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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 10月 18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多德福(Dr. Detheve)应总理衙

门“邀请”，入紫禁城为光绪帝诊病。此为中国历史

上首次记载由外籍医生为皇帝诊病事件。然而，这

次诊治非同寻常，隐藏着“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代

表的保守势力与列强双方对中国时局的较量。本文

以“求医上谕”为中心，旨在考察戊戌年地方督抚、媒

体舆论、流亡维新派等各方力量舆论及多德福为光

绪帝诊病事件背面的时局较量。

一、光绪帝被宣布“病重”及舆论因应

“戊戌政变”后，慈禧大权在握。维新派人士遭

到清算，或被捕或流亡海外，光绪帝亦被剥夺一切权

力，软禁于瀛台。政变后第四日即9月25日(八月初

十日)，光绪帝被宣布“病重”。内阁明发求医上谕，

在光绪帝告知天下自己重病的同时，遍寻天下名医

入京。“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

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

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

缓。”①显而易见，这道“求医上谕”蕴含两层寓意：一

为光绪帝的病既“重”且“急”。据上谕，光绪帝的病

自“四月以来”至“求医上谕”发布之日，约四月有余，

经调治却无大效，“屡”“久”“即日驰送”“毋稍延缓”

等词语不但表明光绪帝沉疴难愈且求医心十分急

切。二是自四月至今，有关朝廷的各项决策皆光绪

帝在病中作出，包括关乎王朝兴衰的重大举措——

变法等相关政策措施。

为印证光绪帝确实病重，慈禧命奏事处交出医

案，将皇帝极为隐私的病症医案公之于世。据内务

府奉宸苑《值宿档》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1898年10月18日)。由奏事处交出本月初三日皇上

脉案一纸，奉懿旨：交各衙门堂官阅看。”②在帝制时

代，此乃非常之举。皇帝病况属于机密，身为臣子不

可预闻，慈禧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向京中各衙门披

露皇帝病情，光绪帝“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

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

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

致”③。这份医案由中枢下达至各部衙门后，不仅光

绪帝因健康状况已不能独立处理政务的消息不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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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且光绪帝身体虚弱甚而遗精严重等讳莫如深的

