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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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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袁世
凯被罢及复出自然绕不开隆裕的态度。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原本有意
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
围绕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日趋激烈，皇族内争使得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复
出时机逐渐成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决意复出，提出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
要的是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由于载泽的支持，清廷已基
本应允袁世凯此项要求。因此，袁世凯顺利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

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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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主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众多论著皆有述及，一般较
多关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逼迫及列强施压导致清廷再次起用袁世凯。① 然而，袁世凯复出问题从
他遭到罢免即已产生，时间跨度近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清朝皇族仍居权力核心，足以决定袁
世凯的去就，故而皇族各派的态度，在研究袁世凯复出问题时亦应着重考虑。近年来，学界已
对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有过精深考论，② 并重新关注袁世凯复出时提出的具体条件，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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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辛亥革命档案的整理、翻译与研究”（１７ＢＺＳ０６０）

阶段性成果。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得到张海鹏研究员的悉心指点，并承蒙两位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
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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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各方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也有过一定论述。①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皇族内争视角
对袁世凯复出的整个历程进行探讨，兼论袁世凯被罢原因及其复出条件等。

一、隆裕与袁世凯被罢之关系

１９０９年１月２日，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被罢之前，袁世凯身任军

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并与领班军机庆亲王奕劻结好，权倾朝野。此等人物突遭免职，必定出
自清廷的权衡定夺。故而要弄清袁世凯被罢缘由，首先有必要了解当时清廷的权力构架。

袁世凯被罢免时距离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不到两个月。慈禧临终遗命虽称 “嗣后军

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授权载沣为其儿子幼帝溥仪摄政并监国，但同时补充 “遇有重大事
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② 这意味着摄政王并不能乾纲独断，遇有

重大事件，须向皇太后请示，隆裕皇太后可以对载沣进行牵制。尽管时人认为 “隆裕初无他志，

唯得时行乐而已”，③ 但作为光绪帝皇后、慈禧侄女，经历过多年宫廷政治熏陶，其权力意识与
手腕仍不可轻视。隆裕与光绪帝并无亲生子嗣，其权力源自她与新帝溥仪的关系。光绪离世当

天，慈禧懿旨宣布溥仪 “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④ 兼而继承穆宗 （同治

帝）与光绪帝两人之位，却并未明示太后人选。由于穆宗此时尚有几位妃子存世，故而隆裕地
位尚未明确。直到第二天得知慈禧临终懿旨有 “兼祧尊为皇太后”相关内容，隆裕 “始惬心”，⑤

声言 “既如是，我心慰矣”，⑥ 足见其拥有权力之始即未超然物外。

慈禧临终懿旨奠定了宣统朝载沣、隆裕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却对二者权力界限仍有模糊
之处。何为 “重大事件”，其中有着不可捉摸的权力空间，留待载沣、隆裕自行博弈。在新旧权

力交替的间隙，隆裕亦迅速采取种种措施，巩固自身权力。在慈禧去世的第二天，隆裕就以
“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的形式向外界发布懿旨，行使太后之权。⑦ 这些虽然只是一种形式，

但在封建体制之下却有不少政治含义，例如，拟旨时张之洞就曾对 “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

这些措词比较在意，提出 “此件系发端之初，宜再斟酌”。⑧ 同一天，隆裕还专门向载沣传达懿

旨 “各宫妃嫔不得传见摄政王”，⑨ 防止原同治帝的妃嫔等人参与政权，突出其在宫中的独大地
位。在诏告天下正式确定 “隆裕”皇太后徽号的第二天，又发布懿旨 “皇帝尚在冲龄，一时未

能临幸颐和园。著该管大臣饬令司员等，将殿座陈设妥为封存看守”，瑏瑠 借此向外界表明不会甘

心颐养天年，而是会通过与幼帝的关系参与到政权当中。

·０９·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宣统政纪》卷１，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６０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７页。

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１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２９３页。
《宣统政纪》卷１，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４页。
《鹿传霖日记 （五）》，《文物春秋》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６，北平：天华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１５页。

参见 《宣统政纪》卷１，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９页。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９页。

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１页。
《谕旨》，《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２页；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

第３０７页。



载沣在摄政之初亦在不断强固自身权力，但很多时候却需要仰仗隆裕的支持，不得不小心
行事。与隆裕一样，载沣自然不愿其他敏感人士与隆裕过分接近。恭亲王溥伟原本是承继光绪
皇位的重要候选人，两宫病危之时，曾 “在内盘旋一昼夜未出”，觊觎大位。载沣摄政的第二
天，就立即传隆裕懿旨，规定除值班人员外，均不准在内住宿，“即是为溥伟而发”。① 然而溥伟
似乎并未就此收敛，传闻他在慰藉新皇太后的悲伤之际，被委托万事翼赞，“于是自行要求停留
宫中参与国政”，② 这不能不引起载沣的担忧。据说载沣 “闻有口传懿旨，大惧”，于是 “急邀奕
劻入见隆裕，言溥伟悖状”。③ 最后降下谕旨： “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
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④ 载沣借助隆裕巩固了
自己的权威。

宫廷政治，礼制森严，甚至有谓 “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⑤ 而礼节的尊荣与否往往
意味着权力的高低。载沣摄政时年仅２０多岁，资历尚浅，据说 “当时各皇族间轻视摄政王，在
编定摄政礼节的场合亦分为尊崇派和轻视派两派，形势最为不安”。⑥ 最后制定的礼节也是经过
隆裕审阅同意才进行公示，“业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御览”。⑦ 其中明确规定 “监国摄政王在
皇太后前称臣，行臣礼”，⑧ 以示太后与摄政王的高下之别。载沣为人 “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
廷当差谨慎小心”，⑨ 在光绪、慈禧大丧百日期间内发生罢免军机大臣袁世凯这样的 “重大事
件”，很难想象载沣会不经隆裕许可而贸然行事。

由于袁世凯权势过盛，不免会让隆裕、载沣有所忌惮。而且，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向慈禧
告密出卖了光绪，隆裕与载沣对袁世凯皆无好感，都有罢免袁世凯大权的动机。但在共同原因
之外，亦有个人因素。如前所述，隆裕所牵挂的皇太后一事直至慈禧临终方才确定，其中尚有
颇多波折，袁世凯实为阻力之一。

