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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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相关研究，忽略英国对新疆的觊觎和舆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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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切合时政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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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深入时境深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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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人觊觎新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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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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正处于英俄两国的 “大角逐”时期，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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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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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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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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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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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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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1李鸿章随后正式向朝廷提出了放弃新疆攻剿计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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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rnest Ma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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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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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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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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柢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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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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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表 1 《申报》早期华人主笔简况表 

姓名 籍贯 出身 年龄 

蒋芷湘 浙江杭 州 恭人 似 为中年 

昊子让 江西南丰 曾国藩幕僚 59 

钱 昕伯 浙江吴兴 秀才 39 

何桂笙 浙江山 阴 秀才 35 

蔡 尔康 江苏上海 秀才 20 

姚赋秋 江苏苏州 布衣 2O余岁 

沈毓桂 江苏震泽 无功名 近 70岁 

钱明略 似 为浙人 未详 3O余 岁 

沈饱山 浙江山 阴 贡生 30 

沈增理 江苏青浦 秀才 未详 

蔡宠九 山 东历城 江南制造局翻译 30 

黄式权 江苏南汇 秀才 31 

高太痴 江苏苏州 秀才 26 

来逢甲 江苏华亭 秀才 6O余 岁 

韩邦庆 江苏松 江 秀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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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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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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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同治十三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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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疆评论与西征报道简表 

涉疆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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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年 7月 英国与阿古柏政权订立商约。社论 《回疆 情形》 (1875 求援

， 中国征叛军事行动不 持欢迎态度
。 年 6月 11日第 1版) 18

日第 1版 ) 可能取胜 。 

《论 喀 什 噶 尔 事》 征战不毛之 地，费用浩繁 ，不值 西征 军并未直捣叛 军巢穴， 

(1874年 11月11日 得；阿古伯势力强大，中国不可能 《西征 消 息》 (1875 且存在 恶意焚毁城 池行为。 

战胜；建议清廷令阿政权独立于中 年 9月23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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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 11月 古、越南等国一样，令其变为岁贡 (1876年 5月 12日 左营饷缺兵哗。 

13日第 1版 ) 藩属 国，可免疆城广 大，鞭畏 莫及 第 1—2版) 

尾大不掉之虞 。 

《论俄国议助喀什噶 主张中国朝廷应该与阿古伯政权和 《甘蜀续信》(1876年 
阿古柏军队 占领嘉峪 关，甘 尔以抗中朝》(1875 

平通商 。 5月 13日第 1版) 省全省沦陷。 年
5月 3日第 1版 ) 

《译论征 喀什噶 尔 《陕甘 传 闻》 (1876 左营被阿古柏军队隔截关外， 
之 失》 (1875年 6 中国库储不丰，台湾生番尚不能征 

服 。何况 实力强 大的 阿古伯政权 ? 年 6月 1日第 1—2 未能 回顾 。陕 西、 山西 、四 

月 16日第 1版 ) ” 版 ) 川、湖北各省均派兵赴援。 

《论征新疆》 (1875 西征部队军械落后，士气不佳 ，不 
具 备条 件 的 情 况 下，不如 放 弃 《西陲 恶耗》 (1876 传左爵相统领大兵西征回部， 

年 9月6日第3版) 年6月5日第 1版) 近已败退，爵相亦阵亡。 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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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涉疆社论 社论 内容和 态度倾 向 西征消息报道 倾 向和舆 论作 用 

《论征西近 日情形》 华兵并未与喀什噶尔精兵交战，征 陕西省官军于正月初 旬被回 

(1875年 12月8日 疆举措万难成功；耗费中国有用之 《西 陲消 息》 (1876 匪攻击迭破 阵地，阵亡者不 

钱粮 ，而征伐沙漠无益之土地，亦 年 9月15日第 1版) 少；阿古柏 已率兵四万企图 第
1版 ) 。 

非计之得 者。 攻破 嘉峪 关，进犯 内地 。 

《书中西各报霍罕复 即令新疆诸城尽复，而霍罕不畏俄 

叛 俄 人 后 》 (1876 国，屡服 屡叛 ，未必反 畏 中国，而 

能常服不叛，恐未必能如此尊崇中 年4月3
日第 1版) 国

， 非 中国之 得计也。 

《论俄 罗斯辩取 霍 俄对于霍罕，终必使隶版图，盖其 

罕》 (1876年 4月 志在觊觎新疆一带，故得尺则俄之 

25日第3版) 尺，得寸则俄之寸也。 

《论 西报 述喀什 噶 
尔事》 (1876年 9 喀什噶尔毗连霍罕，其风气大约相 

同，中国岂易征服耶? 月1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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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光绪元年十月时， 