皇家秘事亦公之于世并迅速成为王公贵族等社会达

人的谈资。变法甫一终止，慈禧便急不可耐地公示

光绪帝不能也无力视朝的医案，此番操作难免令人

对光绪帝生死充满揣测与遐想。

“求医上谕”颁布后，旋即引发各方力量的关注，

其中以地方督抚、社会媒体和流亡维新派代表为

主。首先，地方督抚碍于君臣身份，对此上谕不便明

发意见，但求医之事仍须向朝廷回电表态。戊戌年

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陕西巡抚

魏光焘、安徽巡抚邓华熙等皆为封疆大吏，他们的态

度颇有代表性。张之洞于十四日回电：“惟查湖北省

良医素少，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

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

昧保荐，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④

张的门生杨锐⑤新近于“戊戌政变”中被杀，慈禧宠信

的宦官李莲英欲借此构陷于张⑥，彼时其犹自保不

及，此种回电措辞谨慎，乃不愿趟浑水，以致再生枝

节。刘坤一的回电颇有深意：“前奉电传谕旨，饬令

保荐医士。皇上圣躬欠安，莫名企念，当经详加延

访，查有在籍郎中陈秉均医理精通，堪膺保荐。电饬

苏松太道蔡钧速派人敦劝应诏。昨据复称，该郎中

料理行装，准于二十四日到沪赴京等因。正在电奏

间，准苏抚电知，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

来京等因。除饬蔡钧传知该郎中迅速航海北上外，

谨先电陈，并跪请圣躬万安。”⑦电报中“圣躬欠安，莫

名企念”不但明确表达对光绪帝病况的关注，且隐隐

透出对朝局走势的担忧。此份电报中，他还保荐已

由盛宣怀奏保的青浦郎中陈秉钧，当中亦有对荐医

一事谨慎意味。魏光焘则电称：“陕西现乏良医，仍

留心访查保送。”魏委婉推开荐医一事，却也留有余

地。邓华熙的回电颇具政治经验，电文中推荐邻省

江苏无锡县八旬医士马培之，并称已“电饬该县劝

驾”，却又话锋一转，“兹据电称，该医士年已八旬，步

履跪拜艰难请辞等语。年高既难免从，此外亦难其

选。谨祈鉴察”⑧。借他人之口告知朝廷马培之年

迈，无法成行。在求医一事上邓既表现自己确已尽

力，又将棘手包袱丢开，了却一桩难事。观之上述，

疆吏言行，似在此敏感时期较为戒备，皆不欲在此事

上过分热衷，以免横生事端。其次，媒体舆论对“求

医上谕”亦有察及，反应多有不同。此期，报业初登

历史舞台，作为媒体舆论代表和新闻传播新渠道受

到社会各界关注。“戊戌政变”后，《申报》以“保荐名

医”⑨为题，将“求医上谕”内容迅速报道，其立场倾向

于维新派。《知新报》则发表《皇上病重正谬》一文，指

出“国变以后，天子幽废，矫训政之诏，伪征医之谕”，

不但否定慈禧训政合法性，且更道明“求医上谕”暗

藏玄机。该报认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既已幽

禁”，慈禧“势不能无事以塞天下之口”，须就训政之

事予天下以交待。面对成年的光绪帝，慈禧若要独

操权柄，朝堂之上不易控制，“死之不能，纵之更不

能”。于是慈禧一派先草征医之诏，再向京中衙门各

堂官公布光绪帝医案，渲染病情，以证光绪帝之病殊

甚，无法独立处理政务，为其垂帘提供合法性支持。

此举既可“掩向者康某进毒之言，更可以为将来自己

进毒之地，并可以觇疆臣民庶向背之心，一举而数事

备，计亦巧矣哉”⑩。最后，康、梁等维新人士的舆情

渲染。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率先流亡。康

先期抵达香港后，于10月1日(八月十六日)致电日本

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

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康断称

“上废”，虽不符事实，但却体现对六日前清廷发布

“求医上谕”一事内心的急切。10月 19日(九月初五

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向首相大隈重信报告

称：“此次逃到帝国军舰大岛号上的康有为之徒梁启

超，于上月末致书伊藤侯爵与下官说，皇帝之安泰根

本不能确保，希望以日本之力救其出险，由此可推知

一般改革派关心皇帝安危之心情。”由林权助报告

可知梁启超在流亡途中亦关注时局发展，且认为“求

医上谕”将不利于光绪帝。其后，康、梁二人在海外

借其维新领袖之名，通过办报、演说、组织社会团体

等手段鼓吹“保皇”，虽未达到改变朝局，复政光绪帝

之目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将维新变法思想播撒在海

外华人心中，将“戊戌变法”影响推向深远。总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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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维新派此时虽对“求医上谕”心有隐忧，却因力量

不足，只得先向日本等国求助，寄望于列强干涉，再

图谋发动舆论助光绪帝脱离险境。此为康、梁在流

亡时期与清廷保守势力斗争的重要步骤和策略。

二、涉外骚乱事件与列强应对

在华列强对“求医上谕”已然知晓，但坊间谣言

四起，纷传光绪帝已被谋害。而自政变后，各国亦

无人见过光绪帝，所以各国驻华公使馆皆密切关注

中国政局走向。在华利益最重的英、日两国对此表

现积极，对光绪帝生命安全和慈禧废帝可能性尤为

关心。

(一)英日两国对“求医上谕”真相的关注

英国对“求医上谕”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媒体

率先提出质疑。英在华喉舌《字林西报》载文称：“命

令各省疆吏挑选最好的医生送到北京，这一类故事

全是虚构的，有意散布的……是为了在恰当的时机，

即太后的权力稳定地建立之后，就会有一道上谕出

来，说什么皇帝已经龙驭上宾。”该报最后建议：“各

国公使应该提出一个不可抗拒的要求”，“觐见光绪

一次”。其次，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压。较之媒体

层面，英国政府举动亦十分直接。明发“求医上谕”

