和孙毓汶误国，也

批评翁同龢狡奸成性，误国之处与李鸿章可以并论，几乎将汉人最有权势者一概骂

①《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乙巳，《清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824页。

②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241页。马忠文：《荣禄

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83页。

③《致荣中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

第5册，第2159页。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58—159页。

④《荣禄致鹿传霖便条》（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

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6页。

⑤《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李鸿章不宜回任北洋大臣请量移边远以杀权势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

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35—536页。

⑥《麟书、徐桐代奏李桂林等为地方大局呈奏办法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

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32—535页。

⑦《编修丁立钧等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42—545页。

⑧《屠寄致缪荃孙》（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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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① 因此，最高层既不同意淮系李鸿章回任，也不甚愿意湘系刘坤一接任直督，最终选

择擅长交涉和理财的王文韶掌管北洋。

李鸿章在中外各方的挤压下大为失势，当了“不管部”的空头大学士，但此席亦为

“众所垂涎”。② 七月二十七日，徐桐再参李鸿章及盛宣怀，请将李鸿章放归田里，则“王

文韶委任既专”，可以放手任事。③ 恭亲王奕䜣对徐桐此举“深以为不然”，故参折留

中。④ 慈禧和奕䜣虽然不让李鸿章回任北洋，但仍需借重李氏的经验和才能，尤其外交

还离不开他。果然，十二月二十七日就派李鸿章出使俄国，历聘欧美，展开新一轮的外

交活动。

四四、、甲午战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督之争甲午战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督之争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尘埃落定后，江督问题就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张佩纶在七

月十九日估计，王文韶已得直督，张之洞当补授江督，所谓“一夔（王文韶）已北，南将得

南”⑤。不过，刘坤一绝不放弃，张之洞也不愿退让，冲突即在两强间爆发。⑥七月二十四

日，湘人唐赞衮就说：“越石（刘坤一）已销假，意欲复归于亳，曲江（张之洞）未必见让。”⑦

在此前后，光绪帝号召痛定思痛，意欲大力改革。⑧于是刘坤一和张之洞都在内政外交

方面频出主意，也不时向对方暗放冷箭。

对外方面，当时清朝高层几乎均主联俄，刘坤一和张之洞亦然。内政和洋务方面，

张之洞于闰五月条举多端，包括亟练陆军、亟治海军、亟造铁路、各省分设枪炮厂、广开

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豫备巡幸之所（建陪都）九条，同时奏陈湖北新铸

①《荣禄致鹿传霖便条》（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

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6页。

②《张佩纶致宗得福姊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5册，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0页。

③《徐桐奏误国大臣李鸿章已荷优容请旨特令回籍事》（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录副奏折：03-5328-

0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郑炳麟致盛宣怀》（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盛宣怀档案：sxh50-0008，香港中文大学藏。原档整理

误为光绪二十三年。

⑤《张佩纶致宗得福姊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5册，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0页。

⑥ 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0—161页；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

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⑦《唐赞衮致瞿鸿禨》（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黄曙辉编：《瞿鸿禨亲友书札》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

社2021年版，第222页。

⑧ 张海荣：《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

60—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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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情形，六月十八日送达御前。① 据张之洞在京坐探杨锐的情报，“上（光绪）均嘉纳，

钞呈西佛（慈禧）”，其中铁路一条交督办军务处议奏，余须会议决定。恭亲王奕䜣、李鸿

藻仅仅不赞同建陪都一条。翁同龢则均称赞，与光绪意合。② 然而，最高层否决了张之

洞的铁路办法，并批评他“语太恢张，一时难办”，令人难堪。③

在此前后，刘坤一也就变法练兵、用人筹饷发表高论。六月二十一日，他又奏请开

设铁路商务公司，一面借洋款开工，一面广招中外股资，④ 实即是开设中外合资公司。迨

八月初七日，刘坤一借复奏时务条陈之机，批评张之洞。⑤ 杨锐即向张之洞密电报告：

“前日新宁（刘坤一）条陈铁路、矿务，语侵公，有云鄂局取煤道远，致多劳费，又委员太

多，款不尽归实用等语。”⑥ 随后，刘坤一致函翁同龢，既强调善后之策“莫急于铁路、矿

务”，也批评张之洞办理不善。⑦

当然，张之洞“攻击”刘坤一更早，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他就痛斥南洋海

口、沿江各炮台疏谬无法。⑧ 九月十九日，有旨令督办军务处督率湘系干将刘麒祥专办

上海制造局事务；湖北籍御史高燮曾随即参劾刘麒祥“著名贪劣，于制造一事并不精

通”，亏空甚巨，请饬张之洞查办。⑨ 此外，张之洞将江南外销款奏明定案，令刘坤一大为

不满。他说：“从前各处外销之项，虽属滴滴归公，尚可随宜挹注。自经香帅奏咨定案，

以致一切无可通融，更不审是何用意？”⑩ 实即讽刺张之洞将江南外销款和盘托出，以

①《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时事日急万难姑安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戚

