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舆论干政
”

：

《申报》 与同光之际的西征新疆举债

刘 增合

内容提要 光绪初年 ，
左 宗棠开 始统 率 湘 军平定新 疆 叛乱 。 在 此前 后 ， 英 国 驻 华公使

基于该 国 远 东利 益考 虑 ， 频频 筹 谋 维 护 阿 古 柏 政权 的 存在 。 在 华 英文 媒介为 捍 卫 英 国

利 益 而不 断 刊 文 ， 既反对左 宗棠西征行 动 ， 呼 吁保持 新疆 反叛势 力 独 立 ， 又 干预 西征

借款的 举动 。 英人创 办 的 中 文 报纸 《 申 报 》 紧 随其 后 ， 或 刊 发社论 ，
或 转 载 英 文报纸

社论
，
刊 载 西人提供 的 虚 实相 间 的 战 况消 息 ， 起 到 辅 助 和 帮 腔 的 作 用 。 解读 该 报这 一

时期 的 编 辑行 为 和 办报理念 ， 若 不 内窥各类 牵 制 因 素 ， 单纯 依赖 该报 自 我 暴 白
，
极 易

陷 入隔 靴 搔痒 的 境地 ，
所谓

“

文 人论 政
”“

不 党 不 私
”

等定 位 ， 亦 不 免 堕 入罗 生 门

陷 阱 。

关键词 《 申 报 》 左 宗 棠 西征 外债

“

士人论政
”“

文人论政
”“

知识分子论政
”

是近代新 闻传媒研究中 ， 学人经常

使用的 中性概念。 具体到光绪初叶 的左宗棠统军西征大业
，
初创时期 的 《 申报 》 空

前予以重视
，
刊载了数量较多 的新闻和评论 ；

左 氏筹谋举借外款 以支持西征战事 ，

该报配发系列战事报道 ， 更费心研撰一系列负 面评论 ，
冀能影响 清廷决策 。 学界此

前研究该问题时 ，

“

文人论政
”“

士人论政
”“

敢于直言
”“

不党不私
”“

有 闻必录
”

之类的定位和判断表面上似可成立
；

［
1

］

惟相关研究 ， 忽略英国对新疆的觊覦和舆论安

排
， 舍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因滇案而蛮横拒借英款 ， 更撇开楚淮分野、 军饷对立

的格局 ， 单纯瞩 目 于秀才论政一途 ， 尚 不可能完整揭 出 士人论政 曲径通幽 的底蕴 ，

左氏愤激之下 ， 批评该报
“

张西讪 中
”“

把持 国政
”

，

［
2
］

倒是切合时政要害 。

［
3
］

《 申

报》 主笔行为究竟是
“

论政
”

还是
“

干政
”

， 甚至
“

乱政
”

， 这涉及国家征讨外敌叛

乱 ，
只有深人时境深处 ， 关联多方纠葛 ， 方可解读这段 《 申报》 初创时期秀才主笔

干预清廷重大决策的历史实相 。

一

、 英人觊覦新疆与 《 申报》 舆论辅助

同光之际 ，
《 申报 》 的华人主笔或许不知 ， 左宗棠西征前后 ， 新疆 以及疆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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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 干政
”

： 《 申报 》 与 同 光之际 的 西征新疆举債

区
， 正处于英俄两国 的

“

大角 逐
”

时期
，

［
4

］

英 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搜集新疆情报
，

工作之余 ，
瞄准了 中 国研究西域比较有影响 的祁韵士 、 徐松 、 松筠 、 苏尔德等人关

于新疆问题的论著 ；

［
5

］ 侵入中 国新疆的 阿古伯势力 ， 成为英俄争霸的关键牵制力量 。

俄国猜忌阿古伯 的动 向
，
为 了抵制英 、 阿双方结盟 ，

1 8 7 1 年俄军 占领伊犁 。 此后 ，

俄 、 阿关系 日 趋恶化
，
阿古柏 自恃与英结盟

，
拒不理睬俄 国 的劝诱 ，

使俄 国 大为怨

愤 。 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调集军队
，
力主伐阿

，
只是 由 于英 国 间谍策动浩罕的反

俄变乱而不得不中止 。

⑷

防备俄国侵 占新疆并威胁阿富汗和英属 印度 ，
这是英国决策的基本动机

，

“

把喀

什噶尔从中 国分离 出来 ， 把阿古柏政权变为英国 长久的保护 国 ，
可利用它去反对俄

国
， 堵塞俄国的贸易和影响扩大到亚洲腹地的道路 。

”

这是后来俄 国学者窥见英国殖

民心态的走势 。

［
7

］

同治十三年秋季
，
英属 印度总督 向英国政府建议 ：

“

由 两国 （ 指 英

国 和俄 国
——

引 者 ） 政府在北京采取外交行动 ， 可能制止 中 国政府进攻爱弥尔 （ 指

阿古柏
——

引 者 ） ；
如果这种联合行动办不到 ， 由驻北京的英 国大使把这个问题提交

中 国政府
，
那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 喀什噶尔王 国 的独立应尽一切可能 ，

予 以推持
，

这点对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 ， 极关重要 。

”
［

8
］

印度总督的这一主张提 出后 ， 驻华公使

威妥玛实际上采纳 了这一建议
，
随之委派其中 文秘书梅辉立赶赴天津

，
与直隶总督

李鸿章会谈 ， 提出将伊犁让予俄国 ， 将新疆南路让予阿古伯 的建议 。 李鸿章畏惧俄

国实力强大 ，
又担忧英国发兵威胁

，
然而其 内心更希望截 留更多饷源 ，

以之作为淮

军经费 ， 用于东部沿海的防务建设 。 于是 ，
他同意西征部 队停止向 阿古伯进攻 ，

而

且可 以节省大量军费 。

［
9

］

王绳祖教授敏锐地判断说 ， 这是李鸿章排斥湘军 、 力挺淮军

的计谋 ， 放弃收回新疆主权 ， 腾出军费支持海防 ，

“

阴谋扩大淮系军阀 的势力 ，
与湘

系对抗 。

”
［

1 °
］

李鸿章随后正式向朝廷提 出 了放弃新疆攻剿计划 的建议 。

［
1 1

］ 这些外交举

动 ， 国 内舆论如何反馈呢 ？
’

《 申报》 华人主笔在新疆问题上有关英 、 俄 、 阿三方关系 的细微变化或不甚明

晰
，
但该报经营者英国商人美査 （

Ｅｒｎｅ ｓｔＭ ａｉ科 ） 与三位友人伍特华 、 蒋莱亚 、 麦基

洛未必不知底细 ，
即便其亦不甚知 晓英国 的外交谋划 ，

而该报经营者与租界工部局

官员 、 英国驻上海领事均有密切联系
，
或有机会受到英方官员 的暗示 与授意 ，

至少

有一点可以 肯定的是 ，
基于受众是华人的特殊性要求 ， 该报在言论控制上 ， 坚守一

个底线 ， 就是不伤害英国在华 的根本利益 。

［
1 2

］

《 申 报 》 初创时期 ， 由 于该报资讯网

络较小 ， 外埠新闻的来源 ， 大多依靠两个途径获取 ： 第一
，
各地传教士和热心读者

的信函投稿
；
第二

，
转译来 自 西文报纸和外 国通讯社的 电稿等 。 其 中

，
就西征和新

疆问题而言 ， 第二个途径则尤为重要 。 据学人研究和统计可知 ， 《 申报》 转载西征和

新疆问题涉及的
“

西报
”

主要有 《字林西报》 、 英国 《泰晤士报》 、 印度报纸 、 《循

环 日 报》 、 美 国纽约新闻 、 《英 国 日 报》 《 晋源西报》 、 俄 国 电讯等 。

［

1 3
］“

有闻必录
”

是 《 申报 》 奉行的报道原则 ， 然而
，

《 申报 》 热衷于转载这类西报新 闻和评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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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 申报》 与 同 光之际的 西征新 疆举债

却具有相当的
“

选择性
”

倾向 ，
关键时刻实际上执行的是

“

有闻可 以不录
”

的政策

（详见后 ） 。

报纸编辑的
“

选择性
”