各省欠解西征军饷高达2740万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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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两，并建议朝廷委托沈葆桢代为办理借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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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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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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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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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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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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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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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告贷》 (1874年 11 因战争举借外款，积成大债，而不兼行振兴民间 

月30 13第 1版) 正经事业，未免为后 13之 累。中国应节省岁用， 

不轻用于边外，尤不能用于西北战事。 

e 一C Daily News， Thursday， 

《译 论 中 国告 贷 事》 如果举借外款用于开矿等生利事业，值得支持 ； January 14，1875，p．38．(Chinese 

(1875年 1月23日第 1 但清廷此次借款或许是为台防事业，则不赞成， Imperial Government Loan此条消息 

版) 因其与生利富 国无关。 从 1月 ll 13至 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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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告贷而 不堪 重 负； 目前 中国 国穷民 困， 
行告贷一事》 (1875年 缺少生利事业，官方不能正确理解西方富强改革 The 一C Daily News， Saturday， 

March 13， 1875， P．231． 

3月15日第 1版) 的底蕴，因而反对单纯举借外款。 

The 一c．Daily News， Tuesday， 

《论 新报 言土 耳 其 国 土耳其仅恃每年告贷积债，临近亡国；中国富 August 3，1875，P．115；TheⅣ 一 

事》(1875年 8月9日 强，推荐李鸿章的富强谋划，加强理财，反对因 C Daily News，Friday，March 12， 

第 1版) 战事举借外款。 1875，P．227． 《申报》据此报道， 

并加 以引申评论 。 

《续述土国 负债》 (此 土耳其亏欠英国巨额外款高达 300余兆，英国债 
为消息) (1875年 12 权人无不愤怒；埃及 亦向英人告贷，为数甚大， The 一C Daily News，Tuesday， 

December 7， 1875， P．547． 

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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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劳师糜饷不胜计数，实为中国之累。以有用 

《论 借 饷 征 回 事 》 之财取其不毛之地，已属失算，一千万银尚不能 

(1876年 3月 3日第 1 敷 ，又将何法 以善其后?今又借西 国银 两以征服 

之 ，卸使 攻克全疆 ，大军一退 ，彼又反复 。为今 版) 

之计 ，莫若将 新疆 已克之地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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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银 续 闻 后 》 两，兹再借一千万两，即能竣事，则所费已将及 The —C Daily News， Monday， 

(1876年 3月 15日第 1 二千万两。此次收复新疆用银 已将三千万两之 March 13，1876，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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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后 非竭 关 内各省 之财 力不 足 以守， 

《再 论 借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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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 3月27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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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借贷之事亦非 社论反驳。 

可以屡行 者也 。 

《辨 字林 新报 所言喀 兵 左 帅于去年借 用西国之债一 千万两之后 ，复欲借 The ·C Daily News， Saturday， 

入关事》(1876年 5月 贷西国之债二千万两，英国诸人不以为然，今岁 April 29，1876，P．395；TheⅣ · 

C Daily News， W ednesday， April 

2日第 1版) 汇丰 洋行 亦难再允借贷 。 
26， 1876，P．383． 

西人 自土耳其亏欠 巨款后，对贷银一事颇 自留 

《译 西报 论告 贷 制 造 神，若既无利息，而国又空虚，只有辞谢。今 中 
事》 (1876年 5月 12 国为征喀酋，筹此巨款，实属无益有损之举，即 The M —C．Daily News。Thursday， 

日第2版) 幸而得胜，仍须以重兵驻 守，粮饷器械有去无 May 11，1876，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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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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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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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次日，报馆又专门刊文，声称清廷即将举借西方的外债竞 