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警告总理衙门：“我坚信，假

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间

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1]533英国其后对“戊戌

政变”态度虽有反复，由初期的批评转为在局势稳定

后，继续支持慈禧统治，但窦的警告表明至少在此

时，英国是反对废黜光绪帝的。并非英国同情中国

维新变法，而是担心一旦清廷保守势力秉政，推行排

外政策将致其在华既得利益受损。

日本对“求医上谕”亦作出积极关注姿态，积极

探听光绪帝消息。10月5日(八月二十日)，大隈向林

权助发出电报：“本地和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

杀或被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透

过该电报，我们可发现两条有价值的信息：一为日本

此时也不清楚清廷宫禁深处具体情况，光绪帝是否

存活仍需查证。“戊戌政变”后，在变法上曾主张向日

本学习的维新派人士受到严厉惩处，不审而诛。“求

医上谕”使日本政府察觉此时连光绪帝生命安全都

不能保障，此为其所不允。二为首相亲自过问，体现

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局变化高度关注。因早期日本政

府认为维新派是亲日力量，异日维新派秉政，必将利

于日本牵制俄国。又日本与英国当时为盟友关系，

英国在东方事务中需谋求日本策应以服务于其亚洲

利益争夺的整体战略。日本借此不断扩大在华利益

和影响，故维新派遭保守势力清算后，日本格外关注

中国政局走向。次日上午11时，林权助收到电报后

即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光绪帝的状况。总理衙门否

认光绪帝被害谣言，林权助随即将大隈重信劝告清

政府实行温和主义的训令转告总理衙门，提出清政

府“在政变问题上不能再采取更加过激的措施”。

此外，林权助亦向新到职的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纳

求助，望马迪纳向清廷提出觐见要求，递交国书，以

验证光绪帝身体状况。

(二)由涉外事件到军事震慑

9月 30日(八月十五日)，正值中秋节，北京街头

发生一起涉外骚乱事件。有人在北京人流密集的天

桥上向外国人抛掷污泥，双方发生冲突，由言语冲突

升级为拳脚相加，其中两美国人、两日本人受伤。随

后官府抓获嫌犯数人，并严加审讯惩治。一场普通

的中外民事纠纷似可结束，但令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是“各国公使引为口实，以为中国不能保护远人”为

由，借保护使馆名义，美、英、日三国拟从天津调兵至

北京，“十七日美国调兵四十名，十八日英国调兵五

十六名，日本亦调兵数十名，英美二国并备快炮二

尊，子药数十箱”。

一起看似普通的骚乱事件奈何竟升格为严重外

交纠纷，引得列强公然出兵干预?首先，发动“维新变

法”的光绪帝是清政府政治开明的象征。“戊戌政变”

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既已发出“求医上谕”，

又停罢戊戌新政，一系列举动日趋保守。列强担忧

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将令政局不稳，致其在华既得

利益受损。他们认为：一位主张维新的开明皇帝在

位更利于维护各国在华利益，但此刻这位皇帝已有

性命之虞。因此，列强企图通过军事威慑影响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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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政和外交政策，敲打清廷保守势力，以保证本国

在华既得利益不致受损。其次，军事震慑是施压清

政府最有力的方式。北京街头涉外骚乱事件不足以

使列强以防范暴动的方式来武力干预，日本代理公

使林权助分析道：“我目前未见特别有根底的暴动，

而且我预料将来也不会发生，然上述各国的军队永

久屯执于此地。并不仅仅是为了护卫，而将带有一

种政治的性质。”不言而喻，各国将一起普通涉外事

件上升到军事震慑和干涉的程度，仅是向清政府政

治弹压而已。

(三)法国医生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

外交上的施压和军事力量威慑，迫使慈禧意识

到：国事即家事的时代一去不返。10月15日(九月初

一日)，奉慈禧懿旨，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约见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通报光绪帝的健康状况，表示

光绪帝“健康大为增进，且常和太后一同听政”，并向

窦纳乐询问“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去”的方

法。窦纳乐遂即向奕劻提出建议：“一个保证有效的

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方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

