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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戍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 在

中国开设通商口岸和瓜分势力范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

丧权辱国， 屈膝投降， 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激起了全

国人民的共愤，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在民

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维

新运动， 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

的前提下，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 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

道路。

当时在朝廷中， 以慈禧太后那拉氏为首的一派， 形成

后党， 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一派形成帝党， 帝、 后两党争权

激烈， 光绪皇帝登基之时还年幼， 只有五岁， 现在光绪已

长大， 慈禧不得已才撤帘归政， 由光绪亲政。 此后的十年

间， 慈禧经常住在为供她 “颐养冲和” 而修饰一新的颐和

园， 表面上不过问国事， 成天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 但实

际上依然大权在握， 光绪只不过是由她摆弄的傀儡， 最后

的裁夺， 还须请示慈禧太后。

朝廷上大批掌握军政实权的贵族官僚都依附于慈禧太

后， 他们构成 “后党”。 站在光绪这一边的， 只有他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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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和， 他官位较高， 多年任尚书， 两度任军机大臣， 但

实权不大。 维新运动兴起后， 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依靠皇

帝及其亲信大臣的力量推行他们的变法主张。 光绪皇帝及

其 “帝党” 则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这股新起的社会力

量， 通过变法维新， 摆脱慈禧太后的束缚， 从而掌握实权，

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 于是， 帝党与改良派便在互

相利用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 （公元 １８９６ 年）， 光绪皇帝决定变

法， 他召见康有为商量变法步骤， 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

许他专司奏事。 康有为又举荐主张变法的同志数人， 如内

阁候补侍郎杨锐， 刑部候补主事刘光弟， 内阁候补中书林

旭， 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 光绪皇帝便各赏四品卿衔， 让

他们担任军机章京， 协助主持变法事务。 从 ６ 月 ２１ 日到 ９

月 １１ 日， 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接连颁发了许多除旧布新的

变法法令。 主要内容有： 废除八股， 改革科举制度； 设立

学堂， 学习西学； 奖励新著作、 新发明； 奖励创办报刊，

提倡上书议事； 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 修筑铁路， 开采矿

产； 用新法训练海陆军， 改革官僚机构， 裁减不必要的官

员等。 公元 １８９８ 年是戊戌年， 因此称这次变法为 “戊戌变

法”。

在变法之前， 光绪皇帝曾到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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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并未加以阻扰， 并且说： “变法也不是要紧的事， 但不要

违背了祖宗的规章制度， 不要损害我们满洲人的权势， 否

则， 不可施行。” 又说道： “翁同和这个人不可靠， 应尽早

将他罢免。” 光绪皇帝不得已撤销了翁同和的军机大臣等一

切职务。 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唯一亲信大臣， 帝党首领，

是皇帝与维新派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物， 翁的罢黜， 使光

绪失掉了重要支柱， 所以， 当光绪见到太后的谕旨时， 战

栗变色。

变法以后， 慈禧也显示出一副改良派的样子， 不加阻

扰， 而且当守旧官僚请她阻止变法时， 她连笑带骂地说：

“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 当光绪觉得慈禧高高在上， 事

事感到掣肘时， 慈禧还托人转告光绪： “太后不禁止皇上办

事。” 其实， 慈禧玩弄的是一套 “欲取故予” 的手法， 她的

目的是要等到变法激怒一切腐朽的社会势力之后， 一举扑

灭维新运动， 连同光绪帝一起搞掉。 这一用心， 在她的亲

信荣禄的一段话中讲得十分清楚： “我们一直想要将皇上废

掉， 只是找不到一个罪名， 不如听任他反复改革， 使天下

人共愤， 然后一举将皇上连同帝党除掉。”

事实上的确如此。 首先是礼部， 因为变法时朝， 所有

改革事宜， 多需礼部核议， 弄得礼部人员， 目不暇接。 礼

部尚书怀塔布， 是慈禧太后的表亲， 另一大臣许应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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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í）， 也是慈禧平日信任的红人， 两人素来守旧， 见了这些

繁琐的手续， 愤闷已极， 恨不得将维新党人立刻撵逐。 因

此将一切需通过礼部衙门的新政， 都暗中搁置。 光绪皇帝

知道翁同和革职一事， 与怀塔布、 许应日夕进谗言有关，

就将他们及其礼部四个侍郎一律免职。 守旧党人见了这道

圣旨， 吓得神魂颠倒， 陆续跑到颐和园， 钻营运动， 求太

后重新执政。 大太监李莲英也向慈禧太后磕头泣诉， 因为

维新党人若行新政， 必定先斥太监， 光绪帝深恨李莲英，

正想拿他开刀。 慈禧认识到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与李莲英

密议， 她以光绪名义宣布于 １０ 月 １９ 日往天津阅兵， 打算利

用荣禄的军队发动政变， 胁逼光绪退位。 光绪帝此时已得

知讯息， 但他手中无兵权， 直隶总督荣禄大权在握， 除非

得一胆大心细之人， 先夺荣禄兵权， 否则万事难成。 光绪

帝先后召见杨锐和林旭， 交付密谕， 要他们与康有为、 谭

嗣同等人商议相救， 几人商量后， 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

世凯。

袁世凯是镇压捻军的大军阀袁甲三的侄孙， 早年投入

淮军， 以奸诈机变的才干得到李鸿章的赏识。 甲午战争后，

他又巴结军机大臣荣禄， 得到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督练新建

陆军的差事， 建立起一支装备较好的军队， 共七千人。 同

时他还参加了由帝党人士组成并有改良派参加的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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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两只船。 谭嗣同正是由于为袁世凯的实力所吸引并被

