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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 � 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 

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 �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 

权力的急剧倾斜 ∀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 � 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 ∀这个事 

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 � 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 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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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维新运动勃发于 ���� 年甲午中国战败之 

后 � 它是一个原本富有共识的官绅集团在民族危机 

面前自新和自救的努力 ∀这场在全国独步一时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改革曾被危亡之际的国人寄予莫大希 

望 ∀当时各路精英汇聚湘中 � 百废俱兴 � 海内外报章 

交相称赞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改革运动向纵深推 

进 � 改革集团内部迅速分裂 � 并由此衍生出主张激进 

改革的新派官绅与社会守旧势力之间的大规模冲 

突 � 致使朝气蓬勃的各项新政顿时陷入绝境 ∀ 它似 

乎是戊戌百日维新的缩影 � 值得作为一个标本 � 细致 

地探究当年改革运动中的利益纠葛以及政治冲突状 

况 � 以便我们从历史记忆中获取某些经验或启示 ∀ 

一 ! 关于/ 新派0 !/ 旧派0性质的界定 

有关湖南维新运动的论文和著述已经相当多 

了 ≠ � 这里不再赘述 ∀ 本文仅就使整个局面发生逆 

转的改革集团内部的分裂及其新旧冲突状况作一考 

察 ∀首先 � 有必要对冲突双方的主要人物作一些社 

会学的描述和分析 � 看看相争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 

旧派阵营的领军人物是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 ! 

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 ∀王是湖南第一批近代 

企业的开创者 � 维新运动初起时的核心人物 ∀ 与王 

一样曾经赞助新政后来又一同列名5湘绅公呈6讨伐 

新派的旧派要角有张祖同 !黄自元 !孔宪教等地方实 

力人物 ∀此外 � 旧派中风头最健的反维新主将是叶 

德辉 � 此人对新政一向漠不关心 � 但决非不识时务之 

人 ∀所有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 �他们全都是久居 

省城的权绅显贵 ≡ ∀ 

再看新派阵营 ∀当初卷入新旧纷争并遭到旧派 

猛烈攻击的维新官绅主要有 � 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西 

义宁人� �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 

�广东嘉应人� � 湖南学政徐仁铸�江苏宜兴人� � 维新 

思想家梁启超�广东新会人� �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 

�湖南凤凰人� � 经学大师皮锡瑞�湖南善化人� ∀ 这 

些人全部来自外省或外府�皮锡瑞虽属长沙府人 � 但 

���� 年 � 月才回湘参与新政 � 此前一直客居江西� � 

他们齐心协力开拓和主持了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新 

政 � 梁启超是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 熊希龄是时务学 

堂总理 !5湘报6创始人 � 皮锡瑞是南学会主讲 �徐仁 

铸以督学使身份大刀阔斧推进科考和书院改革 �黄 

遵宪则是湖南新政的灵魂 �举凡一切改革章程条例 

皆由其参酌各国制度一手订定 � 而陈宝箴 � 他是湖南 

整个维新运动的支柱 ∀ 

从上面的描述中 �我们很难得出那个最广为人 

知的结论 � 即认为新旧之争是/ 顽固派0与/ 改良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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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争 ∀罗志田的研究表明 �无论是从全国还是湖南 