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81—493页；张海荣：《思

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2—84页。

②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电旨》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页。

④《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四日）、《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光绪二十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陈代湘校点：《刘坤一集》第2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88—389、392—397页。

⑤《整顿船政铁政片》（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陈代湘校点：《刘坤一集》第2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

405—406页。

⑥《杨锐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梁敦彦档·五》，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

第1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⑦《致翁宫保》（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

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2页。

⑧《整顿南洋炮台兵轮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

版社1998年版，第955页。

⑨《高燮曾奏请收回令刘麒祥专办上海机器局事务成命折》《高燮曾奏刘麒祥著名贪劣请饬两江督臣查明

片》（均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

第1册，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8—1119页。刘麒祥是刘坤一的亲信，高燮曾参劾刘麒祥的背后，

也有张之洞系统的作用。后来也传言张之洞回任湖广，刘麒祥与有力焉。《吴樵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正

月初六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⑩《复陈次亮》（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复冯莘垞》（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74、2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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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朝廷。

九月初八日，刘坤一再次奏请开缺，奉旨在津安心调理。直至十一月十八日，清廷

谕令刘坤一回任两江，张之洞回任两湖。此事在当时及以后，都传言刘坤一借助贿赂而

得，尤其是来自张之洞系统的消息称，刘坤一等人“赂洛中权贵，费银至卅万两，而慈圣

所用李太监得银最多”①。文廷式也说：“刘坤一治兵既无效，而营求回任之心至亟，内则

恭亲王、荣禄主之，然上（光绪）意殊不谓然也。乃遣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入都，粮台以报

销余款十万济之，遂得要领。余告李高阳（李鸿藻），高阳以为事所必无，不数日而回任

之旨下……高阳曰：上（光绪）终恶之，故于其保荐之人，咸谕毋庸记名。”②这些细节未必

准确，但所言之事或不全虚。

其实，早在九月二十八日，杨锐就断言刘坤一“必将回任”，张之洞“或办陕甘军务，

或归两湖”。③杨锐彼时既已有此判断，说明刘坤一回任主要是形势驱使，而不必简单归

因于后来的贿赂。当然，刘坤一系统的运作亦不可忽略，如游说高层、攻击张之洞，也可

能包括贿赂。

十月初三日，刘坤一的心腹武仲平（勷）、陆寿民（锡康）纷纷求见翁同龢，皆为刘坤

一游说。④迨刘坤一回任命下，杨锐即向张之洞透露，前军机章京冯锡仁和江南候补道

丁葆元为刘坤一“通内监求复任，诬说公最力”。杨锐请张之洞密示丁葆元在江南的劣

迹，显然准备报复。⑤随后杨锐面谒李鸿藻，得知刘坤一回任“实出长信（慈禧），上（光

绪）意不快”。此外，冯锡仁为刘坤一通内监，行贿十万。刘坤一之所以不满张之洞，一

因江南改修炮台事，二因张之洞动用两淮盐款挹注汉阳铁厂。⑥杨锐称刘坤一“意颇不

善，日后必多更张”，提醒张之洞务必及早清理“南中用款”。⑦

但如前所论，张之洞一方亦不“清白”，他们也在攻击刘坤一。唐景崧之弟、内阁学

士唐景崇与李鸿藻和张之洞交好，早在本年二月就希望张之洞替代刘坤一督师。⑧ 十一

月十六日，就在刘坤一入京前夕，唐景崇上折批评刘坤一，奏折呈慈禧阅看，⑨ 但未见效。

①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1页。

②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增订本）第3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12页。

③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5页。

④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896页。

⑤《杨锐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梁敦彦档·五》，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

本》第1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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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第1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390-391页。

⑦《杨锐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梁敦彦档·五》，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

抄本》第1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页。

⑧《悟（唐景崇）致张曾敭》（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张曾敭档·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