行为深受新 闻把关人的政治倾 向影响 ，
单就西征和新疆

问题而言
，
影响该报选择性报道因 素大致来 自 两个方面 ： 第一

， 租界内 部西方人的

舆论和认识倾向 ，
尤其要防止与英国在华的根本利益相抵触 ； 第二 ，

江浙文人 的地

域观念和文化认知
，
特别要避开与开埠通商的东部沿海区域利益和地域观念相 9 牾 。

西人注重通商利益 ，
而英国尤其看重新疆利益 ，

自不必赘言
； 《 申报 》 编辑行为 中 的

“

选择性
”

报道
，
之所以受到江浙文人的认知影响 ，

直接起 因便是该报早期的 1 5 名

华人主笔中 ， 绝大部分是江浙两省科考功名 中低层次的读书人 ， 统计如下 ：

［
1 4

］

表 1 《 申报》 早期 华人主笔简 况表

姓 名藉 贯出 身年龄

蒋芷湘浙江杭 州举人似为 中年

吴子让江西 南 丰
曾国 藩幕僚 5 9

钱听伯浙 江吴兴秀 才 3 9

何桂笙浙江山 阴秀 才 3 5

蔡 尔康江苏上 海秀 才 2 0

姚賦秋江 苏 苏 州布衣 2 0 余岁

沈毓桂江 苏震 泽无 功 名近 7 0 岁

钱 明 略似为 浙人未详 3 0 余 岁

沈饱山浙江 山 阴贡 生 3 0

沈增理江 苏 青浦


蔡宠九山 东历 城江 南 制造局 翻译 3 0

黄式权江 苏 南 汇


3 1



高 太痴江 苏 苏 州秀 才 2 6

朱逢 甲江 苏华 亭秀 才 6 0 余 岁

韩邦庆江 苏松江秀才 3 5

上述早期阶段 《 申 报》 的华人主笔和编辑人员 ， 绝大多数属于
“

吴人
”

范 围
，

生活地域局限于江浙一隅
，
虽然是读 书人

，
但科举功名 大部分居于 中下层次 ， 并不

掌握权势 。 秀才这类群体在清代知识群体 中所 占 比重较大 ，
因应科考的实践 ， 科层

变动 比较频繁 ，
观念认知局限于地域社会的情况 比较 明显 。 外人在华创办 《 申 报 》

这类中文报刊 ， 是近代 中 国较早 出 现的新生事物 ，
华人秀才 、 举人作为主创人员 ，

其采稿 、 编辑和发稿 ， 自 然会受其既有观念认知的影响 。 西征行动远离东部通商 口

岸 ， 新疆与上海远隔千山万水 ， 这对于秀才主笔们来说 ， 简直是恍若隔世之物
，
其

立场和视野与清廷官方上层 ，
并非高度吻合。 《 申报》 涉疆社论的撰写和 战况消息 的

编发行为 ， 实可体现出疏离清廷而认 同外电立场的基本倾 向 。 转载的外 电 中 ，
以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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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与 同 光之际 的 西 征新疆举債

上英国人创办的 《字林西报》 为最多 ，
这份办在中 国的 《泰晤 士报 》 ，

享有英国路

透社电讯的使用权
，

［
1 5

］

紧跟英国政府 的步伐 ， 营造对华舆论 ，
而 《 申报 》 的言论倾

向基本等同于英 国背景 的 《 字林西报？ ，
准确地说 ， 它扮演着

“

帮腔
”

和
“

辅 助
”

的角色 。

进人同治十三年后
，
左宗棠即筹备率军平定新疆叛乱 ， 西文报刊对新疆问题开

始空前关注 ，
从各个角度指责批评征疆计划 ，

形成一股强劲的西方舆论
， 《 申报 》 或

转载外电报道
，
或以外电评论为基础 ， 引 申 阐发其基本论调 ，

立场上显示出
“

偏西
”

的一面 。 涉疆问题上
“

偏西
”

的社论和战况消息
，
主要体现出 两个倾向 ， 其一 ， 反

对清廷组织的征疆行动
，
力主保持疆 内叛乱政权原封不动

；
其二

，
西征大军难以撼

动疆 内敌对政权的根基 ，
且屡屡营造左军战役败退舆论 。 前者主要体现在涉疆社论

的编发上
，
而后者则通过一系列战况报道体现出来 。 兹将其偏 向 西方的 主要舆论报

道编制简表
，
列示如下 。

表 2 同光之际 《 申报》 涉逋评论 与 西征报道简表

涉 踵社论社论 内 容和 态度倾 向西 征消 息报道倾向 和舆论作 用

《 论英 国 与 回 部 通＋．阿古柏政权 向 土耳其 和 俄 国

商 》 ⑵ 4 年 ” ＝＝
柏政权订 立 商 约

’
社＊
求援 ’

中 国征 叛 军 事 行动 不

1 8 曰 第
持 欢迎 态度 。



年 6 月 1
1 日 第 1 版 ）

可能取胜 。



，＾征战 不 毛之地 ， 费 用 浩 繁 ， 不 值西征 军 并 未 直捣 叛 军 巢 穴 ，

《论 嚷 什 令 尔 事 》

，＾？得 ；
阿 古伯势 力 强 大 ， 中 国不 可能 《

西 征 消 息 》 （ 1 8 7 5 且存在 恶 意 焚毁城 池 行 为 ，

（ 1 8 7 4 年 1 1 月 1 1 曰

一战胜 ； 建议清廷令阿政权独立于 中 年 9 月 2 3 曰 第 1 版 ） 战役组 织 上 太 过稳 重 ， 未 取
第 1 版 ）

国 之外 。得战功 。

不 毛之地 不 值得 清廷耗 费 巨 款征

《 书 论喀 什 噶 尔 事 战 ； 新疆 回 酋 与 朝 鲜 、 西 藏 、 蒙 《
西 报 述 甘 省 信 息 》

后 》 （ 1 8 7 4 年 1 1 月 古 、 越南 等 国一样
，
令其 变 为 岁 贡 （ 1 8 7 6 年 5 月 1 2Ｈ左营饷缺兵哗 。

1 3 曰 第 1 版 ）藩 属国 ， 可免疆城广 大 ，
鞭長莫及 第 1

－

2 版
）

尾 大不掉之虞 。

《论俄 国议助嚷什 读
主张中 国朝廷应该与 阿 古伯政权和 《甘蜀 续信 》 （

1 8 7 6 年 阿古柏 军 队 占 领 嘉峪 关 ，
甘

尔 以抗 中 朝 》 （ 1 8 7 5士ｒ
，
？

＊ｃｎ，＾平通商 。 5 月 1 3 日 第 1 版 ）

［ 1
6

］省全省 沦 陷 。

年 5 月 3 曰 第 1 版 ）

《 译论征 喀什 噶 尔
士 门 由 放文 也

．

＾《 陕 甘 传 闻 》 （ 1 8 7 6 左营被阿 古柏 军 队搞截 关 外 ，

之 失 》 （
1 8 7 5 年 6

‘

‘

年 6 月 1 日 第 1 －  2 未能 回 頋 ，
陕 西 、 山 西 、 四

“ｒ
ｉ 7

1服 ，
何况 实力 强 大的 阿 古伯 政权 ？

月
．

1 6 曰 第 1 版 ）

［
1 7

］版 ）川 、 湖北各省 均 派兵赴援 。

《论征新 箱 》 （ 1 8 7 5军

？？

士 气 不佳

二Ｔ 《 西 睡 恶 耗 》 传左 ＩＮ目统领 大兵西征回 部 ，

？
＾具备 条 件 的 情 况 下

，
不 如 放 弃办 ，

年 9 月 6 曰 第 3 版 ），年 6 月 5 曰 第 1 版 ） 近 已敗退
， 爵相 亦 阵亡 。

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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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与 同光之际 的 西征新韁举债

续表

涉 韁社论社论 内 容和态度倾向西征消 息报道倾 向 和舆论作 用

，Ｗ”