为光绪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1]538，

他还亲荐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担此差事。人们不

禁要问，英国在征医一事上为何不愿独揽，却要拉拢

法国?个中原因易于理解：一是由外籍医生为光绪诊

病系英国提出，诊病之事英国自当避嫌，以向外界证

明自身中立之态度，使诊断结果更具信度。二是法

国参与其中，将加大对清廷保守势力震慑力度，表达

各国对中国政局发展趋向的重视。

10月 17日(九月初三日)，总理衙门派人到英国

公使馆对窦纳乐的提议表示感谢，并称已定于次日

为光绪帝诊病。10月 18日(九月初四日)晨，法国公

使馆医生多德福应总理衙门邀请，走进在外国人眼

里充满神奇色彩的紫禁城为光绪帝诊病，过程十分

顺利。 [1]548诊病脉案在总理衙门和各国外交使团间

传阅，亦见于媒体舆论。今日见到脉案，我们似可

恍然大悟——光绪帝确有各种负面状态缠身，但脉

案解释得十分清楚：“诸痛皆因体弱”，并非有紧迫的

严重疾病，更不会因此阻碍光绪皇帝独立处理政

务。未久，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奉大隈重信之命，

代表日本国向光绪帝授勋，在西苑仪鸾殿面见光绪

帝，再次证明光绪帝身体无恙，而“授勋”这一举动也

昭示大隈政府对光绪帝的支持。至此，光绪帝“病

重”之说不攻自破。

三、慈禧缘何意欲“废帝”

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的诊断结果使得慈禧

“废帝”之意昭然若揭。人们不禁疑惑：光绪帝系慈

禧外甥，其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同胞姊妹，如

此血缘关系，慈禧缘何意欲“废帝”?
首先，慈禧认定光绪帝知晓或参与“围园劫后”，

此为其所不谅。据学者杨天石考证：谭嗣同于“戊戌

政变”前曾深夜造访袁世凯，要求袁派兵“围颐和园”

劫制慈禧，但袁转而向慈禧告密，由是产生“围园劫

后”说。 [2]袁世凯所著《戊戌日记》甚至提及谭嗣同

“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3]云云。慈禧听闻告密，内

心必是十分震怒和痛心。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载：八月初六日，慈禧“下诏训政，懿旨拿康有为”，并

于同日召开御前会议，于群臣前疾声厉色，讯问跪于

案左的光绪帝：“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
尚敢回护也!”光绪帝“魂飞齿震，竟不知所对”。慈

禧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帝答：“知

道。”[4]27由二人对话，慈禧于政变后应认定光绪帝知晓

或参与“围园劫后”，因而有此震怒之语。但学者易

漏察人物内心细微处活动，对慈禧更深处心理——

痛心之情不察。穆宗崩逝，正因慈安、慈禧“宫中定

策”[5]50，亲藩之子的四岁载湉才得入继大统，慈禧于

光绪帝有拥立之恩；承受丧子之痛的慈禧思虑同治

帝放纵往事，格外注重对光绪帝的教育。“常熟翁同

龢、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允师

傅”[5]51，四人皆“两榜出身”，学问渊博，为一时硕儒。

慈禧延聘名师教导光绪帝，并经帝师对光绪帝施加

自身影响。慈禧御前女官德龄尝言：“(慈禧)特地再

三教人去传谕翁同和，要他格外侧重于孝的教育。

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的继续讲解之

外，孝经那一部书，也是最注意的。她命令翁同和非

使光绪读得十分烂熟不可，甚至她自己还要随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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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6]由此而论，慈禧虽意在使光绪帝顺从于己，但