在选择光绪继承人问题上，据皇族高级军官良弼得到的消息，袁世凯先前嗾使御史封奏以
恭亲王溥伟继承帝位，后来又劝醇亲王载沣自行即位，甚至主张如有督抚反对，则妥当压制。瑏瑠

肃亲王善耆也证实：“两宫危笃之际，西太后传旨光绪帝，立溥仪为皇储，帝因溥仪年幼，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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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年长者的意旨。军机大臣等再三评议，袁世凯突然向醇亲王劝告，应自行为帝”。① 另据 《泰
晤士报》报道，在慈禧召开的立储会议上，庆亲王奕劻提议溥伦贝子继位，以恢复长子相继的
旧制，也得到袁世凯的热心赞同。②

由此看来，或许是有鉴于晚清垂帘政治导致的诸如 “辛酉政变”、 “戊戌政变”之类的政坛
风雨，袁世凯主张以成年皇族继统大位，以利权力的统一。但这种提议显然会摒绝隆裕挟幼帝
以自重的机会。

良弼、善耆在描述袁世凯被罢免缘由时，都将袁世凯先前劝载沣自立为帝一事作为主因之
一。③ 亦有史料佐证隆裕同为袁世凯被罢事件的重要推手，军机大臣张之洞的门人在记述此事时
称，“监国摄政王秉太后意，命军机拟旨，祸且不测”，因张之洞认为 “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
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非国家之福”，于是 “反覆开陈，始命回籍养疴”。④ 曾
任清廷起居官的恽毓鼎用暗语致函端方透露所知罢袁隐情，亦说是 “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

使除曹阿瞒以复仇，相王亦与闻焉”，暗指隆裕奉光绪密诏除袁之事。又提及张之洞曾力保袁世
凯之才可用，而载沣回应 “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

张之洞 “乃不敢置词”。⑤ 有皇族成员甚至认为，“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
亲用朱笔，写的 ‘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载沣处理”。⑥ 这些描述虽略显夸张，但所述隆裕
态度并非全无根据。

在被罢免的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就匆忙携其子袁克定逃往天津。据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民政
部右侍郎的赵秉钧所言，在发布免职上谕后，没想到宫中又从西太后文匣中发现近年来梁鼎芬
等人弹劾袁世凯的几封密奏，涉及其在戊戌政变时对光绪所用阴谋，听说会加重处罚，袁世凯
感到危险才迅速逃离。⑦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所留遗物应当由隆裕掌管，⑧ 在袁世凯被罢之时
恰好传出慈禧所存不利于袁世凯的密折，自然与隆裕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由于隆裕同样有驱袁动机，才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据载沣记载，在罢袁当天，其
曾 “仰蒙皇太后召见于长春宫”，⑨ 两人商谈的应该就是这一 “重大事件”。隆裕参与罢袁决策的
说法也得到溥仪的认可， “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 ‘足
疾’”。瑏瑠另外，日本方面当时也得到过相关情报：“据传促使这位温厚谦让的摄政王此次决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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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震辑：《端方密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　总４３
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２页。

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
活见闻》，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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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报告》 （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九日）， ＪＡＣＡＲ： Ｂ０３０５００９４９００。

载沣亦曾仰蒙皇太后颁给光绪、慈禧的遗物。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３１９页。

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３１０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页。



一个原因是皇太后对袁的感情也与摄政王相同，促成其下此决心。”①

二、载涛举荐袁世凯与隆裕之阻

尽管隆裕与载沣在罢袁一事上立场一致，但袁世凯去职后隆裕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利用太

后地位不断干预袁世凯复出。

隆裕虽然没有像慈禧一样垂帘听政，但经常以赏赐大臣的方式间接参与朝政。她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赏赐载沣及其他军机大臣，受赏之人通常第二天都会谢恩，隆裕则在他们履行谢赏

礼节时实现召见实质。载沣虽为摄政王，也在慈禧去世后经常 “仰蒙皇太后赐给食品”，并须
“叩谢慈恩”。② 那桐、徐世昌出任军机大臣后亦不时得到隆裕赏赐，他们同样会照例谢恩。隆裕

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时会 “详询诸事”，召见时间甚至还会选择在早朝之前。③ 可想而知，在

召见大臣过程中，隆裕想要对政治事务施加一些影响，并非难事。

隆裕对朝政的影响，还可从端方革职一事略窥一斑。端方原任两江总督，由于直隶总

督杨士骧病故，受命继任直隶总督。其在进京陛见时连续两天受到载沣接见，“午帅奏对，

每日均有三小时之久，条理井然，颇蒙摄政王所嘉许”，④ 足见载沣对端方的看重。但在几个

月后就因慈禧归葬东陵时 “沿途派人照相”等小事而革职。⑤ 据说 “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

之”，但因 “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而最终无果。⑥ 《泰晤士报》也

认为 “端方的免职让摄政王大失脸面”，隆裕揽权 “从摄政王的亲信直隶总督端方的革职中

首次展现”。⑦

载沣作为摄政王 “性极谦让”，⑧ 即便袁世凯也觉得其 “有谦让的美德”，“毫无摆弄权威之

风”。⑨ 然而载沣 “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为了维持统治，对兵权最为看重。他在摄政不

久即着手组建禁卫军，派亲弟载涛担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后来成立的军谘处亦由载涛掌管。

另一弟载洵则控制海军。瑏瑠 由于载沣的信任与支持，载涛地位与日俱增。在此后隆裕、载沣的权

力博弈中，载涛起到了重要作用。

载涛对宣统朝政产生显著影响始于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７日撤换军机事件。这一天军机大臣世续、

见习军机吴郁生双双被撤，代之以毓朗与徐世昌二人接替。瑏瑡 载涛此前曾在日本及欧美各国考

察，于半个月前回到北京，回国后大为感慨各国政务运用之美，认为 “大清以未具世界知识的

老朽之徒掌控枢机，无论如何焦虑，都无望达到国运昌盛”。故而肃亲王善耆判断，此次变动

·３９·

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袁世凯免职事件二#シ清公使馆青木少报告》 （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ＪＡＣＡＲ：