华兵 并未 与嚷什喝 尔精兵交战
，

征陕西 省 官 军 于 正 月 初 勺 被 回

《
论征西 近 曰 情 形 》

（
1 8 7 5 年 1 2 月 8 日

韁举措万难 成功 ； 耗 费 中 国 有用 之 《 西 陲 消 息 》 Ｕ 8 7 6 匪 攻击迭 破 阵地 ， 阵 亡者 不

［
1 8

］钱粮 ， 而征伐 沙漠无益之土地 ，
亦 年 9 月 1 5 日 第 1 版 ） 少 ；

阿 古 柏 已 率 兵 四 万 企 图
1 戚

非计之得者 。攻破嘉峪关 ， 进犯 内 地 。

＿
．即令新 韁诸城尽复

，
而 霍 罕 不 畏俄

《 书 Ｔ 西各报霍 罕 复

Ｌ 劢 人 ＆ 、 二 丨

国
’
展服Ａ叛

’
未必反畏中 国

’
而

？
俄 后

能 常服不叛 ’
恐未必能如此尊崇 中

年 4 月 3 曰 第 1 版 ）

国
， 非 中 国之得计也 。

《
论俄 罗 斯辨取 霍 俄对 于霍 罕 ，

终 必使隶版 田 ，
盖其

罕 》 （
1 8 7 6 年 4 月 志在 觊觎新韁 一带 ，

故得尺則 俄之

2 5 曰 第 3 版 ）尺
， 得寸 則 俄之寸也 。

《 论西 报 述喀什 噶‘，

尔 事 》 （脳 年 9

料喝 尔 被连 霍 罕 ’
其風 气大 约 相

月 1 2 日 第 ！ 版 ）

胃
’



由上述列表的举证来看
，

《 申 报》 在同治十三年 、 光绪元年 、 光绪二年这三年

中 ， 在舆论营造方面
，
扮演的是紧跟英国媒体的

“

辅助者
”

角 色 ， 如果抛开该报在

社会生活报道方面不偏不倚的立场
，
单就西征和新疆 问题而言 ， 这份较早的 中文报

纸 ， 与沪上其他英文报刊立场相近
，
而所起的作用却远超外媒 。 总体上看 ， 《 申报 》

实际上保持着与李鸿章淮系势力较为接近 ，
而与清廷 内部主战派相对疏离的立场 。

接下来更为关键的外款举借问题
，
该报在

“

近李疏左
”

方面的倾 向则更为 明朗了 。

二
、 拒借舆论经营和英方外交讹诈

西征大规模举借外款的筹划 ， 同治十三年 即已 开始 。 举借洋款 ，
左宗棠专 门委

托上海采运局道员 胡光墉落实
，
胡 氏做事深受左宗棠 的信任 。

［
＂

］

光绪元年十月 时 ，

各省欠解西征军饷高达 2 7 4 0 万两
，
借着奏报西饷来源枯竭实情

，
左氏郑重提出 大规

模举借外款的请求
，
基本方案是仿照 去年沈葆桢筹借洋款办理台湾防务的做法 ， 举

借外款 1 0 0 0 万两
， 并建议朝廷委托沈葆桢代为办理借款事宜 。

［
2 °

］

左氏之所以委托沈葆桢筹划外款举借 ，
左、 沈两人 的交谊融洽是重要 的条件 。 ．

同治六年
，
经左宗棠保荐

，
沈氏担任福建船政大臣 。 船政局经费严重匮乏 ，

左宗棠

的西饷本不充裕 ， 却毅然从西征饷项 内 ，
挪出款项

，
支援船政建设 。

［
2 1

］ 沈葆桢十分

感激
，
此事左氏后来亦曾屡屡谈及

，

“

弟于从前幼丹船政告匮时 ， 举闽协 的饷二十六

万畀之 ， 宁忍饥分食 ， 以船政无事权 ，
而陕甘 尚握兵符耳 。 其时幼丹复函 ， 亦谓使

督抚均能如此 ， 何事不办 ？

”
［
Ｍ

］

此后
，
沈葆桢对西征饷需的供应十分关注 ，

屡屡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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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积极支持西征经费的态度 ，

“

垂老穷边
，
独为其难

，
吾辈非万分无可奈何

，
敢度

外置之 ？

”“

季老 以垂暮之年
，
独为其难于万里外

，
吾辈可 以 为力之处 ，

不为尽力 ，

夫岂为人情 ？

”
［

2 3
］

可见左、 沈关系之密切 。 然而 ， 《 申报》 对西征借款 的消极性舆论

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沈葆桢的决断
，

也影响 了福建巡抚丁 日 昌 对左氏举借外款的

态度 ，
两者均从 《 申报》 社论中寻求反对左氏借款的基本依据 ，

这一举动
， 实际上

配合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的对华拒借英款的外交方针 。 揆诸当 日 各方表态
，
在左

宗棠筹借征疆外款问题上
，
中外势力形成 了

“

英使威妥玛
——英文报刊—— 《 申

报》

——沈葆祯——丁 日 昌
——李鸿章

”

这一或明或暗 的阻借阵营结构 ， 英文媒介

的阻借态度 自 不必说 ， 这一结构 中 的 《 申报 》 最值得注意
，
它作为 中介 ，

既传递了

西方媒介的态度
，
又配合着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外交行动

，
其拒借舆论更对沈葆

桢 、 丁 日 昌 、 李鸿章等封疆要员产生直接影响 。

在此前后
， 《 申报 》 主笔有选择地撰写社论 ，

或转载有倾向性的社论 ， 意在阻止

西征借款
，
较为重要者如下简表所列 。

表 3《 申报 》 同 光之 际 阻止举借外款的 社论 简表

社论及刊 期基本主张备注

英 国举借外债
，
但 国 民致 富

，
未成 负 担

；
中 国 若

《论告 货 》 （
1 8

＊

7 4 年 1 1 因 战争举借外款
，
积成大债 ，

而 不 兼行振兴 民 间

月 3 0 曰 第 1 版 ）正经事业 ，
未免为 后 曰 之 累 。 中 国 应 节 省 岁 用

，

不 轻用 于 边外 ，
尤 不 能 用 于 西 北战事 。

ＴｈｅＮ
．

－

Ｃ．Ｄａ ｉｌｙＮｅｗ ｓ
，Ｔｈｕｒｓ ｄａｙ ，

《 译 论 中 国 告 货 事 》 如果举借外款用 于 开矿 等生利 事 业 ，
值得 支持 ；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Ｉ 4

， 1 8乃
， ｐ

． 3 8 ．（ Ｃ ｈｉｎ ｅｓｅ

（ 1 8 7 5 年 1 月 2 3Ｈ 第 1但清廷此次借款或 许是 为 台 防事 业 ，
则 不 赞成 ，

Ｉｍｐ
ｅｒ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ａｎ 此 条 消 息

版 ）因 其与 生 利 富 国无 关 。从 1 月 1 1 日 至 1 月 1 6 日 在相 同板

块 出 现
） 《 申报 》 据此引 申评论 。

《译 字林新报论 中 华新 土耳其 因 告货而 不 堪重 负 ；
目 前 中 国 国 穷 民 困

，

，，，

ＴｈｅＮ． 
－Ｃ．Ｄａ ｉｌｙＮｅｗｓ ，Ｓ ａｔｕｒｄａｙ ，

行告货一事 》 （
1 8 7 5 年 缺少 生 利 事业 ， 官方 不 能正确 理解西 方 富 强 改革

＿

，Ｍ ａｒｃｈ 1 3
，
 1 8 7 5

’ｐ
． 2 3 1 ．

3 月 1 5 日 第 1 版 ）的底 蕴
，
因 而反对单纯举借 外款 。

ＴｈｅＮ．
－Ｃ．Ｄ ａｉｌｙＮｅｗ ｓ

，Ｔｕ ｅｓｄａｙ ，

《论 新 报 言 土 耳 其 国土耳其 仅恃每年 告货 积债 ，
临近 亡 国

； 中
．

国 富Ａｕ
ｇ
ｕ ｓｔ 3

，
 1 8 7 5

，ｐ
．  1 1 5

；ＴｈｅＮ．
－

事 》 （ 1 8 7 5 年 8 月 9 曰 强
， 推荐 李鸿章 的 富 强谋 划

，

加 强 理财
，
反对 因Ｃ

．
Ｄａｉ

ｌｙＮｅｗｓ
，
Ｆｒｉｄ ａｙ ，

Ｍａｒｃｈ 1 2
，

第 1 版 ）战事举借 外款 。

、 1 8 7 5
，ｐ ． 2 2 7 ． 《 申报 》 据此报道

，

并加 以 引 申评论 。

《续 述 土 国 负 債 》 （ 此 土耳其亏 欠英 国 巨额 外款 高 达 3 0 0 余 兆 ， 英 国债
ＴｈｅＮ．

－Ｃ．Ｄａ
ｉ
ｌ
ｙＮｅｗｓ

，
Ｔｕ ｅｓｄａ

ｙ ，

为 消 息 ） （ 1 8 7 5 年 1 2 权人无 不 愤怒
；

埃及 亦 向 英人告 货 ，
为 数甚 大

，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7
， 1 8 7 5


，ｐ．  5 4 7 ．

月 1 4 日 第 1
－

2 版 ）而 国库 支绌
，
恐 亦 难抵此 重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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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论及刊 期基本主张备注