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90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4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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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杨锐称，刘坤一“回南确有内援”，唐景崇“疏阻之，不省”。① 十二月初一日，直隶籍

御史李念兹严参刘坤一不胜江督之任，诋斥不遗余力。② 因为十二月初二日刘坤一请训

召见，③ 故李念兹选择的时间亦甚讲究。文廷式见无法改变成命，遂于十二月十一日奏

请饬令刘坤一延续张之洞的新政。④ 杨锐的情报有云：“慕皋（李念兹）文力陈牢之（刘坤

一）尸居、日困洋烟、信任劣员状。昨纯常（文廷式）疏胪列江南新政，请饬刘一切照办，

勿借口惜费，任意更张。因前数日有廷寄交刘，大指略同，故未发。”⑤ 难怪光绪皇帝谕令

刘坤一“开年后行”，而刘氏却自告奋勇，腊月即出京，正月抵任，⑥ 或即担心夜长梦多。

综上，刘坤一最终回任江督是慈禧太后之意，恭亲王和荣禄均甚支持。⑦ 站在他们

的角度，此时外患甚重，北方已经不稳，南方更不能乱，所以需要刘坤一坐镇东南，领导

湘军维持秩序，稳定大局。进言之，在淮系崩溃的形势下，朝廷特别重用湘系：在此前

后，湘系元老谭钟麟先调四川总督，旋调两广总督，接的都是淮系大员之位；魏光焘先升

云南巡抚，旋调陕西巡抚；湘系干将陈湜、龙锡庆、唐树森分别升授江西、浙江和贵州布

政使，前广东布政使游智开放广西布政使。因此，九月十四日唐树森称：“近来朝政用

贤，多取楚材。”⑧ 此外，因甘肃回乱，经刘坤一、王文韶和陈宝箴筹商运作，终由魏光焘替

代陈湜，带30营湘军精锐前往镇压，故畿辅所驻湘军已所剩无几，⑨ 刘坤一留在北洋更

无必要。这大概是慈禧、恭亲王、荣禄决定让刘坤一回任江督的时局背景。

当然，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已经出现裂痕，各自都在选择可以信任的大员担任要

职。光绪就反对刘坤一回任江南，他更希望求新振作的张之洞留任南洋。李鸿藻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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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整理者误为光绪二十年。

⑧《唐树森致瞿鸿禨》（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黄曙辉编：《瞿鸿禨亲友书札》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第241页。陕甘总督杨昌濬虽然因案开缺回籍，但陶模升陕甘总督、饶应祺升甘肃新疆巡抚，都

是接近湘系之人。

⑨ 仅剩陈湜和余虎恩的残部，也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裁撤完毕。《收刘钦差等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

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

113页。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4、935—936、937、958页。

62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7期

支持张之洞，但力量有限。帝师翁同龢尽管也在调整与张之洞的不良关系，但作为户部

尚书的他特别不满张氏花钱如流水①；而张之洞谈及翁同龢，也总是不快②。慈禧及恭亲

王、荣禄支持刘坤一回任，不仅希望借助湘系势力保持东南大局稳定，同时希望汲取更

多南洋资源，而“办事多一己情愿”“务广而荒，多所虚耗”（慈禧语）的张之洞不能让他们

放心。

最后，从内外和满汉角度看，甲午战争导致清朝势力最大的北洋淮系崩溃，数十年

间汉人军功集团把持北洋的格局大为改变，清廷迎来了满人重新掌控畿辅军权和北洋

局面的难得机会。如果运筹得当，军权重归中央及满洲权贵之手，自太平天国以来内轻

外重的格局或能有所改变。这是慈禧、恭亲王支持荣禄练兵，进而掌控畿辅军权的重要

动力。③ 但是，从南北关系角度观察，北洋淮系的崩溃也打破了北洋淮系和南洋湘系多

年以来南北提衡的稳定格局，既带来了革新的需要和不稳定因素，更提出了重建北洋重

心的迫切问题。这一重心的重建既关系畿辅安危，也牵涉南北格局的重新调整。但北

洋重心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而且需要国防、外交、内政和洋务有机结合，正如张佩纶所

言，北洋“商务（包括外交）、防务必须与地方联为一手，方能骨节通灵”④。从后见之明

看，面对“北重于南，亦北危于南”⑤的时局，北洋重心的重建很不成功，庚子事变的悲剧

与此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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