Ｂ０３０５００９５０００。

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３０２页。

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３６页。
《端午帅奏对确闻》，《大公报》１９０９年７月２８日，第１张第４版。
《宣统政纪》卷２３，宣统元年十月上，《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４２６页。

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Ｐａｌａ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６，１９１０，ｐ．３．
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１辑，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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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是因涛贝勒巡游各国慨叹自国国情衰颓之余向摄政王进言，建议为了国运昌盛，必

须果断进行内政革新”。而新任军机大臣毓朗 “有涛贝勒一派之代表的意思”。① 日本公使伊集院

获得的另一情报亦同样证实：“军机此次更迭自不用说是出于涛贝勒的献策。”②

载沣自摄政以来，除罢免袁世凯以那桐代替之外，还曾两换军机。一次是张之洞去世，以

戴鸿慈取代；一次是戴鸿慈病故，让吴郁生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都是在原军机大臣去世后

才更换。③ 此次同时撤换两名军机大臣，甚至包括世续这样的顾命元老，不免让外界大为吃惊，

正如日本公使所观察：“此次变动对于在该国的内外人士来说均有晴天霹雳之感。”④ 当天朝堂之

上有发言权的军机大臣仅那桐一人，⑤ 即便那桐亦未预闻其事，感叹 “朝局一变，殊出意外”。⑥

事实上，那桐对于世续去职一事似乎还颇为不平。⑦ 由此可见，载沣已经有了改变既往政治格局

的想法，而这正是在载涛的推动之下产生的。

此次军机更动之时另一军机大臣鹿传霖已病重危笃，⑧ 但毓朗、徐世昌二人取代的只是世续

与吴郁生，预示着鹿传霖死后军机变动仍有后着，很可能另有替代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同一

天，清廷又任命唐绍仪署理邮传部尚书。“众所周知，唐是袁世凯的忠实追随者”，故而英国代

理公使麻木勒认为，“如果他决定担任这一职务，或许会替袁世凯逐步重返政坛铺平道路”；据

他了解，“总的推测是政府正在同袁世凯进行谈判，准备召他回军机处接替鹿传霖留下的位

置”。⑨ 日本公使亦认为，如果任用唐绍仪出自袁世凯建言的话，只不过是在投石问路，根据其

结果，或许又继而有端方的起用，进而有袁宫保之出山亦未可知。瑏瑠 外界猜测，起用唐绍仪与袁

世凯的复出不无关系。

袁世凯遭到罢免，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也有一定关联。瑏瑡 然而

到了１９１０年７月，日本与俄国签订第二次密约，并着手吞并朝鲜，中国东北危机日趋严重，不

能不引起清廷的注意。据新任军机毓朗透露：“日俄协议以来，此方作为应对之策，与美国协作

之说得势，有议论认为应与该国订立某种密约”，瑏瑢 原军机大臣瞿鸿禨亦认为：“日俄密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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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亲美派得到了机会，北京政府一定时期内会倾向于实行袁氏一派之前主张的亲美政策”，并且
判断 “此次军机变动为袁世凯复出的前兆”。① 在此背景下，之前主导中美亲近的袁世凯，自然
容易受到刚从欧美考察归国的新贵载涛的青睐。

载涛举荐袁世凯一事当时报刊曾有报道：“自涛贝勒回国即向监国前力请起用项城”。② 而日
本公使获得的情报较为详细：载涛在建议载沣改革朝政时，频频述说起用袁世凯之必要。各国
所到之处，没有不知袁世凯大名，在国事举步维艰之际应迅速起用授予要职。载沣大为心动，

然后由庆亲王派人前往河南向袁世凯传达载涛及载沣的意见，劝告他同意此时复出，但袁世凯
以病未痊愈为借口没有同意。进而庆亲王以书信再次劝其出山，袁世凯回复称，希望先起用唐
绍仪，代替自己授予要职。于是就起用了唐绍仪。③ 另外，日本公使还从受其操纵的属于袁世凯
派系的某位政客处得到类似消息：载涛归国后，庆亲王秉承载沣意思，通过他人与袁世凯就起
用一事进行了三次商谈，但是袁世凯考虑到在中央没有牢固的根基而婉言谢绝。总之，决意推
举唐绍仪，先观察其今后的情势之后再定去就。④ 唐绍仪在出任署理邮传部尚书前还曾特意道经
彰德会晤过袁世凯，⑤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面对日、俄压力，力促军机突变的载涛兼而荐举袁世凯复出较合情理，载沣态度有
所松动。然而，袁世凯被罢免除了载沣力主外，隆裕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故而她对军机变动
以及袁世凯的态度不容忽视。袁世凯推举唐绍仪先行复出试探或许亦因如此。

清廷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往往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泰晤士报》观察，此次军机大更换，是因
为载沣受到隆裕率领的原西太后派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⑥ 不久之后，原陆军部大臣铁良被外
放为江宁将军，亦被认为是 “实欲减削太后党之势力”。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撤换军机大臣期间，

载沣并未与隆裕见面，直到变动已定后才蒙隆裕召见。⑧ 载沣在撤换军机这样的 “重大事件”上
如果未与隆裕商量，无疑是对其权威的一种挑战，自然难以得到她的认可。毓朗之弟毓盈记述
称：“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摄邸，欲收回成命，摄邸固持不可，乃已。”⑨ 另据皇
族载润回忆，隆裕对于此次军机变动甚为不满，“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
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
裕始无可如何”。瑏瑠

由于载沣的坚持，隆裕面对既成事实虽不便与其公然决裂，但袁世凯复出一事定会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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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盈：《述德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　总７９号》，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８页。

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晚清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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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唐绍仪面临的处境亦会艰难。此时朝廷要员中与隆裕关系甚为密切的当为度支部尚书载

泽，“隆裕妹为载泽妻，常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① 据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了解，载涛主张重

新起用袁世凯的建议 “遭到以载泽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对”。② 此外，湖广总督瑞澂为载泽姻亲，