的实际情形看 �甲午中日之战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 

几乎已不存在 � 而湖南旧派的标志性人物王先谦 !叶 

德辉在当时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新派0 ≈� � � ∀ 这个 

事实太明显了 � 以至于研究者不得不修改看法 � 相当 

一部分人倾向于认为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 洋务派0 

与/ 维新派0之争 ≈����� ∗ ���� ∀这种说法用来解释旧派 

人物的趋新行为以及他们为何由新转旧是没问题 

的 � 但却不能解释新派中也有洋务派这个事实 ∀ 陈 

宝箴/ 原属后党0 � 其政治思想与魏源 !郭嵩焘一脉相 

承 ≈������ ∀但这无妨他在新旧之争中苦心孤诣维持 

新政 ∀皮锡瑞是更保守的洋务派 �这也无妨他在冲 

突中坚定地站在新派一边 ∀ 因此 �不论是新派还是 

旧派都难以从一般的思想倾向或政治立场方面归 

类 � 甚至/ 新派0 / 旧派0的说法本身就不确切 ∀ 如果 

有什么能将两派进行区分的话 �一是他们明显不同 

的地域特征 �二是他们在维新高潮中的不同作为 ∀ 

鉴于此 � 同时鉴于争端起后王 !叶等人动员了全省上 

下一大批守旧势力起来反对维新 �我们便有理由将 

这场冲突描述为 �以长沙城的权绅为首的湖南守旧 

势力对主要来自外省和外府的维新官绅的攻击 �攻 

击的焦点是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 ∀而所谓 

/ 新派0与/ 旧派0也只意味着在这场具体的冲突中认 

同哪一个政治群体 ∀ 

二 ! 利益之争抑或观念之争 

上面的结论提示 � ���� 年湖南的新旧之争主要 

是由文化教育改革引起的 � 其它如保卫局 !课吏馆以 

及早先的经济新政等虽也曾遭遇阻力 �却未引起大 

的纷争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起争端 � 两派 

之间争的什么 � 论者通常认为 �这场争端主要是意 

识形态和学术门户之争 ∀当初5湘绅公呈6给出的理 

由也说是为了维护风教 � 抵制康梁异端邪说 � 以免其 

流毒乡里祸害国家 ∀ 然而若此说成立 �当初为何引 

梁启超来 � 梁启超入湘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 

王先谦是始作俑者之一 � 分教习叶觉迈 !韩文举的聘 

书上也签有王先谦 !张祖同 !黄自元等的名字 ≈� �难 

道此前他们对康梁的思想主张一无所知 � 何况梁在 

湖南的几个月中始终受到礼遇 ∀这就不能不使人疑 

惑 �究竟是康梁学说的危害果真到了耸人听闻的地 

步 � 还是因为党争的需要而将其妖魔化 � 

尤其不好解释的是 �如果旧派的目的是端教术 

以正人心 � 为何容不得皮锡瑞 � 查皮锡瑞在南学会 

的讲演 � 持论相当保守 � / 重在阐扬圣教 � 使人晓然于 

圣教之大 � 并切实有用0 ≈� �但他还是成为被攻击的 

目标 � 讲义中任何的纰漏都成为攻击的口实 � 可见为 

了党争的需要 �任何歧见都可以无限放大的 ∀ 特别 

要指出的是 � 旧派中的大多数人对所谓思想 !学术毫 

无兴趣 � / 公禀十人 � 惟王 !叶两人颇通古今 � 其余刘 ! 

汪 !蔡 !孔 !郑 !黄 !严 !张并不知孔子改制出何书 ∀ 0 ≈� 

除此之外 � 旧派阵营中还有一些无关学术 !在新政初 

期也相当活跃的人物 � 包括前刑部侍郎龙湛霖 � 曾任 

江苏巡抚的陈启泰 � 曾任山东布政使的汤聘珍 � 左宗 

棠之子左孝同等 ∀ 这些人虽未列名5湘绅公呈6 �但 

其旧派立场对新旧争斗中的攻守之势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 ∀从前面的列表中不难推断 �如果没有这些豪 

绅巨室达官贵人的支持 �旧派不可能有那样的底气 

与阵营强大掌握省政大权的新派抗衡 �更何况当湖 

南发生新旧党争时 �正是维新党人要在全国大展宏 

图之际 �湖南的旧派逆潮流而动不仅在与身边的巡 

抚 !臬司和学政作对 �还在与当朝皇帝作对 �而竟然 

/ 不为势怵 � 不为祸动0 ≈����� ∗ ���� �是因为他们绝非势 

单力薄 ∀然而如果顺理成章地将旧派阵营扩大到这 

样的程度 �两派之间的冲突就远远超出了思想和学 

术的范畴 ∀于是我们回到了那个问题 �究竟争的什 

么 � 

熊希龄在5湘报6上揭露的一些有关旧派如何争 

权夺利的事情肯定是一个因素 � 但不会是主要原因 ∀ 

那些事情不值得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 �也不足以动 

员与此无关的旧派们 ∀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 �真正 

的原因乃是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冷落并冒 

犯了王先谦等文化权绅 �进而触犯了一大批旧文化 

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 

三 ! 文化新政中旧精英的失落 

湖南的文化教育改革始于江标 ∀ 江于 ���� 年 

提督湖南学政 � 到任后大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 � 于是 

士林风气大变 ∀ 他还整顿校经书院 �着意培养时务 

人才 � 又创刊5湘学报6 � 鼓吹变法 ∀江标的改革得到 

了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积极响应 ∀ ���� 年 � 月 � 

王发布岳麓书院5月课改章手谕6 ≈� �决定不用八股 

时文 � 课经史 �增加算学 !译书等新课程 �同时购5时 

务报6 � 劝师生阅读 ∀ 时务学堂之设 �王先谦出力不 

少 � 以创办者自居 ∀可以说直到 ���� 年底江标离任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前 � 王先谦一直是湖南新政的核心人物 �那段时期湖 