于光绪帝仍复有培育之恩。九重阙内，礼法最重。

“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扎根于慈禧内心。当她听闻

袁世凯告密，认定一手提携并养育宫中二十余载的

光绪帝竟欲图谋于己，内心痛苦自不待言。据《崇陵

传信录》载：“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

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

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

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5]56费

行简著《慈禧传信录》对慈禧斥责光绪帝之语记载更

为明确：“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

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

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7]慈禧心痛溢

于言表。经此一役，慈禧对光绪帝衔恨久矣。久任

清廷起居注官的恽毓鼎谓：“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

未尝消释。”[5]60此语似可作慈禧意欲“废帝”最佳注脚。

其次，光绪帝因推行“维新变法”，数次违逆慈禧

意志，甚至威胁到其权柄，此为慈禧所不容。同治朝

时期，恭亲王奕于“辛酉政变”一役有功，封议政

王、军机大臣。奕持功自矜，与慈禧争权，后慈禧

授意内阁明发上谕，虢夺其一切职务，仅保留皇子身

份。遭此打压，奕一蹶不振，锐气尽失。慈禧对任

何威胁其权力的存在绝不会坐视，必欲除之而后

快。殷鉴不远，光绪帝于“维新变法”期间恰又触动

慈禧最敏感处。据学者茅海建考证：政变前，光绪帝

和慈禧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一是“事后

报告制度”，二是“事前请示制度”。两种制度规定

了光绪帝与慈禧的政治权力范围和界线，光绪帝必

须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然“维新变法”期间，光绪

帝试图改变他和慈禧之间既定政治权力关系，数次

“逾矩”，破坏了双方微妙的平衡，为慈禧发动政变和

思议废帝埋下伏笔。其中有两件事令慈禧颇为不

满，一是“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1898年 9月 4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

事受阻，光绪帝“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夺礼部尚书

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

职”。虽怀塔布“此番因人受累，深蒙太后怜之”，但

慈禧只能“令其暂且忍耐”[4]18，却无如之何。因皇帝

一言九鼎，在国家机器运转中，即便是太后，亦不可

直接更改皇帝谕旨。怀氏等人被免，乃光绪帝即位

以来第一次黜陟守旧大臣，但因未向慈禧请示而径

自罢免高阶官员，令慈禧颇为不悦。[4]26罢免礼部六

堂官后，光绪帝于次日“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

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

预新政”。四章京主要负责阅览司员士民上书，并

出具“拟签”，经光绪帝批准后形成谕旨。但这套上

书处置方式因慈禧介入，于9月17日(八月初二日)发
生变化。9月 18日(八月初三)，军机处奏片首现“均

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等语，表

明此时上书处置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拟签”制由

向光绪帝负责转为向慈禧负责。四章京仅可处理不

具直接上奏权的司员士民上书，并不属特别重要文

件，为何慈禧仍介入此事?细察源头，乃因光绪帝谕

旨罢免礼部六堂官，慈禧虽心生不悦亦不可更改。

若四章京“拟签”稍有偏差，再经光绪帝“无心”批准

形成谕旨，后果不堪设想。慈禧的介入既体现其对

光绪帝不信任，亦反映光绪帝与慈禧的关系已非常

紧张。二是“议设懋勤殿”事件。以光绪帝为代表

的维新派深感仅由司员士民上书，而无固定议政机

构，新法实难推行。维新派企图在既定政治体制外，

设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懋勤殿。没有档案

资料记载光绪帝和慈禧对此有何种讨论，但对政治

高度敏感的慈禧必然知晓其中曲折。新议政机构

之设立，将绕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对慈禧负责的

实权部门，变为直接对光绪帝负责的政治决策机

构，而不仅仅备为顾问。如此，无疑将架空慈禧一

切权力，其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亦会彻底颠

覆。议设懋勤殿是对既定政治体制和慈禧本人权

力的根本挑战。茅海建对此评论道：“‘擅自’罢免

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

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

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8]基于此点，慈禧无论

采取何种严厉措施调整其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都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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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慈禧意欲“废帝”，具双重动因。慈禧