当属隆裕、载泽一派。据日本公使消息：“湖广总督瑞澂此次进京受摄政王接见之际，毫不客气

地极力弹劾唐绍仪的人品断不可用。”③

或许是出于对以上政治局势的了解，唐绍仪逡巡两月之久才进京赴任。在日本公使看来，

由于袁世凯复出无望，唐绍仪在朝廷中几乎遭到孤立。④ 事实上，唐绍仪上任几个月后就 “因病

乞解职”，清廷以投靠载泽的盛宣怀代替。⑤ 载涛此次的荐袁之举，因隆裕的阻扰而最终受挫。

有报刊曾报道，隆裕 “尤忌涛郡王奋发有为”，而 “召用袁世凯等事因而亦遭阻力”。⑥

三、内阁总理之争与袁世凯复出阻力渐减

载沣撤换军机大臣的风波过后，清廷政局并未平息。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皇族内阁”正式出

台，奕劻任内阁总理。然而，因奕劻反复力辞，清廷随即又谕 “傥至数月以后，精力实有难胜，

彼时再候谕旨”，⑦ 这意味着几个月后内阁总理一职将有变动。由于袁世凯声望甚高，皇族各派

围绕内阁总理之争多有拉拢袁世凯之意，袁世凯复出阻力渐减。

清廷不顾舆论攻击，悍然成立 “皇族内阁”，其目的是想将权力掌控在皇族之手。照此思

路，第二任内阁总理应当仍从皇族亲贵中产生。于是，“第二次总理仍将为皇族之风说，渐传播

于人口”。⑧ 正如舆论分析：“亲贵中约分三党：一曰庆邸；二曰涛、朗两贝勒；三曰泽公。三党

中各有势力，各不相让”。⑨如果奕劻几个月后获准辞职，第二任内阁总理将可能从载涛与载泽两

派当中产生。

载涛时任军谘府大臣，代其兄载沣分管兵权，其政治地位从撤换军机大臣一事后急速上升。

甚至有谓 “不能不结交者，涛公一人。此公能结好，永无后虑”。瑏瑠 为了树立改革、清廉的形象，

载涛不仅支持学生的剪辫运动，还上奏处分了给其送礼的江北提督雷震春。瑏瑡 故而有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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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１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７６页。

参见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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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之衰庸诚不如涛之开展”，“诸亲贵中多以好货闻，其差强人意者为涛邸”，建议奕劻 “避贤
让位以娱其天年”。①但载涛年仅２４岁，缺乏政治经验是其劣势。有报道引自内廷消息，奕劻也
向载沣推荐载涛，但遭到载沣的否决，“指涛贝勒为年轻望浅均恐必致贻误”。② 良弼及第六镇统
制吴禄贞在与日本公使见面时也证实了此类消息：庆亲王频频劝说载涛承负此任，并屡屡向摄
政王上陈此意，但摄政王认为载涛年轻缺乏经验，因而没有同意。③

镇国公载泽时年４３岁，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有一定的立宪声望，可以迎合舆
论要求立宪的主张。他又任度支部尚书多年，掌管财权，“虽比肩各部大臣之列，然其权实与庆
侔”，④ 而且载泽幼时在醇亲王府生活过，与载沣关系密切，“载沣经常称他为大哥，他给出过许
多主意”，⑤ 被视为 “摄政统治的双手”之一。⑥ 照理应为继任最佳人选。在竞争首任内阁总理
时，外界就认为在奕劻之外拟定的是载泽。⑦ 现在 “惟数月后庆邸定行辞职”，故而有论认为
“总理大臣一席舍泽公莫属”。⑧ 然而，由于载泽与隆裕关系密切，“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
入宫禁”，⑨ 深为载沣顾忌。载沣、隆裕的权力都受之于慈禧，而隆裕权势扩张的终极莫过于重
现慈禧垂帘。据日本情报部门了解，此前陆军部尚书铁良、协办大学士荣庆等曾想请隆裕垂帘
听政，“太后也稍为所动”。瑏瑠 外界亦流传 “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之事，铁良被外放为江
宁将军，据说就是载沣 “疑其与谋”之故。瑏瑡 如果载泽出任内阁总理，无疑会加强隆裕的政治影
响力。据良弼、吴禄贞所言，奕劻也认为载泽与隆裕关系密切，必然会与以载沣为中心的载洵、

载涛一派关系不协，故而自己不能推举其为继任人选。瑏瑢 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亦了解到，“现在朝
廷所以不得不用庆王之故，确系为抵制垂帘”。瑏瑣

载涛与载泽作为总理人选皆不理想，由谁继任奕劻之职成了难题。据肃亲王了解，由于找
不到继任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摄政王格外忧心”。瑏瑤 另外，皇族内阁出台之后饱受舆论攻击，

如何安抚民心亦为另一难题。因此，让资历老成的奕劻继续留任不失为一种办法。有消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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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的真实想法是起用袁世凯为协理大臣，自己继续担任内阁总理。日本公使站在旁观者角度，

也肯定这种方案，并且认为载沣为留住奕劻，必定会同意他的要求，而隆裕即便不认可袁世凯，

但鉴于内阁总理继任人选难以抉择，也不便强行阻拦。①

还有一种方案，即载涛与载泽继任内阁总理，由袁世凯出任内阁协理进行辅佐。莫里循推
断：“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将擢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同时，

总理大臣 ‘一职’将由镇国公载泽出任。”并且判断 “上述变动将在１０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
议之前实现”。② 由于了解载泽的处境，加之 “近来涛贝勒继任总理的说法频频流传”，日本公使
推测内阁总理可能会从载涛等年轻的近系皇族中任命，进而 “在协理中安排有声望的才干家担
当辅佐之任”，③ 这个 “有声望的才干家”则首推袁世凯。

早在清廷决议成立责任内阁之初，袁世凯即为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致
电朝廷起用袁世凯这些 “旧日声望素重之大员”以济时艰，④ “拟保荐袁世凯、岑春煊、端方三
员皆可充总理副总理之选”。⑤ 奕劻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面时亦曾 “暗示袁世凯可能被召回北
京组成一个新内阁”，对此朱尔典并不感到意外，认为军机处其他大臣的才干都比不上袁世凯。⑥