南的一系列兴革措施 �也主要是陈宝箴及其子陈三 

立与江标联手并倚重一批地方实力派搞起来的 ∀然 

而这一局面随着江标的离任和一批新进官员及文化 

新锐的到来被彻底改变了 ∀ 

���� 年 � 月 �黄遵宪自北京赴长沙长宝盐法道 

任 � 兼署湖南按察使 � � 月 �徐仁铸提督湖南学政 � �� 

月 � 谭嗣同从南京返湘 � 赞助新政 � �� 月 � 梁启超离沪 

入湘 � 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 三湘之地顿时群 

星荟萃 ∀这些人再加上谭嗣同的刎颈之交唐才常 ! 

备受王先谦张祖同等省城巨绅排挤的熊希龄 �组成 

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激进改革团体 �很快将湖南维新 

运动推向了高潮 �而此前的新政要角王先谦却被时 

势推到了旧派领袖的位置上 ∀ 

徐仁铸的外甥许姬传在其5七十年见闻录中6 

说 � / 研舅到任后 �, ,亲自起草5颁发湘士条诫6 � 继 

江建霞学使的轨辙 � 又迈进了一大步 � 以致引起守旧 

派的反扑 �, ,新政遭到阻力 ∀ 0 ≈������ 这一说法不知 

为何常被史家忽略 � 其实很值得推敲 ∀ 5颁发湘士条 

诫6是徐仁铸到任后的第一把火 �事在 ���� 年 � 月 

底 � 月初 ∀ 5条诫6内容除勉励士子研究实学以成为 

通达时务的人才外 �还特别要大家研习梁启超编著 

的5读西学书法6等书目 �并写读书心得/ 呈送备阅 � 

借知所见之当否 � 所学之浅深 ∀ 0 ≈�� 接着 � 徐仁铸又仿 

张之洞5车 酋轩语6之例作5车 酋轩今语6 � 颁示学宫 � 其内 

容也多与康梁说契合 ∀ 于是士子闻风而动 �皆投学 

政所好 � 却大大地冒犯了那些山长尊师和八股先生 ∀ 

须知旧时书院制度 � 往往视山长好恶传一家之言 � 又 

专习八股时文 �且山长们论资格 !分畛域 �各有各的 

势力范围 �徐仁铸此举无异于剥夺他们的安身立命 

之本 ∀王先谦虽然思想开明 �但作为一代宗师和儒 

林领袖 � 其尴尬的处境可想而知 ∀ 在一封致徐仁铸 

的信中 � 王的恼怒之情溢于言表 � / 阁下主持康教 � 宗 

风所扇 � 使承学之士 �望景知归 ∀ 此次敝郡岁试 �弟 

之亲友 � 以南海圣人获隽者 �不下十人 �以南海先生 

入选者 � 则指不胜屈 ∀ , ,惟事必行之以渐 � 似不宜 

过于迫急 ∀若以威势强人服从 �则与西国以兵力胁 

持行教何异 � 0 ≈������� 这种情况下 � 王先谦等地方文化 

权威为维护往昔的尊严和地位而反戈一击便是情理 

之中的事了 ∀ 

与此同时南学会之设 � 5湘报6之发刊 � 又进一步 

扩大和激化了矛盾 �使旧派力量得以集结 ∀ 南学会 

成立于 ���� 年 � 月下旬 �由谭嗣同等发起 �黄遵宪 

主持开办 ≈������� � 5湘报6创刊于 � 月初 �是由熊希龄 

鸠的同志集资创办的 �所有参与者全部是外省或长 

沙府以外的人士 ≈�� ∀一度咸与维新的省城绅耆的名 

字在这两项新政中彻底消失了 ∀ 5湘报6将这些人排 

除在外还好理解 � 因它基本上是一份民办报纸 � 又由 

新派中的激进者操持 �但格调温和的南学会也冷落 