新韁 劳 师糜饷 不 胜计数 ， 实为 中 国之 累 。 以 有用

？

＾之财取其不 Ｉ之地
，
已属失算

，

一 千 万银尚 不 能

《 论 借 摘 征 回 事 》

，
＾？敷

，

又将何法 以善其后 ？ 今又借 西 国银 两 以征服
（

1 8 7 6 年 3 月 3 曰 第 1—

之
， 卽使攻克全《 ，

大 军 一退 ，
彼又反复 。 为 今

之 计
，
莫 若将新疆 己克之地慎 固封 守 ， 待 国 力 强

大再作计较 。

左伯 相 自 前岁 用 兵关 外 ，
至今所 用兵饷将及千 万

《 书 货 银 续 闻 后
》

两
，

兹再借一千万 两
， 即 能竣事 ，

則 所 费 已将及 ＴｈｅＮ．
－ Ｃ．Ｄａ ｉｌｙＮｅｗｓ

，Ｍ ｏｎｄａｙ ，

（ 1 8 7 6 年 3 月 1 5 日 第 1二 千 万 两 。 此 次 收 复新 碰 用银 已 将 三 千 万两 之Ｍａｒｃｈ 1 3
，
 1 8 7 6

，ｐ
＿ 2 3 5 ．

《 申 报 》

版 ）多
，
而前之所 费 与后之所费 尚难数计 ，

则 中 国 受 据此 引 申评论 。

新 疆之 累 亦难 言 。

中 国收 回新 磁后 非竭 关 内 各 省之财 力 不 足以 守
，

《 再 论 借 货 征 回 事 》 其耗 费定 非前 代所 能及 ；
不 如 与 欧 洲各 国 商议

， 香港 《循环 日 报》 和 《 中 外新报》

（ 1 8 7 6 年 3 月 2 7 曰 第 1 在各 回部 中择定 国君
， 可为 中 国之藩 篱 ， 不 费 中 发表 支持举借外款社论 ， 《 申报 》

版 ）国之财 力
，
否 则 岂长久之计乎 ？ 即借货之事 亦 非 社论反驳 。

可以屡行者也 。

ＴｈｅＮ． 
－ Ｃ．Ｄａ ｉｌ

ｙＮｅｗｓ
，Ｓａｔｕｒｄａ

ｙ ，

《辨 字林 新报所 言喀兵 左 帅 于去年借 用 西 国之債一 千 万 两之后
，
复欲借

， ， ＿， 。＿ｍ？

Ａｐｎ ｌ 2 9
， 1 8 7 6

，ｐ
．  3 9 5

；ＴｈｅＮ．
－

入 关事 》 （
1 8 7 6 年 5 月 货西 国之债二 千万 两 ， 英 国 诸人不 以 为 然 ，

今 岁”ｍ
Ｃ． ＤａｕｙＮｅｗｓ

，
Ｗ ｅｄｎ ｅｓｄａｙ

，
Ａ

ｐ
ｒｉｌ

2 曰 第 1 版 ）汇丰 洋行 亦难再允借货 。
，

…

2 6
， 1 8 7 6

，ｐ． 3 8 3 ．

西人 自 土耳 其 亏 欠 巨 款后
，
对货 银一事 颇 自 留

《译 西 报 论 告 货 制 造 神
，
若既无利 息

，
而 国 又 空 虚

，
只 有辞谢 。 今中

，。 ？ ，？ ，

ＴｈｅＮ． 
－ Ｃ． Ｄａ ｉｌｙＮｅｗ ｓ

，Ｔｈｕｒｓｄａ
ｙ ，

事 》 （ 1 8 7 6 年 5 月 1 2 国为 征喀酋
，
筹此 巨欵

，
实属 无益有损之举

， 即
， ，

Ｍ ａ
ｙ

1 1
， 1 8 7 6

，ｐ
．
 4 3 5 ．

日 第 2 版 ）幸 而 得胜
，
仍 须 以 重兵驻 守

，

粮饷 器 械有 去 无

来
，
何能再 归欠款 耶 ？

光绪二年前半年 ，
是左宗棠运筹举借外款的关键岁月 。 这期间 ，

《 申报 》 为阻止

西征借款而转载和撰写的社论呈现一边倒 的倾 向 ， 就在清廷做 出关键决策的前夕 ，

该报在同一月份连续转载和撰写 3 篇社论试图阻止借款行动
，

［
2 4

］

其间甚至编造和传

播谣言 ， 该报通过转载外电消息 ， 散布朝廷举借外债数额高达 2 0 0 0 万两
，
担忧平定

新疆叛乱之役将会拖垮中 国财政
，

“

此次收复新疆用银已将三千万两之多 ，
而前之所

费与后之所费尚难数计 ，
则 中 国受新疆之累亦难言…… 中 国 自 古及今 ， 边饷之耗费

莫过于今 日 之新疆也 。

”
［

2 5
］

次 日
， 报馆又专门 刊文 ，

声称清廷即将举借西方的外债竟

高达 3 0 0 0 万两 ， 惊呼
“

夫三千万为数甚大 ， 若仅为供兵之空用 ， 则积息所贻累者未

免为之一虑 ！

”
［

2 6
］

通过营造阻借舆论 ，
冀能最大限度影响清廷的决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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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 经笔者仔细检索审读 《 申报》 这段时 间的社论刊登记录 ， 发现该报此前

经常转载香港 《循环 日 报 》 《 中外新报 》 等媒体社论 ，
而对这两份报纸支持西征借

款的重要社论却未加转载 ，
故意

“

视而不见
”

， 其态度和立场的选择性倾 向更为 明

显 。 这说明 ， 该报所谓
“

有 闻必录
”

的方针并未落实 ，
实际上贯彻 的是

“

有 闻可 以

不录
”

。 光绪二年春季 ， 《循环 日 报》 刊文认为 ，
左宗棠筹划大规模举借外款以支持

西征大业 ， 必有成竹在胸的获胜信心 ， 非局外人所能得知 ， 而某些报刊舆论反而瞻

前顾后 ， 反对举债 ，
该文作者十分不解 。 大约相同时间 ， 《 中外新报》 刊文认为 ， 新

疆今昔情形完全不同 ，
在古代 ， 它与蒙古仅仅是 中 国 的藩篱 ，

目 前则为亚欧两洲之

门 户 ，
中 国一旦弃之 ， 则欧洲各 国必群起而争之 ，

如被欧洲各 国所得 ， 则 中 国在亚

洲并无 门户可言 ， 因此 ， 中 国万不可弃置不管 。 这种倾 向正好与 《 申 报》 的立场相

左
，
因而该报不但不予转载 ， 而且专门 由 主笔针对香港这两篇社论的观点进行撰文

批驳 ， 提出
“

新疆之地如此难于处理 ， 不如与 欧洲各 国商议 ， 中 国与欧洲各国均不

必据有其地 ， 于各 回部 中择定最为驯 良 为 回人所共服者 ， 立之为君 ，
以为亚 、 欧两

洲枢纽之国 ， 使为两洲不侵不叛之臣 ， 如春秋时 间于晋楚之郑 ， 庶几可为 中 国之藩

篱 ，
不费 中 国之财力 ， 又不至为欧洲各 国所夺取 ， 否则 中 国 自行守边于数万里沙漠

之外 ， 直欲驾秦皇而上之 ， 岂长久之计乎 ？ 即借贷之事亦非可 以屡行者也 。

”
［

2 7
］

《 申报》 屡屡刊文反对之外
，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实是阻借外款阵营 中最强势

的
一方 ， 他代表英国政府公开阻挠中 国 的借款行动 。 光绪二年三 月 初一 日 ， 清廷发

布准许左宗棠举借外款 5 0 0 万两 的上谕 。

［
2 8

］

该上谕发布前数 日 ，
总署接到英 国驻华

公使威妥玛的正式照会
，
询 问 中 国是否在酝酿举借外款 ， 是否 已 经得 到上谕允准 ，

借款章程是否定妥 ；

［
2 9

］

谕旨即将下达的前一天 ， 威妥玛又强硬地照会总署 ， 在云南马

嘉理事件未妥善处理之前 ， 他已经告知该国商民 ，
不准向 中 国贷款 。

［
3 （＞

］

这些照会 ， 是

威妥玛为解决马嘉理事件而掀起的外交讹诈和战争叫嚣 的一部分 ， 在实际利益上 ，
也

符合英方对新疆的一贯政策 。

［

3 1
］威妥玛这

一

突然干预 ， 上谕措辞 中不得不饬令左宗棠 ：

“

洋款如何筹借 ， 著左宗棠 自 行酌度
，
奏明办理

”