后来，袁世凯还曾专门致信奕劻感谢他的 “厚期”之情。⑦

“皇族内阁”正式出台时袁世凯虽然未能顺利复出，但协理大臣那桐在第二天具奏请辞时就
称赞袁世凯 “智勇深沈，谋猷闳远”，并且荐袁以自代。原奏公然在视为朝政喉舌的 《政治官
报》上发表，⑧ “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⑨ 此后，由于 “现华人反对
亲贵内阁风潮日甚”，外界甚至 “谣传庆亲王将荐袁世凯以自代”。瑏瑠 另外，徐佛苏是代表民意的
谘议局联合会机关报 《国民日报》的负责人，亦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重要骨干，他也不得
不承认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在与日本公使交谈时，徐佛苏就曾预计：将来召开国会之时，作
为政党领袖首先应该看重的当为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三人。由此可见袁世凯受到朝野各方
的注目，日本公使认为 “袁世凯在将来必定会卷土重来”。瑏瑡

因此，不论采取哪种方案，载沣似乎都有起用袁世凯的需要，袁世凯复出阻力进一步减少。

据良弼、吴禄贞透露，关于袁世凯的起用，载沣方面已私下应允，载洵、载涛及那桐、徐世昌
等也同意，奕劻原本就应无所异议，终于已到起用之际。但他们同时表示，由于隆裕始终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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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０３０５０００９３００。



对意见，袁世凯能否复出仍不确定。①

关于隆裕阻扰袁世凯复出，舆论也有类似报道：“监国亦曾允许，至未能起用之原因，闻为
慈宫不甚谓然。”②也有消息称载泽反对袁世凯复出，“在太后前力排袁项城，谓切不可令入内阁，

致有类引虎自卫”。③ 如此一来，隆裕以及载泽的态度，或为袁世凯复出的最后阻力。

载泽原本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但时过境迁，在与载涛竞争继任内阁总理时，考虑到他的影
响力，似乎有意拉拢袁世凯，“外之复与袁结，务欲慼涛于绝地”。④ 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被
视为 “泽公唯一的政治顾问始终不可分离”，据说载泽 “不惯于政争舞台”，是在盛宣怀的鼓动
下才参与争夺内阁总理一职，甚至称载泽 “万事依靠盛宣怀”。⑤ 故而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举动
或可一定程度上传递载泽的态度。盛宣怀与袁世凯原为政敌，但在内阁总理继任人选待定时，

盛宣怀通过袁世凯的政治密友端方向其表达 “殷勤期望”。在袁世凯致函端方间接回应 “惜从前
误听人言”、“悔不可追”之后，⑥ 盛宣怀又让南下的端方带信给袁世凯：“历朝贤将相，罕有其
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⑦ 端方感知到了载泽一派向袁世凯示好，于是在与袁世凯
见面时 “传达了政府的意向”，劝告袁世凯直接答应复出，后来又让其弟端锦在归京途中再次向
袁世凯转达此意。⑧

四川保路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严重危机。端方趁机向载泽与盛宣怀建议起用袁世凯，“非有如
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⑨ 并且欲借湖广总督瑞澂助势，“莘帅谓此役项城最宜”，瑏瑠 请
求载泽及盛宣怀 “居中力为主持，能向扆座力陈”，瑏瑡 争取载沣的同意。端方复出原本依靠奕劻、

那桐及徐世昌保举，瑏瑢 但其举荐袁世凯时却想借重载泽，亦是考虑到载泽背后隆裕的阻力。如果
载泽能够力荐，载沣亦表同意，则隆裕这最后一关就会容易突破。但是，袁世凯早知铁路收归
国有政策的风险性，瑏瑣 此前与盛宣怀书信往来时就表示过 “愿长作乡人，以了余年”，瑏瑤 委婉拒
绝了复出之请。载泽担心举荐袁世凯会颇费周折，不利于迅速处理四川问题，“惟威望重臣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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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端大臣来电并致泽公》（１９１１年８月２８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８０，沈云龙主编：《近代中
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３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本，第１６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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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第１３辑，第１７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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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第１辑，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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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求，阁虑未到之先即已决裂，故游移不决”，① 故而并未特别执著此事。

此后，瑞澂表面上附和端方荐袁意见，却密函载泽举荐同样在野的另一重臣岑春煊。② 岑春
煊实为丁未政潮时期奕劻、袁世凯一派的死敌。在起用岑春煊时，载泽 “再三密请”。③ 由于担
心奕劻反对，载泽还 “早有伏笔”，特意选择奕劻请假之日促成此事。④ 然而岑春煊不仅没有迅
速赴任，还要求朝廷先下罪己之诏。端方称岑春煊 “专想作内阁总理断断然矣”，要求载泽 “留
意预防”。⑤ 奕劻等人亦借题发挥，批评载泽力推岑春煊复出一事，“语皆侵如春，因其屡保公”，

让载泽 “尤觉无以对人”。⑥

奕劻原本反对载泽、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⑦ 现在载泽又趁他请假之机举荐其政敌岑春
煊，双方矛盾更加激化。载泽请假五日，⑧ 或许就是在消极应对。随后奕劻也上奏 “恳恩开去差
缺”，得到的批复却是：“该亲王虽年逾七旬，精力尚健”，“著毋庸议”。⑨ 清廷公开宣谕不批准
奕劻辞职请求，使得更换内阁总理的悬念暂时告一段落，载泽、载涛一时皆未如愿。就在宣谕当
天，载泽假期已满却又 “续假十日”，瑏瑠 之后再 “续假五日”，瑏瑡 恐亦与清廷的此次决策有所关联。

按照上述分析，清廷如果选择留任奕劻，则很可能会让袁世凯复出进行协助。据吴禄贞向
日本公使透露，载沣不愿载泽继任总理，担心会引起隆裕垂帘听政，载沣看重载涛，但担心他
的能力及经验不足，故而奕劻的内阁总理之职暂时无法替代，“庆亲王再三恳求辞职也不被允许
即为明证”。此外，１０月２２日即将开议的资政院必将讨论四川保路运动等议题，“到时将会让盛
宣怀开缺以安抚资政院，庆亲王有意推荐袁世凯继任此职，袁世凯复出或将成为事实”。瑏瑢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之前，袁世凯复出时机已经渐趋成熟。尽管如日本公使分析，视袁世
凯不啻仇敌的隆裕是袁世凯复出的 “唯一障碍”，瑏瑣 但与隆裕关系密切的载泽一派，对待袁世凯
的态度已渐趋友好。这在袁世凯此后的复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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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袁世凯辛亥复出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袁世凯应诏复出，得到了皇族各派系不同程度