这些地方权绅则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 ∀ 南学会是 

湖南维新中最具政治意义的一项新政 ∀当初谭嗣同 

禀请开学会 �黄遵宪立刻就提议将其办成地方议会 

性质的机构 ≈�� ∀于是南学会一方面以讲学开绅智 � 

一方面成为官绅聚集议事的场所 ∀按照梁启超的设 

想 � 假如湖南绅智已开 � 又能集合/ 乡绅为议事 � 则无 

事不可办 � 无款不可筹0 � 因此他视南学会为/ 湖南新 

政之命脉0 ≈������ ∗ ���� ∀ 虽然当时南学会还没有正式 

成为议事机构 � 但一个具有这种性质的学会 � 地方官 

绕开当地实力人物把它交给几个外地少年 �将引起 

的不满和猜忌可想而知 �更兼晚清以降湖南绅权大 

张 � 豪绅巨室已习惯于让地方官对自己言听计从 �当 

初时务学堂招考张祖同就对巡抚啧有烦言 �原因仅 

仅是招考之时他未能到场 ≈�� �象南学会如此重要的 

兴革事宜 � 这些人又岂甘袖手 � 因此 � 南学会之设大 

大地充实了旧派阵营 �被冷落的省城权绅从一开始 

就决定反对这个学会 �并且断定它不会长久 ∀ 当皮 

锡瑞于开讲之前照惯例请客热闹时 � 所有旧绅 � 包括 

与皮私交深厚的龙湛霖 �全部拒绝出席 ≈�� ∀ 这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说明新旧对峙已发展到非此即 

彼 !连表面上的应酬都无法维持的程度 ∀ 而此前已 

被冒犯心生芥蒂的王先谦更坚定地从新派中撤退 

了 ∀南学会开讲之日 �王在陈宝箴的极力邀请下参 

加了第一次聚会 � 此后就不再出席 ∀熊希龄 !谭嗣同 

曾请他讲学 � 都被断然拒绝 ≈� ∀ 根据皮锡瑞的记载 � 

当时已形成了/ 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0的 

局面 ≈� ∀ 

接下来必须提到的是时务学堂内矛盾的发展 ∀ 

时务学堂酝酿于 ���� 年初 �当年 �� 月正式成立 ∀ 

还在筹办阶段 �深得陈宝箴信任的熊希龄就与同为 

绅董的王先谦 !张祖同 !黄自元在学堂经费 !招生等 

事务上龃龌不断 ∀后来为集中事权 �众绅聚议各人 

在轮船 !制造 !学堂三事中认一事专办 � 于是/ 以轮船 

推归汤 !朱 �继复推归雨珊�张祖同� �以制造推归王 

益吾师�王先谦� � 而龄独办学堂0 ≈� ∀因此时务学堂 

的一切人事 !规章 !教务等都由熊希龄主理 �王 !张 ! 

黄等绅由是无法在学堂中畅行其志 �这使得矛盾进 

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 � 康门弟子占据学堂教席 � 传播 

师学 � 更使旧派如鲠在喉 ∀ 于是时务学堂成为旧派 

# � � � # 第 � 期             何文辉论 ���� 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 ) ) ) 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火力最集中的目标 �巡抚陈宝箴也被拖入争执的漩 