，

［
3 2

］

这显然堵塞了西征借款在英国公

司范围 内的运作
，
总署六百里加急致函左宗棠 ，

叮嘱其应对这一突发情况 。

［
3 3

］

也由 于

威妥玛的阻借行动 ，
沪上英国商人和公司 ， 包括积极运作借款的英国丽如银行和汇丰

银行 ， 对威妥玛十分不满 ，

［
3 4

］

这种不满
，
在威妥玛启程回 国后

，
才得以宣泄出来 。

［
3 5

］

这

也从另外一面证实 《 申报》 社论渲染的英商不愿出借巨资给 中国乃不实之言 。

三 、 舆论干政对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朝政决策角度来看
，

《 申报 》 的舆论干政 ， 主要体现在同光之际西征新疆战略

得失取舍判断和光绪初年举借外款的两项重大决策方面 。

同治十三年开始
，

《 申报》 涉疆社论频频出笼 ， 公开传播放弃征疆行动的主张 。 这些

舆论倾向 ， 至少与旨在维护淮系势力 的李鸿章的意图不谋而合 。 该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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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
与 同 光之际 的 西征新 疆举债

的两篇社论刊出后
，

［
3 6

］

因恰逢各省督抚正在研议海防与塞防的均衡调处问题
，
对直隶总督

李鸿章 、 山西巡抚鲍源深 、 刑部尚书崇实等督抚大员 的弃疆主张影响甚大 ，
过往论者已

有泛论 ， 惟未作深入的比勘实证分析 ，
此处逐一对照参与决策的弃疆派大员 的言论观点

如何参照了 《 申报》 两篇社论的基本论调 ， 由此可见该报社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朝政 。

表 4弃逋派 高官主 张与 《 申报 》
社论覌点对照 简表

部 臣 与 2 篇社论观点
奏破措辞


？ 吏


《论喀什噶 尔事 》


《 书 论喀什噶 尔事后 》

乂？说 也 4ＶＬ＾＾该回 酋现 已结 约俄 罗斯 国
，

近闻 南 八城回 酋 亦 与 土耳其暗 中 1

勾 结
，
我 军甚单 ，

敌势 已固
， 即 不

．

味
祈俄 8 1 命 拜援救 。 且该ｗ 部所 用

添兵益供
，
恐 亦难收扫 荡之功 ；

纵能
枪

？
等物

’
均

上
购

？
暂时收复 ，

亦不 过仍照往年 成例 ， 岁
西

＿

国
’
故

，

人

ｕ
ａ“

‘

欲复新疆 ， 即令指 日 可

耗中 原三百余 万金 。？
取胜

： ？

无

社

人之

也
复

’
而 目 前 用 兵之费及 日 后

万里 穷荒
， 何益 于事 ？ 大 学 士李

忧 敌
＇

＝

人之 否
，

守 土 之资 ，
已 至 不 可胜 计 ，

可必之教甚

崇 实鸿章 亦 有划 守边界之请 ， 洵属 老成谋，＋ｕ况 尚未 必 即 能克复乎 ！
以不

无论 以 不 毛之地 而 里 吏 戍、＾ ＿

国之见 。丄毛之地 与 难化之人
，
耗 费重

兵 ， 即 岁 费 亦 不 止百 万 ， 俾 中 国
若坐耗千 万有 用之财 ，

收此丝 毫
’ ‘＾

帑 以 取 之
，
恐 非 计 之 得

＾＾＾＾卞
有限之财 ，

供新 嫌无 穷之 费 ， Ｓ｜ 山无益之地
，
疋 气愈 腹及数省 ，

万
， ．者也 。

－ 海韁有 事 ， 兼Ｍ 尤难 ，
而 失 机 宜 ，

＃之得哉 Ｉ

何 以 自 守 ？ 欲储 东南 之余 力 ，
当 塞西

Ａ ｉＬ之后 ’

ｆ
3 7 1何益于 国 ？ 又况狼子野心 ，

岂能
办 少

5
6 琀 【

3 7
】





驯化关 内 之回人 ？



新疆各城 自 乾 隆年 间 始 归版 田 。本朝新 疆之回人 ，
至乾隆 时《

今欲复

Ｉ ， ：

即

ｔ

指 日

无论开辟之难 ， 即 无事 时 岁 需兵 戡定之后 ， 始 隶入 中 国之版 困 。

可
＼

、之 及 日

后 守 土 之 资 ，
已 至 不 可 胜

费 尚 三百 余万
，
徒收数千 里之 旷 地 ，以 不毛之地 而 置吏戍兵 ， 即，ｕ ＾ ＾＾＾^

计 ，
况 尚 未 必 即 能克 复 乎 ！

而增 千百 年之潙 卮 ，
已为 不 值 。岁 费 亦不 止 百 万 ， 俾 中 国 有限之， ， ＾^

＾以不 毛之地 与难化之人 ， 耗
其 地北邻 俄 罗 斯 ，

西 届 土 耳其 、 财
，
供 新 疆 无 穷 之 费 ， 岂 计 之ｍｍ

费重，以取之 ，
恐 非 计之得

天 方 、 波斯 各 回 国
， 南 近 英 属 之 印 得哉 ！

老也
度 ， 外 日 ａ 大

，
内 曰 侵 削 ，

今 普 异回 酋现 已 结 约俄 罗斯 国
， 祈〗使 戈壁 以 外新 胡ｒ 地

势
， 即 勉 图恢复 ， 将来断 不 能久守 。 俄 国命师援救 。 该 回部 所用枪炮／…^

几及 万里分封 数十 回 首

士 “ ▲屡 阅 外 国新闻 纸及西路探报 ，
喀 及 军 器 等物 ， 均 系 购 买 于泰西 各

什噶 尔 回 酋新受土耳其 ？部之封 ， 并 国
，
关 内 兵 勇越 戈 壁 而 征回 回

，
‘

＿地
，

必能不 侵不叛
，
岁 时 来

与 俄 、 英两 国 立 约 通商
，

是已与 各大 且枪炮 皆用 中 国 旧 制之物
，
恐 难＋丄 ， ｔ＾ 丄

邦 勾结 一气 。取胜。
朝

，
不 过 少

1
予

’

以后 中

密请西路各统帅 ，
但严 守现有 边 何妨 以前朝之待安 南 、 本 朝 ｍｉ

穷

界 ， 且 屯且耕 ， 不 必急 田进取 ，

一面 之待蒙古者待之 。 戈壁 以 内仍 为
‘

ｉ

＇

’

Ｗ． 雄 计之得哉 Ｉ

招抚伊 犁 、 乌 香木 齐 、 喀什噶 尔 等回 郡县 ，
戈壁 以外 ，

令 为 藩服
，
岁“

．
＿

． ． ． ．

新後回 黄 必能与 东之 朝
酋 ， 准 其 自 为 部 落 ，

如 云 、 责 、 粵 、 可减 不 资 之 费 ，
亦 可 免 无尽 之

战^

＾鲜 、 西 之 两 藏 、 北之 蒙 古 、

？ 之苗 、 瑶土 司
，
越南 、 朝鲜之略＊＆ 。 蛋 非 中 国之版 图

’
仍 为 中 Ｓ

南 之越 南 等 国 肖 为 奉 正
正期 可矣，


丨

之属 国也 。



丨

期 、 进岁 贡之薄 臣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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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 与 同 光之际 的 西 征新疆举债