的支持与默许。在皇族中，最支持袁世凯复出的当属奕劻。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下午，那桐、徐

世昌获知武昌起义电报后，当即谒见奕劻，邀集内阁成员商议办法。① 面对严峻形势，奕劻认为
“非宫太保出山，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１０月１２日朝议，那桐、徐世昌请求起用袁世凯，② 与

奕劻的意见应有一定关系。但是，载沣并未采纳二人意见，仅仅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留任，希

其 “带罪图功”，决议 “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③ 是有一定原因的。

从朝议内容来看，如果起用袁世凯应对武昌起义，将代替督率大军的荫昌或丢失城池的瑞

澂。袁世凯此时离开政坛已近三年之久，加之军情紧急，显然不如身在北京的陆军大臣荫昌火

速统兵南下便利。反之，“瑞督失守省城，自有拏问之例在”，让袁世凯复出取代失职的瑞澂则

会名正言顺。但载沣最终仅对瑞澂革职留任，是因为 “有奥援也”，④ 这个 “奥援”当指载泽等

人。载泽为瑞澂妻舅，而载泽背后又有隆裕支持。鉴于隆裕反对袁世凯复出，以及革命形势暂

未失控，载沣要在载泽休假期间作此更动，难免有所顾虑。

１０月１３日，载泽 “奉命销假”，⑤ 可以重新参与朝议。然而，除武昌外，汉阳、汉口亦相

继落入革命军之手，瑞澂罪责更重。瑞澂属载泽派系的重要成员，载涛自然乐见载泽势力的削

弱，赞成起用袁世凯代替瑞澂之职。载涛一派的载洵此时也向载沣陈说，此次大局，非袁世凯

不能收拾，并间接授意御史史履晋上奏，⑥ 奏请 “袁世凯署理湖广总督，责以督师”。⑦ 于是，

１０月１４日，清廷宣谕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让袁世凯重新复出。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革命初起，各地尚未响应，清廷并未到非袁世凯不可收拾政局的境地。

清廷既然已宣谕由陆军大臣荫昌亲率两镇大军前往，兵力上明显占优。载泽一派的盛宣怀就认

为 “鄙见蜀事实难于鄂”，⑧ 判断 “其实武昌方面估计早晚会平定，并没有那样担心，但因为四

川交通不便故而平定困难，此方面反倒与大局有重大关系”，日本公使也 “极有同感”。⑨ 武昌起

义之时，另一重臣岑春煊正在武汉，直隶总督陈夔龙就曾建议任用岑春煊进行镇压，“川督岑君

春煊带队入蜀，计时已在鄂中，请旨褫鄂督职，以岑调任，责令收复省会”。瑏瑠 从就近便利来看，

亦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较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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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世凯得以再次起用，实际得益于载沣的大力支持。载沣支持起用袁世凯有惜才的

原因。清末内政外交日益严峻，缺乏能干之人。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之初，面对端方 “另派重臣”

的请求，清廷就已苦于 “近实无可派之大员”，① 后来还是利用奕劻请假时机勉强起用其政敌岑

春煊。而外界呼吁起用的 “旧日声望素重之大员”主要为端方、岑春煊以及袁世凯，② 其中 “当

以在河南彰德韬晦的袁世凯为首”。③ 之前相继起用端方、岑春煊，现在自然会将注意力转向袁

世凯。

武昌起义前，袁世凯复出的阻力即已消减，并且得到了载沣的认可私许；隆裕是罢免袁世

凯的重要推手，又是袁世凯复出的最大阻力。载沣要想起用袁世凯，必须得到隆裕的同意。１０
月１４日，袁世凯被正式任命为湖广总督。载沣向隆裕陈请此事时甚至 “诣仪鸾殿请懿旨二

次”，④ 足见颇为用心。而载沣的大力举荐，打消了袁世凯的顾虑。在接到任命之初，袁世凯原

本有过推辞，“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⑤ 为了让袁世凯出山，奕劻曾派阮中枢带亲笔信函至

彰德劝驾，却遭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等人的反对，力劝袁世凯不要出山。⑥ 但是，袁世凯仍然

选择复出，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载沣的诚意。载沣不仅让庆亲王传达 “密谕各节”，⑦ 也曾让冯

国璋传递 “恩意”。⑧ 据袁世凯所述，正是因为载沣 “意极恳挚”，他才 “断不能辞”。⑨

袁世凯虽然接受湖广总督的任命，却须清廷答应其提出的一些条件方肯就道赴任。这些条

件的具体文本虽然尚未发现，但袁世凯在写给亲信张镇芳的信中曾略有提及。说是 “开具节略

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提出练兵、筹饷、不可遥为牵制等要求，表

示 “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瑏瑠 另外，李剑农先生称袁世凯提出的是这 “六个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瑏瑡 由于这种说

法出处不明，学界近年来对此多有质疑。瑏瑢

实际上，李剑农所述 “六个条件”可追溯到军谘府要员哈汉章透露的 “四个条件”。哈汉章
“为涛所信用之人”，瑏瑣 其消息或许来自载涛，有一定的可信度。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上午，哈汉

章曾向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少将讲述，袁世凯提出了 “四个条件”：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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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政纪》卷５８，宣统三年七月上，《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１０４４页。
《东督请用废员无效》，《申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８日，第１张第６版。
海军军令部： 《清の政況並にの0局 （极秘） 》 （明治四十四年二月）， ＪＡＣＡＲ： Ｂ０３０５０００９１００。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１册，第３６８页。与袁世凯同时起用的还有川督岑春煊，但岑春煊先前
曾蒙载泽之力复出，当天载沣并未特意向隆裕陈请，故而此时似乎也无请示隆裕的必要。参见爱新觉
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４１０页。
《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６页。