高达3000万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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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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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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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万两的上谕。_2副该上谕发布前数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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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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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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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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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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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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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这种不满，在威妥玛启程回国后 ，才得以宣泄出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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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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篇社论刊出后，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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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疆派高官主张与 《申报》社论观点对照简表 

部 臣与 2篇社论观点 
疆 吏 奏疏措辞 

《论喀什噶尔事》 《书论喀什噶尔事后》 

近闻南八城 回酋 亦与土耳其暗 中 该 回首现 已结 约俄 罗斯 国。 

勾结，我军甚单，敌势已固，即不惜 祈俄国命师援救。且该回部所用 

添兵益饷，恐亦难收扫荡之功；纵能 枪炮及军器等物，均系购买于泰 

暂时收复，亦不过仍照往年成例，岁 西各国者，故西人 皆为中国虑， 
耗 中原三百余万金。 恐难取胜 。即令无俄人之救援 已 欲复新疆 ，即令指 日可 

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大学士李 忧难敌，况俄人之援否，尚在未 复，而目前用兵之 费及 日后 

崇实 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 可必之数哉。 守土之资，已至不可胜计， 

国之见 。 无论 以 不毛 之 地 而 置 吏 戍 况尚未必即能克复乎 !以不 

若坐耗千万有用之财，收此丝毫 兵，即岁费亦不止百万，俾中国 毛之地与难化之人 ，耗 费重 

无益之地，元气愈亏，腔及数省，万 有限之财，供新疆无穷之费，岂 帑 以 取 之，恐 非 计 之 得 

一

海疆有事，兼顾尤难，而失机宜， 计之得哉! 者也。 

何以自守?欲储东南之余力，当塞西 克复之后，仍然岁费帑银， 

何益于 国?又况狼子野心 ，岂能 
北之漏卮。C 37] 

驯化关 内之 回人? 

新 疆各城 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 本朝新疆之 回人 ，至乾隆 时 今欲 复新 疆 ，即令 指 日 

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 戡定之后，始隶入中国之版图。 可复，而目前用兵之费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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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守土之资。已至不 可胜 

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 岁费亦不止百万，俾中国有限之 计，况尚未必即能克复乎! 

其地北邻俄 罗斯，西届土耳其、 财，供新疆无 穷之 费，岂计之 以不毛之地与难化之人．耗 

天方、渡斯各回 国，南近英属之印 得哉! 费重帑以取之 ，恐非计之得 

度。外 日强大，内 日使 利，今 昔异 回酋现已结约俄罗斯国，祈 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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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使戈壁以外新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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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及 万里，分封数十回酋， 

李鸿章 如周制至大之国，不过百里 什噶尔
回首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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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 不过少锡赉予，以后中 邦勾结
一 气。 取胜。 

国可省无穷之费，较之强令 密谕西路各统帅
， 但严守现有边 何妨以前朝之待安南、本朝 隶

入版图，必更易于驾驭， 界
， 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 之待蒙古者待之。戈壁以内仍为 岂非计

之得哉! 招抚伊犁
、 鸟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 郡县，戈壁以外，令为藩服，岁 新疆

回首 必能与东之 朝 酋
。 准其 自为部落，如云、贵、粤、 可减不资之 费．亦可免无尽之 鲜

、 西之 两藏 、北之 蒙 古、 蜀之 苗
、 瑶 土司，越 南、朝鲜之略 奉 忧。虽非 中国之版图 。仍为 中国 

正朔可矣。[ 。] 之属国也。 南之越 南等 国，同为奉 正 

朔、进岁贡之藩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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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篇社 论观 点 部 臣与 
奏 疏措 辞 

疆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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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情狡镝 ，恐非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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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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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 

内地心腹也 ，边睡四肢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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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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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醇亲王奕瑕也积极支持李氏 “弃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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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J 

正月初七 日开始，沈葆桢和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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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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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 2月 1日至 3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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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显示该报社论对决策者的实际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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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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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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余万两，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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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部大臣阎敬铭事后也针对清廷新疆财政调处的难度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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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日不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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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以人告内廷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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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竞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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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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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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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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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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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竞以入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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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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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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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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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俎代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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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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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