续表

部 臣 与 2 篇社论观点
．奏疏措辞


雄吏


《论喀什噶 尔 事 》


《 书论喀什噶 尔 事后 》

狼子野心 岂能驯化 ，
关 内 之今时回 人机械 变诈

，

更

边地荒遐 ，
回情狡譎 ，

恐非 剋 日 回 人
，
尚且不 时蠢动 。胜于昔 。

成功之举 。 设迁延 岁 月
，

边外之征输以不 毛之地 而 置 吏戍兵
， 即欲复新 韁 ， 即令指 日 可

未 已
， 内 地之 罗掘 先穷 。岁 费 亦 不止 百 万

，
俾 中 国 有限之 复

，
而 目 前 用兵之 费及 曰 后

内 地心腹也 ，
边 陲四肢也

， 耗 费 财
，
供新 疆 无 穷 之 费 ，

岂 计 之 守 土之资
，
已至 不 可胜 计 。

于 边陲
，
竭 财于 内地

，

何 以异是 ！得 哉 ！以不毛之地与 难化之人
，
耗

飽 源深
于 边 陲 小丑 暂 示羁縻 ，

于 内地封今 即八城尽行克 复 ，
何妨 以 费 重帑以取之 ，

恐 非计之得

疆先培元 气 。前朝之待安 南 、 本朝之待 蒙 古 者 者也 。

请饬下西 征各军 ， 未 出 关 者暂缓 待之。 戈 壁 以 内 仍 为郡县
，
戈 壁新疆 回酋 必能 与 东之朝

出 关
，
已 出 关 者暂 缓前 进 。 数年 后 ，

以 外
，
令为 藩服

，
岁 可减不 资之 鲜 、 西 之 两 藏 、 北 之 蒙 古 、

内 地财力 充裕 ， 再 出 征伐叛 。 费
，
亦可免无尽之忧 。 虽 非 中 国 南之 越 南 等 国

，
同 为 奉 正

之版 图 ，
仍 为 中 国之属 国也 。朔 、 进岁 贡之 藩 臣 矣 。

比勘上表提供的两端信息 ，
基本可 以证实

，
崇实 、 李鸿章 、 鲍源深三位参与决

策的督抚和部臣
，
在奏疏信息来源 、 观点模仿和逻辑借鉴方面

， 《 申 报》 社论 （包

括该报关于西北战况的负面报道 ） 明显具有向 导性和启发性 ， 李鸿章奏疏中干脆称 ，

自 己是屡屡参考
“

外国新闻纸
”

和
“

西路探报
”

， 这显然包括为 《 申 报》 提供社论 、

战况消息的 《字林西报 》 《晋源西报 》 等英文报纸 ， 由此推知 ， 中文报纸 《 申 报》

起到 了展转中介的作用 ，
它将英方背景 的各类英文媒体与清廷大员 的决策行为 、 决

策方向联结起来 ， 旨在影响朝政决策走势 。 李鸿章等人 的
“

弃疆
”

主张 ， 在当时官

场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 甚至醇亲王奕環也积极支持李 氏
“

弃疆
”

的观点
，

［
4 °

］

在

牵制清廷事关
“

弃疆
”

与
“

保疆
”

战略决策层面 ， 当不可小觑 。

光绪元年十月 左宗棠奏请的西征借款是其历次借款中额度最大的一次 ， 奏疏上

达天听后
，
在枢臣廷议和疆臣议复阶段 ， 跌宕起伏

，
险象环生 。 其中

，
《 申报》 阻挠

性舆论的牵制和影响 ， 在各类制约 因素中 ， 相 当明显 。

左折奏上 ， 谕 旨令总理衙门 和 户部协商答复 。 光绪二年正 月 初五 日 左右 ，
两衙

门研究后 ，
建议准予举借 ， 令沈葆桢 即照该督所请 ， 妥速筹办 ，

以期无误事机 。

Ｈ ｌ
］

正月 初七 日 开始 ， 沈葆桢和 ｆ 日 昌 分别接到 了 清廷饬令迅速研究大额度举借外款的

上谕 ， 两人先后开始研究准否举债问题 。

［

4 2
］ 从沈 、 丁二人上奏 的时间看

，
这个过程

大约介于光绪二年正 月 初七 日 至二月 十五 日 （ 即公历 1 8 7 6 年 2 月 1 日 至 3 月 1 0

曰 ） ， 《 申报 》 有关清廷举借外款的社论 ， 自 同治十三年以后开始增多 ， 大多转载外

报
，
或依据英文报纸加 以 引 申评论

，
阻止借款成为其舆论主流 ，

此类舆论对沈 、 丁

二人决策产生何种程度 的影响 ？ 此处将该报关键社论与沈 、 丁二人的阻借奏疏逐一

比勘 ，

［ 4 3
］

以显示该报社论对决策者的实际影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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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 与 同光之 际 的 西征新 韁举债

细密阅读沈 、 丁二人奏疏后
，
可以 明显体会到

，
其反驳左宗棠举借外款的理由 ，

最具威慑力的算是举证土耳其 、 埃及 、 波斯等国家因举借外款而几乎亡 国 的事实 ，

这一点对处于内忧外患 中 的清廷而言 ，
其说服力之大 ， 不言而喻

；
西征新疆的巨 大

耗费 ， 地广人稀而不具财富价值这一严峻现实 ，
也意味着新疆将会变成清廷难舍难

弃的
“

销金锅子
”

，

［
4 4

］ 必将会对全国财政造成严重的拖累
，
联系 到同治十年以来的 三

年中
，
各省军需耗费已高达 6 0 0 0 余万两 ，

［
4 5

］

各海关 、 各省藩库均面临捉襟见肘之窘

困现实
，
而且户部库藏极为匮乏 ， 部臣屡屡反对 内务府随意侵夺部库存储的窘绌局

面 ，

［
4 6

］

管部 臣阎敬铭事后也针对清廷新疆财政调处的难度感慨万千 ，

［
4 7

］

由 此看来 ，

《 申报》 所谓新疆将会严重拖累 内地各省这一理由也具有明显的 冲击力 。 这些理 由 ，

《 申报》 刊发的社论以及此前发表的各类战况报道屡有刊载 ，
为沈 、 丁二人起草奏疏

提供了足够的
“

养料
”

， 舆论干政这一称谓 ，
谁 曰不宜？ 左宗棠屡屡侦知该报所谓的

西事报道和莠言乱政
，
尤对李鸿章 、 沈葆桢 、 丁 日 昌等东部大员 动辄搜罗报纸言论 ，

据以入告内廷 的行为 ， 十分愤慨 ， 他 的怒气不得不指 向 两个方面 ， 其一是
“

东部诸

侯
”

的误听误信
，
其二是 《 申报》 这类新闻纸的莠言乱政 ：

某公 乡 评不 高
，
于海 国 情 实素本无所 闻见 ， 乃竟侈 口 而 谈 。

当 事 录 以 入告 ，
盖

欲笼 沿 海之饷养洋枪队耳 。 朝廷以 两 江 总督授 刘
，
颇非 其 心 所 乐

，
恐利权 不 属 ， 不

能长养此不 战之兵 ，
实则 蠹 国 已久 ， 未曾收

一割之效。

［
4 8

］

洋事坏 于主持大计 者 ，
自 诩 洞 悉夷情 ，

揣其 由来 ， 或误 于新 闻 纸耳 。
此等谬悠

之谈
，
原可 闭 目 不 理

，
无如俗士惟怪欲闻

，
辄先入为 主 。

ｔ
4 9

］

吴越人善著述 ， 其无赖 者受英人数百元 即编新 闻纸
，
报之海上奇谈 ， 间及 时政 。

近称洞 悉洋务者 ， 大率取材 于此 ， 不 觉其诈耳 。

［

5 °
］

《 申报》 乃称 回 部 归土耳其
，
土耳其 已 与俄 、 英通款贸 易 ， 中 国 不 宜复 问 。 合肥

据以入告
，
并谓得之 亦 不 能 守 。 此何说也 ？

［
5 1

］

《 申报 》 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
，
岛人资之 以给中 国 ， 其 中 亦 间 有一 、 二事迹堪 以

覆按者
，
然干 涉 时政 ，

拉杂 亵语 ，
附录 《 邸报》

，

无纸 不 然 。 纤人之谈 ，
不加 究诘

，

置之不论足矣 。 合肥竟以入奏 ，
并议撤西 防以裕 东饷

，
何耶 ？

沪局新 闻纸公然把持 国政
，
颠倒是非

，
举世靡靡

，
莫悟其奸

，
而 当 事 者 不但 不

加诃禁
，
又从而信之

，
甚且举 以入告

，
成何事体 ！ 可为 浩叹 。

［
5 3

］

左氏上述私函对象虽有不同 ， 但其剑锋基本指 向 两个方面 ，

“

某公
”“

当事者
”