认定光绪帝知晓或参与“围园劫后”，内心既震怒且

痛心，为其政变后废立直接动因，但根本动因是渴望

推行变法的光绪帝急于取得事权，不可避免地与以

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产生矛盾，逐步威胁到慈禧

视为根本的权柄。在两者因素共同作用下，慈禧决

计“废帝”以巩固其政治权力。

四、慈禧一派的政治抉择

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的脉案既出，各国皆知，意

味着慈禧再无可能借光绪帝身体有恙而行废立之

事。慈禧之所以未在政变后遽行废立，最忌惮因素

是列强干涉。近代历史上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与

外部世界联系愈益紧密。中国政局稳定与否关乎列

强在华既得利益能否延续，这就决定了清廷在制定

大政方针时必然绕不开列强，中国政局变化亦与列

强息息相关。列强视光绪帝为主张维新变法的开明

君主，认为其在位更有利于维护各国在华利益，而

“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清算维新

派，罢黜新政等诸多举动被列强视为排外行为，是对

各国在华利益的严重威胁。由此引发的列强军事干

涉和外交施压，使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承受巨

大压力，被迫同意多德福入宫为光绪帝诊病，以平息

事态。除列强干涉外，慈禧未立行废立亦有诸多因

素交织作用其间。

其一，康、梁逃至日本后广泛散布舆论，通过办

报纸、演讲、组织社会团体等手段鼓吹“保皇”，康甚

至宣称自己有光绪帝密诏，乃奉旨援救光绪帝。

不难想象慈禧获知此消息后在震怒之余，亦会对可

能由此引发的列强干涉忌惮不已。无怪乎湖广总

督张之洞知晓此事后，于 10月 24日(九月初十日)致
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要求与该报馆和

保护该报馆的外国领事磋商，“嘱其万勿再为传

播”[9]。康、梁二人在海外披露维新变法真相和揭发

慈禧废立图谋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慈禧废立

进程。

其二，各地会党势力风起云涌，清廷屡禁不止。

1898年前后，四川、广东、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

东等十余省份皆有会党起事，尤以南方会党声势最

为浩大，范围所及几占清廷半壁江山。10月 14日

(八月二十九日)《申报》载：“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

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会匪闻风而

起，其患不可胜言。”[10]会党势力已扎根地方，其势

不可阻。又流亡维新派康、梁不断造势，欧美、南洋

诸地保皇势力与会党势力里应外合，形成一股要求

归政光绪帝的浪潮，给清廷造成极大压力，冲击着

“戊戌政变”后的朝局。倘此时局纷繁之际遽行废

立，或会致使海内生变，动摇清朝执政根基，此必不

为慈禧所乐见。对于废立利弊，她只好百般权衡，

慎之又慎。

其三，反废立力量逐渐形成。诸多疆臣甚至在

“戊戌政变”中曾大力支持慈禧的一些满洲亲贵也反

对废立，他们在反废立一事上形成一股强大力量。

自太平军兴以来，清政府不得不打破兵权不轻假汉

人成例，任命汉人为地方督抚，掌一省或数省之军政

和民政，“咸、同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

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

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用汉员为将军、都

统。”自此，清廷太阿倒持，中央政治权威日益衰落，

地方势力不断崛起。没有疆臣支持，清廷政令自是

难以推行，因而慈禧在废立一事上须考虑疆臣意

见。为此，慈禧曾使荣禄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

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闻

之，单独“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

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11]92

刘坤一申之以君臣大义，认为行废立事将会致使海

内生乱和列强干涉，从情和理上直谏慈禧。疆臣中

反废立的另一代表为李鸿章，据载：李鸿章外任两广

总督前，辞行之际，荣禄将目前“非常之变”告知于

他，李尚未听完，即大声呵斥：“此何等事，讵可行之?
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

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

者，无端而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12]李鸿章明

确表达反废立的态度，与刘坤一电报内容不谋而合，

皆提及“内忧外患”。与疆臣态度一致，部分曾在“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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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政变”中支持慈禧的满洲亲贵亦反对废立，其中以