他伪装所迷惑而去向他游说的， 指望他在天津阅兵时凭借

袁的兵力发动反政变， 诛荣禄等后党， 恢复帝党的权力。 ９

月 １８ 日深夜， 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住所， 说明来意。 袁世

凯当即答应： “只要是朝廷的命令， 我尽死而为。” 还正色

厉声说： “杀荣禄如同杀一条狗！” 可是只隔了一天， 他就

赶返天津， 去向荣禄告密。 荣禄得报， 星夜进京来见慈禧。

９ 月 ２１ 日凌晨， 慈禧由颐和园回到宫廷， 举行政变， 将光

绪幽禁在瀛台。 瀛台是西苍湖中的一个小岛， 环岛皆水，

光绪帝到了此间， 料知没有好结果， 不禁泪下。 李莲英厉

声道： “太后即来， 皇后亦至， 难道万岁爷还怕寂寞么？”

言毕自去， 留内监守卫。 过了不多时， 慈禧太后驾到， 光

绪急忙跪接。 慈禧怒目而视， 指着他骂道： “你入宫时， 年

仅五岁， 立你为帝， 抚养成人， 已近二十年， 不是我全力

保护， 哪里还有你的今日荣耀？ 你要变法维新， 我也不阻

扰你， 你为什么听人唆使， 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大德， 还要

设计害我？ 你试想一想， 应该不应该？” 光绪跪在地上， 战

栗不能出声。 慈禧又叹息道： “我想你的命薄， 没有福气做

皇帝， 现在亲贵重臣， 都请我训政， 没有一人向着你。 即

使是汉族大臣， 又有几个助你为恶？ 你认为是好人的， 其

实都是奸臣， 我一定要惩处他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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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回到宫中， 以光绪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 宣布光

绪自己不能胜任艰难的国事， “因念国家为重， 再三吁请老

太后训政， 仰蒙太后答允， 这实在是臣民之福。” 又令步军

统领逮捕维新党人， 当时拿住杨深秀、 谭嗣同、 杨锐、 林

旭、 刘光第、 康广仁等六人， 下刑部狱中， 不久将他们六

人处死， 史称 “戊戌六君子”。 那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

被革职、 监禁或充军， 废止了全部维新法令， 并恢复了所

有被废除的旧制。 至此，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仅仅一百天

即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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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勇战八国联军

戊戌变法失败后， 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

慈禧立端王的儿子傅为大阿哥 （就是皇帝的继承人）， 来

取代光绪。 没想到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 表示不承认这

位 “大阿哥”。 慈禧可气坏了， 很有些怨恨洋人， 于是她就

想报复洋人一下。 这时协办大学士刚毅早就看透了她的

心思。

刚毅平日巡察各地时， 亲眼见到教会任意欺压中国百

姓的情况， 而且教会也经常不把他这个协办大学士放在眼

里。 这时各地正在闹义和团， 刚毅得知义和团烧教堂、 杀

洋人， 勇敢无敌， 洋人们都惧怕他们几分， 这次见到慈禧，

上奏道： “老佛爷有所不知， 如今义和团活动相当广泛， 山

东、 直隶一带， 遍地都是。 义和团个个武艺高强， 如果我

们派兵镇压， 要花费很大力量， 得不偿失。 不如我们利用

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 去对付洋人。 这样既教训了洋人，

又可以消耗掉义和团的力量。” 慈禧听后大喜， 当即命令刚

毅主持这件事。

１９０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慈禧太后宣诏招抚义和团， 并对列

强宣战。 并发布命令， 承认义和团合法， 禁止清军镇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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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 这样一来， 义和团就象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山东、 直隶的各县各村， 到处是 “神坛”、 “拳厂”。 不少义

和团到庆王府挂号， 打起 “奉旨义和神团” 的旗号。 １９００

年 ４、 ５ 月以后， 义和团开始进入清朝的 “心脏” ———京津

地区。 在北京、 天津城里到处贴有义和团的告示， 上面写

着： “最恨和约， 误国殃民， 上行政效， 民冤不伸。”、 “练

习义和神拳， 保护中原， 驱逐洋寇， 以免生灵涂炭” 等等。

义和团还打起 “扶清灭洋” 的旗帜， 吸引了许多清兵也参

加了义和团。

声势如此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

华利益。 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镇压义和团。

１９０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英、 俄、 日、 法、 德、 美、 意、 奥

组成八国联军两千多人， 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 从

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 从而开始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