涡 � 而熊希龄通过5湘报6对旧派发起了毫不留情的 

反击 � 这又使旧派必欲置5湘报6于死地 ∀ 相争愈演 

愈烈 � 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 

然而即便如此 � 我们仍不能说 � ���� 年湖南的新 

旧之争是由这些历史细节构成的 ∀如果没有当时清 

廷变通科举 !改革教育的重大事件作为背景 � 那么新 

旧之间的争闹就只是争一时之得失 �范围也将局限 

于权力中心及其外围 �而达不到当时实际上所表现 

的广度和深度 ∀ 

清廷变革科举之事肇始于 ���� 年的公车上书 � 

���� 年设立了京师大学堂 � 并命各省 !府 !州 !县设立 

学堂 ∀陈宝箴和江标主政下的湖南是响应改革最积 

极的省份 ∀ ���� 年谭嗣同在浏阳开办算学社 � 次年 � 

湘乡士绅开办东山精舍 �皆以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为 

宗旨 � ���� 年岳麓书院改章和时务学堂成立更是这 

一改革的突出成就 ∀ ���� 年 � 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 � 

从正月开始 � 清廷下达了一系列谕旨 � 饬各省变通书 

院 � 广设时务学堂 �同时于岁举之外复设经济特科 � 

规定特科贡士可不经会试直接参加殿试 �以及岁考 

废除八股文体改试策论 � 等等 ∀与此相呼应 � 湖南的 

文化教育改革激流猛进 � 于是有5颁发湘士条诫6 !南 

学会 !5湘报6等等 � 而各府县的开明士绅也被潮流所 

激荡 � 纷纷改书院 !设学会 !办学堂 ∀ 如郴州士绅集 

资创办了经济学堂 � 湘乡 !浏阳 !宝庆 !沅州 !岳州 !宁 

乡 !新化 !常德 !永明等府州县的书院或酌改旧章 � 一 

律改课实学 �或设立学会 �讲习一切有益政教之 

学 ≈������ ∗ ���� ∀从形式上看 �这些措施仅仅涉及教育 

体制 �但由于帝制时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取士制度连 

成一体 � 而科举制又是官僚君主制国家的核心支柱 � 

因此这种局部的体制改革在实质上成了足以撼动全 

局的重大制度变迁 ∀ 这是另一个论题 �此处不作引 

申 � 只强调一点 � 由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权力 

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 ∀新学 

的备受推崇不仅威胁到昔日的文化权威 �也威胁到 

所有从事儒业者的地位和生计 ∀ 学堂 !学会掌握新 

文化资源的同时侵占了此前一直与旧文化相联系的 

政治和社会权力资源 �比如时务学堂的章程规定 � 

/ 学生出路 �, ,给予科名仕进之阶 � 或作为生监 � 一 

体乡试 � 或咨送京师大学堂及出洋学习 �或保荐为使 

署翻译随员 � 与南北制造等局 � 差遣委用 � 0 ≈�� 南学会 

及其分会被规定为全省各类学会之首 �其会员享有 

参预地方事务的政治特权 � 品学优秀者可经巡抚 !学 

政考核后送总理衙门及大学堂并应特科岁举之 

选 ≈�� ∀这样 � 对新学旧学的取舍以及围绕学堂和学 

会的纷争就绝不只是为蝇头小利 �而是在新旧交替 

的潮流中抢占先机免遭淘汰或至少是维护既得利益 

的斗争 ∀因此 �随着各项文化新政自上而下波及全 

省 � 发端于省城权力中心的攻击新政事件也引起广 

泛共鸣 � 发展为全省范围内的反维新运动 ∀ 抽象地 

说 � 科举考试内容和程序的变革挑战了旧精英统治 

帝国的合法性和垄断地位 �并为新精英崛起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而这一精英轮替的必然趋势由于湖南 

文化新政的激烈开展被迅速落到了实处 �在此情形 

下 � 处于劣势的旧精英联合起来抵制维新 � 引起精英 

集团分裂并带来大范围的社会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现象 ∀ 

有一种公认的说法 �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 

交锋最激烈的地区 �支持这一说法最有力的证据便 

是发生在 ���� 年的这场争端 ∀ 对此 � 论者常从湖南 

历史文化的区域特征以至湖南人的性格等方面寻求 

解释 � 都不无真知灼见 ∀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 � 

我们发现这个案例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它清 

晰地表明 � 近代中国社会的分裂与冲突 � 特别是戊戌 

维新运动的失败 �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以科举制为核 

心的文化权力结构的变迁有关联 �而这一点由于科 

举制被废除时的波澜不惊而常被忽视 ∀ 与此同时 � 

这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一场掩盖在意识形态外衣下 

的对社会政治权利的激烈争夺 � 其结果 � 由省府大吏 

主持并得到皇帝嘉许的湖南维新运动还在百日维新 

的高潮中便被摧毁 �这也就是说 �集新文化精英 !开 

明官吏和皇帝三者的力量都无法撼动一个省的文化 

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 �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理解儒 

教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同寻常的阻 

力 � 

注释 � 

≠ 相关论述见罗志田著5权势转移 � 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6第 

�� ��� 页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 � 月第 � 版 � 丁平一著5湖湘文 

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6第三 !四 !五章 � 湖南出版社 ���� 年 � 月第 � 

版 � 另见费正清 !刘广京编5剑桥中国晚清史6下卷 �第 ��� ��� 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 

� 月第 � 版 ∀ 

≡ 张祖同乃京官张百熙之兄 � 张百熙时为内阁学士 � 张祖同为候补郎 

中 � 黄自元曾授翰林院编修 � 甲午后主讲于湘水校经堂及长沙成德书 

院 � 孔宪教为分省补用道 ∀ 他们都曾创办近代企业 �张 !黄还是时务 

学堂绅董 ∀叶德辉时为在籍吏部主事 ∀请参阅5湖南历代人名词典6 

编委会编5湖南历代人名词典6����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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