“

主持大计者
”“

洞悉洋务者
”

，
甚至

“

合肥
”

这类直接称谓 ， 均涵括与海防有密切

关系 的京官和外臣 ，
而

“

东饷
”

与
“

西饷
”

这类相互对立的用词 ， 明显体现出 淮军

与楚军在军饷利益上格格不入 ， 更反映 出海防需款与西征军费 的严重抵牾 ；

“

新 闻

纸
”

《 申报》

“

沪局新 闻纸
”

之类的指代或称谓
，
又将 《 申报 》 推到 了湘淮矛盾和朝

政纠葛的前沿
，
函 中

“

干涉时政
，
拉杂亵语

”“

把持国政 ， 颠倒是非
”

， 虽未将该报

西征舆论的性质和定位全盘托出 ， 但亦断定其处心积虑 ， 意在进行舆论干政的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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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 与 同 光之际 的 西征新《举债

若探究文人论政
，
媒介干政之类 ， 研究者或瞩 目 于 民 国初年 的

“

党派媒体
”

，
或

关注 民 国时代的 自 由知识分子 ，
以及 《独立评论》 《努力 》 周报之类

， 间或也有 以

《 申报》 早期
“

文人参政
”

为观测对象的
，

［
5 4

］

揆诸其论 ， 正面肯定者居于多数
，
几乎

成为一种定论 。 然而
，
调整视野

，
关联时政

，
勾稽舆论背后的各类驱动 因素后 ，

在左

宗棠西征新疆举债问题上 ，
东部各路诸侯的财政利益和 《 申报》 论政现象倒值得再三

琢磨 。 淮系势力渗入东部省份 ， 其军饷供给 、 在地利益更不可忽视
；
而 《 申报》 文人

视野和报道理念既受限于租界西人的价值取向
，
又囿于地域观念

， 其挟洋阔论 ，
虽 自

嘲系
“

齐东之语
”

［
5 5

］“

越俎代谋
”

，

［

5 6
］但却恰好提供了淮系督抚大员 暗中抵御左宗棠西征

的思想资源 ， 大吏俯拾其
“

牙慧
”

， 冀以影响清廷枢臣决断 。 两者客观上的不期而遇 ， 反

而形成一种牵制清廷决断西征取舍的
“

论政同盟
”

，
如果再加上光绪初叶牵制西征借款的

“

家鬼
”

与
“

家神
”

彼此结缘 ， 互为支援 ，
同光之际的时政机缘更为复杂 。 今人如不内窥

其中的纠葛牵连
，
单向度依赖媒体 自我暴白 ， 或许会堕人史学研究中 的罗生门陷阱 。

本文受 暨 南大 学
“

远航
”

计划 和高水平 大 学 学 科建设经 费 资助 。

作 者 ： 暨 南 大学 历 史 系 主任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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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威妥玛 ： 《 知照滇案未经妥结之前英商 民不能助行 中 国筹借款项之事 》 ，
张德泽 ： 《 清

季各国照会 目录》 ， 《近代 中 国史料丛刊 》 续 编 ， 第 8 0 号
， 台北 ： 台 湾文海 出版社 ，

1 9 7 4 年
， 第 6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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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与 同 光之际 的 西 征新 疆举债

［
3 1

］Ｃｏｏ ｌｅｙ ， 
Ｊａｍ ｅｓＣ

，Ｔ．Ｆ．Ｗａｄ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Ｐｉｏｎｅｅ ｒ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ｃｙ

1 8 4 2 － 1 8 8 2
，Ｌｅ ｉｄｅｎ

 ：

Ｅ ．

Ｊ．Ｂｒｉｌｌ
， 1 9 8 1

， ｐｐ ． 1 2 0 －  1 2 2
． 威妥玛在解决这

一

事件 中 ， 强硬地表示 ：

“

在最后两

周
，
我一次次威胁 ， 除非我能为过去的事件取得一份适 当 的赔款以 及确保接下来的 时

间里关系更友好 ， 否 则我将撤销领事馆 ， 或者 向 中 国政府采取最极端 的 压迫手段。

”

事后 ， 他曾冷静检讨 自 己 的蛮横态度说 ：

“

在谈判 中我很容易动怒 ， 我很遗憾我频繁

的索要 ， 我坦 白承认在上
一次的谈判中 ， 我 比平常更加 没耐心 ， 同 时也 比平时有更多

不耐心的借 口
。

”

（见该书第 1 2 2
， 1 2 7 页 ） 关于对华 战争舆论 的发动 ， 参见 陈霞飞主

编 ： 《 中 国海关秘档 》 第 1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9 6 年 ， 第 3 0 6 、

3 0 8 页 。

［
3 2

］ 《德宗景皇帝实录 》 第 2 7 卷
， 《清实录》 第 5 2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8 7 年 ， 第 4 0 1 页 。

［
3 3

］ 《答刘克庵》 ， 《左宗棠全集 》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1 7 －

1 8 页 。

［
3 4

］ 据胡光墉致 函左宗棠透露 ， 苏 、 沪 、 浙省等地英商 因威妥玛掀起 中英纠纷 ， 丝茶贸易

大受影响 ，
纷纷哭诉威妥玛贻害匪浅 ；

丽如 、 怡和在鼓动承借巨 款时 ，
更 向胡光墉透

露威妥玛拒借英款的细节 ， 系 中 国官员 怂恿威妥玛所致 ， 赫德更是 嘲讽威妥玛吃亏在

于受人怂恿 。 参见 《与刘克庵》 《上总理各 国事务衙 门 》 《 与谭文卿 》 《左宗棠全集 》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1 2 7
、 1 3 2

、 1 5 3－ 1 5 4 页 。

［
3 5 ］Ｃｏｏｌｅ

ｙ ， 
Ｊａｍｅ ｓＣ

，Ｔ．
Ｆ

．
Ｗ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ｏｂａ ｌＤｉｐ

ｌｏｍａ ｃｙ
1 8 4 2 － 1 8 8 2

，ｐ ．1 2 9
．

［
3 6

］ 这里指的是 《论喀什噶尔事 》 ，
1 8 7 4 年 1 1 月 1 1 日 第 1 版和 《 书论喀什噶尔事后 》 ，

1 8 7 4 年 1 1 月 1 3 日 第 1 版 。 该报尚有其他事关新疆和西征 的消息 ，
对决策层起草奏疏

提供了较多的信息资源 ，
此处及下面不拟展论 。

［
3 7

］ 崇实 ： 《奏为西征宜缓筹款 国用 以备海防由 》 ，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军机处录副奏

折 ， 档号 0 3 
－ 6 0 0 6－ 0 0 8

。

［
3 8

］ 《筹议海防折》 ， 《李鸿章全集 》 第 6 册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 0 0 8 年 ， 第 1 6 0 － 1 6 7 页 。

［
3 9

］ 鲍源深 ： 《边饷艰难请变通办理疏 》 ，
盛康辑 ： 《皇朝经世文续编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 正编 ， 第 8 4 1
－

8 5 0 号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

1 9 7 2年 ， 第 1 9 8 5－ 1 9 9 1 页 。

［
4 0

］ 朱采著 ： 《清芬 阁集 》 ， 《 近代 中 国史料丛刊 》 正编 ， 第 2 7 3 号
，
台北

： 文 海出 版社 ，

1 9 6 8 年 ， 第 3 2 0 页 。 黄彭年著 ： 《陶楼文钞 、 杂著》
，

《近代中 国史料丛刊 》 正 编 ， 第

3 5 6 号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

1 9 6 9 年 ， 第 9 1 0 页 。 《代李伯相筹议海防事宜疏 》 ， 薛福

成著 ： 《 庸菴文 编 》 ， 《 近代 中 国史料丛刊 》 正 编 ， 第 9 4 3 号
， 台 北 ：

文 海出 版社
，

1 9 7 3 年
， 第 1 0 9－ 1 2 6 页 。 醇亲王减西益东主张 ， 参见 《复 丁雨生中丞》 ， 《李鸿章全

集 》 第 3 1 册
， 第 2 5 2 页等 。

［
4 1

］ 《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征 出关恼源涸竭拟请各省 速解协饷与拟借 洋款抄折 》 刻件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特藏 ，
户 8 7

， 无页码。 该件所拟标题不妥 ，
应该是

户部 、 总署衙门 的议奏折。 另外 ， 此件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抄档 内容基本相