战争。

西摩尔联军在向北京进犯途中， 遭到了义和团及部分

爱国清军的阻击。 在落垡 （音 ｆá） 一带， 义和团将通向北

京的铁路拆毁。 西摩尔不得不命令部队停下来抢修铁路，

结果中了义和团的埋伏， 有几十人被打死。 联军在落垡战

败后， 逃窜到廊坊， 又遭到三百多义和团和清兵统帅董福

洋率领的甘军的打击， 死伤无数。 这就是著名的 “廊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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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西摩尔联军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只得夹着尾巴逃

回天津。

帝国主义一见西摩尔战败， 大惊失色， 慌忙又调集大

批侵略军进入天津， 驻扎在紫竹林租界里。

６ 月 １７ 日， 天津紫竹林租界枪炮齐鸣， 喊杀震天， 义

和团围攻租界的战斗打响了。

紫竹林租界在海河北岸， 天津城东南， 本来是个景色

美丽、 环境优雅的地方。 可是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

这个地方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占领了。 他们在那里建教堂、

盖洋房， 驱逐原先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中国人， 还到处挂出

“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 的牌子， 污辱中国人。 人们把这里

的洋人恨透了。

打响进攻紫竹林第一枪的， 是武备学堂的学生们。 武

备学堂位于紫竹林租界东面， 是清朝培训军官的学校。 当

义和团在天津兴起的时候， 武备学堂的许多学生也加入进

去。 ６ 月 １７ 日早上， 学生们乘洋人不备， 开炮猛烈轰击紫

竹林租界。 由于武备学堂威胁很大， 所以联军立即派大批

军队扑向武备学堂。 然而， 在学堂学生们的英勇抵抗下，

联军始终没能冲进学堂。 恶毒的侵略者们， 竟放火烧房，

引起了学堂内的火药库爆炸， 学堂学生全部壮烈牺牲。

就在武备学堂学生们英勇抵抗侵略者反扑的同时，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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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义和团在大师兄曹福田的率领下， 开始了攻打老龙头

车站的战斗。

在攻打紫竹林租界之前， 曹福田就意识到： 老龙头车

站既是联军由大沽向津、 京增兵的枢纽， 也是租界与外界

联系的要地。 如果抢占了老龙头车站， 也就切断了租界内

兵力、 粮食等供应的生命线， 那么租界内的敌军就会不战

自败了。 守护在车站内的是俄国的两千军队。 他们占据有

利地形， 构筑了坚固的工事。 曹福田一到， 就下令包围车

站， 向俄军发动猛攻。 为了配合作战， 义和团还在三岔口、

黑炮台等地架起大炮， 猛轰车站。 一时间， 枪炮声， 喊杀

声连成一片， 俄军被打得哭爹喊娘仓皇逃走。 不久， 联军

增派援军七、 八千， 带着新式的枪炮反扑。 义和团寡不敌

众， 被迫退出车站， 但仍对车站采取包围之势， 寻机反攻。

争夺老龙头车站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 由张德成率

领的义和团， 从马家口向紫竹林发起进攻。

张德成本是在海河上以撑船为业的船夫。 后来由于帝

国主义在天津附近修建铁路， 霸占码头， 张德成就没了生

计。 他痛恨洋人， 为了生活， 就在天津郊区独流镇组织义

和团， 不久发展到两万余人， 号称 “义和神拳天下第一

坛”。 这次是与曹福田商量好， 联合攻打租界的。

由于联军使用的都是先进的洋枪、 洋炮， 并且在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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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布满了地雷； 而义和团大多使用大刀长矛， 还有的使

用镐头、 铁锹， 武器相当落后。 虽然义和团战士们个个勇

猛顽强， 高喊着 “刀枪不入， 杀尽洋人” 的口号， 一批批

地向上冲， 但又一批批地死在联军罪恶的子弹下。 义和团

接连进攻了十几次， 都没能成功。 眼见着战士们一批批地

死去， 张德成心急如焚， 他猛然脱掉上衣， 怒骂道： “狗娘

养的， 我跟你们拼了！” 说着抡起大片刀就要向上冲。 这时

忽然背后有人高喊道： “大师兄， 且慢！ 我有计可治服洋

鬼子。”

张德成回头一看， 原来是红灯照的黄莲圣母。 黄莲圣

母， 是天津附近红灯照的首领。 红灯照， 也是义和团的一

支， 不过参加者都是女子。 黄莲圣母原名叫林黑儿， 父母、

丈夫、 子女都被洋人杀害， 她带着对洋人的满腔仇恨投奔

义和团， 并组织了红灯照， 召集许多年轻女子参加进来。

她还散发传单， 上写： “一片苦海望无津， 小神忙乱走风

尘， 八千十万神兵起， 扫灭洋人世界新”， 并自称是黄莲圣

母， 成为红灯照的领袖。

黄莲圣母叫人马上找来五十多头凶猛膘悍的公牛， 又

让义和团战士们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匕首， 牛尾上挂满一

串串的大爆竹。 张德成一看， 不禁拍手叫绝， 立即下令点

燃牛尾巴上的爆竹。
１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