时任军机大臣荣禄为代表。《方家园杂咏纪事》载：崇

绮和徐桐在慈禧授意下，带着有内外大臣签名吁请

废立的奏稿去拜会荣禄。荣禄阅数行，急忙将摺子

丢进火炉，徐桐大怒道：“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

阅看，何敢如此?”荣禄答：“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

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

后之意，我一人认罪。”①《国闻备乘》则记：“戊戌训政

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

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

名于天下也。”[11]92这些时人笔记证明荣禄并不想卷

入废立之事，其不赞成废立的态度显而易见。疆臣

和一些满洲亲贵大臣反对，使慈禧不能不心存疑虑，

一时难以决断。

受制于以上诸多因素，慈禧只得采取“以退为

进”之策，一面软禁光绪帝，控制舆情；一面颁布“求

医上谕”，宣称光绪帝病重，剥夺其处理政务的权力，

以渐次达到废立目的。列强干涉虽暂缓了慈禧预为

废立的图谋，但其始终未曾放弃。数年后发生的“己

亥建储”和“义和团”等一系列事件皆以废立一事为

中心，延续发展。久任清廷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曾云：

“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

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

朝局。”[5]60

五、结语

戊戌年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入紫禁城为光绪

帝诊病，在中国近代史的翰章中仅为一件极其微渺

的事件。该事件因清廷发布“求医上谕”而起，经地

方督抚、媒体舆论、流亡维新派舆论发酵，借由一起

北京街头涉外骚乱事件引发列强军事干涉和外交施

压而生，本不具备重大历史意义，但其隐藏着的以慈

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列强双方对中国时局的较量

却不可不察。

“戊戌政变”后，慈禧怀废立之意，因其认定光绪

帝知晓或参与“围园劫后”，又光绪帝因推行“维新变

法”，数次违逆慈禧意志，甚至威胁其权柄。慈禧软

禁光绪帝于瀛台之后，遂嘱内阁明发“求医上谕”以

探臣民动向。地方督抚或求自保，或出于政治敏感，

皆谨慎回应，不欲多言。维新派在《知新报》上则言

辞激烈，揭露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颁布“求医上

谕”隐藏深意，流亡维新派虽密切关注“求医上谕”，

但因力量不足只得先向日本等国求助，寄望列强干

涉，表现为康、梁通过办报、演说、组织社会团体等手

段图谋发动舆论助光绪帝复政，此为康、梁在流亡时

期与清廷保守势力斗争的重要步骤和策略。列强密

切关注中国政局发展趋势，在华利益最重的英、日两

国接连警告清廷不得轻举妄动，出于维护在华既得

利益之目的，列强借由一起北京街头涉外骚乱事件

以军事干涉方式向清廷施压，震慑清廷保守势力。

以上种种，确为掣肘慈禧抉择之力量，使其不可率性

妄为一意孤行。慈禧在重压下被迫接受英国公使窦

纳乐推荐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入宫为光绪帝诊病

建议。诊病脉案却表明光绪帝身体并无大恙，从而

彻底证明清廷颁布“求医上谕”不过是以慈禧为代表

的保守势力为行废立而掩人耳目罢了。

英、日等列强在整个事件中积极干预，暂时挫败

慈禧废立图谋。主观上列强是为维护自身在华既得

利益，客观上却打乱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废立

计划，暂缓了慈禧预为废立进程。慈禧之所以未在

“戊戌政变”后遽行废立，原因除列强干涉外，与海外

“保皇”活动、国内会党势力蜂起、诸多疆臣乃至一些

满洲亲贵大臣反对等因素交织作用不无关系。为维

持朝局稳定，慈禧被迫调整策略，确立缓图废立的方

针。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于戊戌年作出的政治

抉择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走向。

注释：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

②《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③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430/5-39/6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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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⑤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列传二百五十一》，

1928年清史馆本。“少俊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

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

⑥近代史料笔记丛刊《金銮琐记》，中华书局 2007年第 1
版，第172页。“叔峤遇祸，莲英欲因此倾陷张公，太后不允。”

⑦《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⑧《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⑨《申报》，1898年10月15日。“粤东访事，友来函云：迩因

圣躬不豫，电谕各省大宪保荐名医来京诊视。粤督谭宫保接

到电音，查有前任惠州府某太守缘事落职留滞省垣，颇能精通

医理，特为保荐，给咨进京。日前太守已到督辕禀辞，由香港

附轮船起程北上。”

⑩《皇上病重正谬》，《知新报》，1899年第80期，第1-4页。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 10月 1日下午 4时 55
分发，7时3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6
页。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

529页。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 102号机密信，1898年 10月 19
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8
页。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529页。

此类言论很多，如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致电英国

外交大臣：“清宫政变已发生，光绪死了，西太后当政，新党被

打倒了。”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神州国光社 1953
年初版，第523页。

《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日。

参见《史学月刊》1984年第四期吴乾兑《英国与“戊戌政

变”》一文，文中列举大量翔实可信史料论述英国在“戊戌政

变”前后的态度变化。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 131号电报，1898年 10月 5日。

《日本外交文书》，第 33卷，第 1册，第 674页。转引自茅海建

《戊戌变法史事考》，第529页。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0号电报，1898年10月2日下