同 ， 个别字词稍有区别 ， 参见 《 总理各 国事务衙 门和硕恭亲王臣奕 ？ 等奏为遵 旨速议

具奏事 》 ， 《题本
？

俸饷 》 （ 1 8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抄档 ， 第 2 0 3 
－

2 0 9 页
； 《福建巡抚丁 日 昌 奏为筹解 西饷不宜多借洋款折 》 ，

中 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 ，

军机处录副 ， 档号 0 3 
－

9 5 2 7 
－

0 2 2 。

［
4 2

］ 《德宗景皇帝实录》 第 2 5 卷
， 《清实录 》 第 5 2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8 7 年 ， 第 3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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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干政
”

： 《 申报 》
与 同光之 际的 西征新韁举債

3 7 4页 。

［
4 3

］ 沈葆桢 ： 《筹议 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 》 ， 《 沈文肃公 （ 葆桢 ） 政书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 正编 ， 第 5 4 号 ， 台北 ： 文海 出版社 ，
1 9 6 7 年 ， 第 1 1 1 3

－

1 1 2 2

页 。 丁 日 昌 ： 《变通西饷办法疏》 ， 《丁 日 昌集 》 上册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2 0 1 0

年 ， 第 1 1 0 页 。 《奏为筹解西饷不宜多借洋款事 》 ， 军机处 录副奏折 ， 档号 0 3 
－

9 5 2 7 －

0 2 2 。 两文 内容稍有 出入
， 标题亦不相 同 。

［
4 4

］ 西北作战 ， 耗费巨大 ， 连左宗棠也认识到该役必定成为
“

销金锅子
”

，
遑论新疆这样

幅员 广袤 的地域 ， 参见 《答杨石 泉 》 ， 《左宗 棠全集 》 第 1 1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3 2 2 页
； 《答山东臬司 陈俊臣廉访 》 ， 《左宗棠全集 》 第 1 2 册

， 第 3 0 7 页 。

［
4 5

］ 佚名编 ： 《各省奏报军需银两数 目 》 ， 收入茅海建主编 ： 《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 》 第

6 4 册
，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2 0 0 5 年
，
第 2 8 4 页 。

［
4 6

］ 在京师 ， 内务府不断侵占 户部用款 ， 内廷支出成为 国家用财 的大项 。 管理户部大 臣倭

仁鉴于部库空虚 ，
对内务府觊觎部款 的倾向十分不满 ， 内务府每年耗费 高达 1 3 0 万两

之多 ， 屡屡向部库透支 ， 倭仁不断提醒其注意撙节财用 ；

户部 尚 书董恂时时陈诉部库

空虚 ，
并极力摆脱 内务府屡次向户部亟求工程银两的企 图 ，

这从
一个侧面显示 出京师

库储脆弱不支的局面 。 分别参见 《致翁同 爵 函 》 ， 《翁 同龢集 》 上册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2 0 0 5 年 ， 第 2 0 9 页
； 《王文韶 日记 》 上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8 9 年 ， 第 3 2 －

3 3

页
； 董恂著 ： 《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 》 ， 《近代中 国史料丛刊 》 正编 ， 第 2 8 2 号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

1 9 6 8 年 ， 第 1 3 9
、

1 5 8 页 。

［
4 7

］ 《户 部谨奏为西路军饷浩繁中外交困急须统筹全局以规久远而固国本折》 ， 《户 部奏折 》

（ 乙未冬 ） ， 收入 《阎 敬铭奏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图 书馆特藏 ，
甲 2 4 6

，

第 2 － 2 7 页 。

［
4 8

］ 《答陕抚谭文卿 中丞 》 ， 《 左宗棠全集》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4 6 1

页 。

“

某公
”

指的是丁 日 昌 ， 而
“

当事
”

则系李鸿章 。

［
4 9

］ 《答杨石泉》 ， 《左宗棠全集 》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5 0 5 页 。

［
5 0

］ 《与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 ， 《左宗棠全集》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5 1 3 页 。

［
5 1

］ 《答吴桐云观察》 ， 《左宗棠全集》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5 1 3

－ 5 1 4 页 。

［
5 2

］ 《答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 》 ， 《左宗棠全集 》 第 1 2 册 ，
长 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5 1 7－ 5 1 8页 。

［
5 3

］ 《与刘克庵 》 ， 《左宗棠全集 》 第 1 2 册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 0 0 9 年 ， 第 5 0 页 。

［
5 4

］ 诸如朱至刚 ： 《试论
“

文人论政
”

的流变
——

以报人 的 自 我期许为中心 》 ， 《新 闻与传

播研究》 2 0 1 0 年第 3 期 ； 付登舟 ： 《胡石庵与辛亥革命前后舆论动员 》 ， 《湖北大学学

报》 2 0 1 3 年第 5 期
；
张军

： 《 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北平 自 由 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裂变 》 ，

《求索》 2 0 0 9 年第 2 期 ； 刘椿 ： 《 自 由 知识分子群体的论政实践 》 ， 《深圳 大学 学报 》

2 0 1 3 年第 5 期 ；
卢宁 ： 《早期 〈 申 报 〉 的政治参与与査禁风波 》 ， 《 福州大学学报 》

2 0 1 0 年第 1 期等 。

［
5 5

］ 《论喀兵寇甘肃事 》 ， 《 申报 》 1 8 7 6 年 5 月 1 8 日
， 第 1 版。

［
5 6

］ 《辨字林新报所言喀兵人关事 》 ， 《 申报 》
1 8 7 6 年 5 月 2 日

， 第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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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ａｏｒｅ ｓｉｄｅｎ ｔｓｃｏ ｎｓ 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ｉｒａ ｔｔ 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
“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ｖｉｓｉｔｏ ｒｗａｖｅ ｓ

“

ｗｉｔｈｉｄｅｎｔ ｉｃａ ｌｓｙ
ｍｂｏ ｌｓａｎｄ

ｉｎｔ ｅｒｐｒｅｔ 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ｓ ．Ａｆｔ 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 ｇｄ

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 ｅｄｆｒｏｍｔ 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ｉｎ ｔｅｒｖ ｉｅｗｓｏｆａ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ｏ ｆ 5 0 8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ｆｏｕｎｄ：（ 1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 ｉ ｓｔ 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ｓｏｆ ａｎ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ｌｒｅ ｌａｔｅｓｓｉ

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

ｙ 
ｗｉｔｈｈ ｉｓ／

ｈｅｒ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ｙｍｂｏ ｌｓｔｈａｔａｐｐ ｌｉｅｄ ｏｎｍａ ｉｎ ｌａｎｄｖｉｓ ｉｔ ｏｒｓ ．（
2

）
Ｗ ｉｔｈｏ ｔｈｅｒｉｎ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

，ｔ 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ｓｙｍ
ｂｏ ｌ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ｓｏｎｔｈｅ ｉ

ｓｓｕｅ ．（ 3 ）Ｂｏｔ
ｈ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ｘ ｔｒｅｍｅ 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ｉｎ ｔｅ ｒｐ ｒｅ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 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 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ｉｓｓｕｅ ．

5 1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Ｐ ｏｌｉｔ ｉｃｓ ：
‘

ＳｈｅｎＢａｏ
，

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Ｌｏ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ｓｔ ｅｒｎＥｘｐｅｄｉｔ ｉｏｎ

Ａｉｒｉｎ
ｇ
Ｔｏｎｇ

ｚｈｉａｎｄＱｕａｎ
ｇ
＾ｕＰ ｅｒｉｏｄ

？

ＬｉｕＺｅｎ ｘ^ｃ

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Ｇｕａｎｇｘｕｐ ｅｒｉｏ ｄ
，
ＺｕｏＺ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ｌｅ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 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Ｘｉａｎｇ

ａｒｍｙａｇａｉｎ ｓｔ ｔｈｅｒｅｂｅ ｌ ｌｉｏｎ ｉｎ

Ｘ ｉｎｊ
ｉａ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

ｈｉｓｔ ｉｍ ｅ
，

ｉｎｏ 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Ｅｎｇｌ ｉｓｈｉ
ｎｔｅｒｅ ｓｔ ｓｉｎＦａｒＥａｓｔ

， ｔｈ 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ｔｏ

Ｃｈ ｉ
ｎａｆｒｅｑ

ｕｅｎｔ ｌｙｔｒ
ｉｅｄｔ ｏ

ｐ ｒｏ 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 ｅｎｃｅｏｆ 
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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