参见 《与王锡彤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页。

参见 《覆庆亲王奕劻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页。

参见 《覆军谘冯国璋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１１页。
《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１３页。
《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１３页。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１９３１年，第１９０页。

参见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侯宜杰：《辛亥革命爆发后
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
命》，《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盛文颐致盛宣怀函》（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
一》第１辑，第７７页。



阁、赦免归顺的暴徒、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另外，日本公使从其他途径得到相似情报，并且
认为这些是清廷权要直接所言，应暂且相信。① 法国方面也接到过该类情报：“人们断言说他在
提条件：对暴乱者的镇压要适度，１９１２年召开国民议会，建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和拥有军队的绝
对指挥权。”② 从内容上看，这 “四个条件”与 “六个条件”的相关条款基本类似，说明李剑农
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赦免归顺的暴徒”只
属于政策建议，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为条件。

自皇族内阁出台以来，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已成舆论共识。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希
望借此良机实现政治主张，地方官僚则建议采用此策以安抚民心。１０月１３日，宪友会干事徐佛
苏就向日本公使表示，中国主张改革的稳健派即立宪派 “暗暗希望借此机会实现政治革新”。日
本公使认为，以徐佛苏的身份，这至少可以代表目前汇集于此的资政院地方议员及其他民间志
士的一部分意见。③ 同一天，江苏巡抚程德全亦向内阁建言：“至若治本之策，必当先使内阁确
负责任。”④ １０月１４日，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游说江宁将军铁良，上奏 “速定宪法”，１６日夜，

他为程德全草奏 “请速宣定宪法、开国会”，⑤ 程德全进而在１０月２２日资政院开院当天联合热
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等电奏 “解免亲贵内阁，钦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
“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⑥ 可见，这些主张并非袁世凯的独创。

在外界看来，镇压革命会有失人心，袁世凯此时出山实为一个 “吃力不讨好的任务”。⑦ 杨
度是国内较早推动速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的立宪人士，⑧ 他在１９１０年军机突变时期曾致函袁
世凯劝其出山，⑨ 现在却在各界欲借武昌起义良机推动政治改革，资政院即将开院之时特意前来
阻行，就是担心 “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瑏瑠 则势必与袁世凯提及 “明年即
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及镇压革命有违舆论这些焦点问题。如此一来，袁世凯决定接受清
廷任命，在 “节略八条”中提出这些几成共识的政治建言并不意外。这些政策性建议，并不属
于必须满足的硬性条件。事实上，在清廷尚未改组责任内阁之时，瑏瑡 袁世凯即已同意复出。

在前述所有条件当中，哈汉章所说的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才是袁世凯应允复出的
关键性条件。１０月１４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他对北洋军队仅有与荫昌 “会
同调遣”的权力。为此，袁世凯对张镇芳就曾抱怨 “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

·３０１·

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 《在清伊集院公使ヨリ内田外务大臣宛 （电报第２９３吖） 》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ＪＡＣＡＲ： Ｃ０８０４０６５３１００。 其中第四个条件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青木听漏了，当时未能告诉伊集
院，其后青木打听明白后专门将第四个条件电告日本参谋本部。（ 《清公使馆附武官青木少电报报
告》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ＪＡＣＡＲ：Ｂ０３０５０６２２２００）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７册，第２２１页。
《在清伊集院公使ヨリ内田外务大臣宛 （电报第２６７吖） 》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ＪＡＣＡＲ：

Ｃ０８０４０６５２８００。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致内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４３页。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６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５９页。
《宣统三年九月一日致内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４７页。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６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胡滨
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６页。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７页。
《复京卿杨度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８卷，第５３０页。
《与王锡彤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页。

由于发生 “滦州兵谏”，清廷被迫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日宣布改组内阁。



权，恐多推诿”。① 对冯国璋也表示： “兄纵前往，无兵节制，赤手空拳，用何剿抚？至北去各
军，均归荫帅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执事自应禀承荫帅办理一切。”② 这从军事角度讲不
无道理，就连汉口的日本武官也认为 “让袁世凯与荫昌两立，统御困难”。③ 而且，袁世凯蛰伏
几年决定复出，恐怕亦不仅仅着眼于湖广总督一职甘居人下。正如英国公使所了解：“袁世凯的
儿子向我保证说，他的父亲一定不会到武昌去，除非摄政王让他直接统率一支远征军。”④ 但是，

限于湖广总督的身份，袁世凯针对无兵无饷的处境似乎只能提出练兵、筹饷以及不可遥制等湖
广总督应行筹划的条件，以及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之类的政策建议，而不便以书面形
式直接提出与荫昌争权的条件。故而袁世凯只是向张镇芳、冯国璋等人间接抱怨此事。或者
“不能尽言，馀属阮参议详达”，⑤ 通过清廷派来劝驾的阮中枢间接转达其意。

１０月１８日，袁世凯的谢恩折以及 “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即 “节略八条”进呈清廷。⑥ 内阁
总、协理大臣当天回复称：“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尤其提到 “并交
泽公阅过”，表示 “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⑦ 说明其在节略中所提要求已得到载
沣以及载泽的同意，载沣甚至还朱批表达 “优加倚任之至意”。⑧

至于 “节略八条”中未便明述的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清廷也已获知。当天给事中
蔡金台奏称 “军事最忌纷歧”，建议 “饬将所带两镇专交袁世凯调度”；⑨ 监察御史齐忠甲也
称 “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恳请 “明降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
凯节制调遣”。瑏瑠 两人同时提出类似请求，恐非偶然。然而，直至１０月１９日，也只是谕示 “袁
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瑏瑡 并未完全答应袁
世凯的要求。

授予袁世凯总指挥权亦属 “重大事件”，必然经过隆裕的同意。１０月２０日，隆裕有所表态，

在发布懿旨分拨内帑赈济湖北灾民时，特别提到 “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妥员”。瑏瑢 这份懿旨
是由载沣面奉，瑏瑣 两人有协商的机会。隆裕太后之前一直反对袁世凯复出，现在这样表态，可以
公开显示她对袁世凯复出的某种认可。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公宜速行，大约公到陆军大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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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１３页。
《覆军谘冯国璋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１２页。
《在汉口寺西中佐电报报告》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ＪＡＣＡＲ： Ｂ０３０５０６２２２００。
《朱尔典爵士致坎贝尔爵士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８册，