午 1时发，7时 15分收。《日本外交文书》，第 31卷，第 1册，第

669-670页。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490页。

《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林权助电称：“我

曾徒劳地试图说服意大利新任驻中国公使请求觐见，因为每

隔一天就会流传有关中国皇帝的谣言。”林权助致大隈重信，

第 206号电报，1898年 10月 18日下午 5时发，19日上午 10时
10分收到。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531页。

《外侮堪虞》，《申报》，1898年 10月 10日。“天津访事。

友人云：本月十六日，京城土匪忽与西人滋事，有两美国人，两

日本人均被欧伤，尚有一西妇亦被殴辱，惟未受伤。事后经地

方官厅获犯数名，研讯惩办，而各国公使引为口实……经津芦

铁路总办飞禀，护理北洋大臣袁尉帅恐惊禁，近派员竭力阻

止，一再会商，只令兵士附车前去，炮及子药箱则仍留天津车

站。”另此新闻提及骚乱日期为“本月十六日”，原文如此，疑似

《申报》讹误。《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9-670页、

675-676页，对马家堡车站附近发生的袭击外国人事件有详细

记载，事件发生的次日，即10月1日(八月十六日)英、德、西班

牙等国为此事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并于当日照会总理衙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的《随手档》、《上谕档》对此事亦有

记载。而《申报》此篇报道仅据主笔友人听说，两相比较，似

《日本外交文书》以及《随手档》《上谕档》记载更为确信，北京

骚乱发生的时间应为9月30日(八月十五日)。
如英国驻华公使曾语李鸿章：“邻国固无干与之权，然

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近代史料笔记丛

刊：《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第1版，第26-27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 31卷，第 1册，第 674-675页。林

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7号电报，1898年10月5日下午5时发，

6日上午 1时 50分到。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

513页。

《申报》1898年 11月 23日(十月初十日)以“法医脉案”

为题转载了一篇香港《循环日报》翻译《北华捷报》的关于法医

诊治光绪皇帝的脉案。全文如下：“香港循环日报译捷报。

云：谨案大清国皇帝圣躬初见之时，体气瘦弱，精神知少，口味

尚好，脾胃消化迟缓，大便带泻，有不能克化饮食之症。呕吐

气喘，肺家亦弱，血行迟缓，脉细速，头痛胸热，耳呜眩晕，如欲

坠畏寒，下焦尤甚。手指因冷，无知觉。大腿似缩而脤，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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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痒。腰间多痛，小便清淡而短无蛋白质，共二十四点钟内较

壮实人小便略少。细按各症，系内肾火旺。平常壮实之人血

经过肾家，则放出毒物，然后化溺。若不然，则毒入血分，全体

受伤。查与此症相符，应养息肾家，方能毒由溺出。宜饮牛乳

和糖，服之数月之久。另服药粉以上，诸痛因体弱，故凡养血

之物皆从溺出也。”

“和”，同“龢”，原书如此。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38页：“政变前光绪帝与

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一是事后报告制

度，即军机处每日将前一日朱批、口谕、电旨连同其‘事由’上

报慈禧太后；每日将当日重要折件及简要相关谕旨上报慈禧

太后，其中个别折件光绪帝对慈禧太后有所隐瞒；军机处很可

能未将全部明发、廷寄、交片谕旨上报慈禧太后。二是事前请

示制度，除个别情况下以军机处奏片的形式向慈禧太后请旨

外，主要是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

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

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

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

示其态度。”

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

二》，1928年清史馆本。

政变后，慈禧曾质问光绪帝：“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

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力图新政》，《申报》，1898年9月27日，第9143号。“现

以综理万几，勤劳宵旰，拟设懋勤殿，为圣躬办事之所。即于

己撤各衙门内遴选识时务之京堂各官，参预新政。”

《字林西报》1898年 9月 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

日)译载：“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

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

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

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据

学界考证：此诏实系康有为篡改，原诏并无相救之语，且此诏

书亦并未交予康有为。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国闻备乘》，第 26-27页。“咸、同

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

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用汉

员为将军、都统。”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戊辰仲夏锓版(1928年)，544-
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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