第９９页。
《覆庆亲王奕劻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页。

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１册，第３６９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３７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２５５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１８０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０２页。
《给事中蔡金台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

６４册，第３６８—３７０页。
《监察御史齐忠甲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

第６５册，第２９—３１页。
《宣统政纪》卷６１，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１１１８页。
《宣统政纪》卷６１，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１１１９页。

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４１４页。



调回”，① 表明朝廷已答应袁世凯复出所提条件。盛宣怀又为载泽代拟面奏节略三条，其中反复

提出 “袁慰庭宜明降 ［旨］催其赴鄂，即以北军及各省援军均归调遣”， “一军两帅，为行军所

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② 以催袁世凯速出。１０月

２１日，载沣面见隆裕，③ 载泽大约也依盛宣怀所拟节略进行上奏，故而当天 “阁电催项城早出

以便撤回荫大臣”。④ 清廷还明确宣谕应允了袁世凯 “调委人员、筹募新军”等请求。⑤ 至此，

可以说清廷基本答应了袁世凯所提请求，尤其是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这个关键性条件。袁

世凯终于决心复出。

１０月２４日，袁世凯对南征清军的将领配置提出建议，“拟请先派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段

祺瑞任第二军总统。⑥１０月２５日，在清廷致电 “催起程、进攻”的督催之下，⑦ 袁世凯于２６日

立即回复了出发的具体日期，并且要求以明谕的形式 “降旨派充，以尊责成，而安军心”。⑧２７
日，清廷最终宣谕：“湖广总督袁世凯著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

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⑨

这也得到隆裕的同意。瑏瑠

袁世凯辛亥复出主要出自清廷决策，列强施加的压力非常有限。早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清廷宣布起用袁世凯时，在北京的各国公使还曾因清廷对袁世凯忽罢忽起任意处置的方式愤愤

不平，“外交团会议上终日都在主张袁世凯不应该接受任命”。瑏瑡 后来，英国方面确曾有过利用清

政府欲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之机提出各种苛刻要求的想法，其中 “尤为重要的是，它使一个由包

括载泽和袁世凯在内的能人领导的改革政府掌握北京政权”。瑏瑢 参照之前莫里循对第二任内阁的

判断，也只是希望由载泽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任协理，重新组阁。然而，经过与其他公使

交流，朱尔典获知 “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使节都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瑏瑣

１０月２４日，四国银行团讨论向清政府贷款问题。据莫里循所言，“四国银行考虑借款申请

的唯一条件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并进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不论多大程度的

改革”，瑏瑤 其中所称的 “唯一条件”显然有夸张的成分。因为莫里循也向日本人透露过会议讨论

·５０１·

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寄彰德袁慰庭宫保》（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８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
丛刊续编》第１３辑，第１８１９页。
《盛宣怀致载泽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１辑，第２１５—２１７
页。原书判断时间为１０月２１日午夜，但据文中 “子正”可知，时间应为２１日０点。

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４１４页。

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１册，第３６９页。

参见 《宣统政纪》卷６１，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１１２２页。

参见 《致内阁请代奏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６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１８０册，第２４３页。

参见 《致内阁请代奏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８页。
《宣统政纪》卷６２，宣统三年九月上，《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１１４０页。

载沣此日记有 “陈请，仰蒙皇太后召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４１５页。
尚友12部、 34顺晧、 樱井良树编： 《伊集院彦吉#文书》 第１5 《辛亥革命期》， 第７３页。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８册，

第８９页。
《朱尔典爵士致坎贝尔爵士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８册，

第１００页。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

上册，第７６５页。



的内容，其中第三条才是 “尽快重用有望救济时局的人物 （暗指袁世凯）并授予全权，清政府
应尽量谋求与革命团体和平解决之途”。而且，日本公使直接从美国消息人士得来的情报与莫里
循透露的 “大有不同”。① 另有消息称，四国银行团中的法国代表贾思纳同意美国人司戴德的意
见，认为 “如果清朝请一个强有力的人 （象袁世凯）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
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被粉碎”，但他们同时认可 “载泽和盛宣怀已经肯定地引导政府走上改
革的道路”，② 很可能主张的仍然只是载泽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任协理的内阁模式。

因此，英国公使等人希望起用袁世凯，主要是为了改组清政府，这与清政府最初起用袁世
凯用于镇压革命的目的并不一致，也就称不上在同意袁世凯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这个关键
性条件时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不论四国银行团讨论的具体内容如何，以及是否向清政府施压，

都是清政府１０月２１日已经基本答应袁世凯复出条件之后的事了。

结　　语

宣统时期，隆裕太后虽然不能像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但仍然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间接
参与朝政。作为满族皇室，她与载沣都忌惮汉族重臣袁世凯擅权，都有罢袁动机。而且，袁世
凯在立帝一事上曾有损她的利益，更是加深了她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纵观袁世凯复出的整个
历程，最大阻力实际是隆裕。由此可知，隆裕在罢免袁世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载沣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早在载涛力推军机更迭时就对袁世凯的态度有所松动。皇族内阁
出台之后，面对舆论压力，以及第二任内阁总理人选难以确定，载沣更加倾向于起复袁世凯。这
也是武昌起义之后，在清廷危机尚未达到 “非袁不可”的地步时，载沣努力说服隆裕同意袁世凯复
出的前提。因此，与其说是载沣被迫同意袁世凯出山，倒不如说是隆裕被迫同意更为合适。

袁世凯复出时提出的条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湖广总督身份通过奏陈直接提出的 “节略
八条”，二是通过他人间接提出的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哈汉章所述 “四个条件”反映了这
些条件的部分内容，与李剑农著作中所提 “六个条件”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可见 “六个条件”

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 “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条件，由于有载泽的奏
陈，１０月２１日该条件即已得到清廷应允，只是在１０月２７日公开宣谕而已。

列强在袁世凯辛亥复出时所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袁世凯之所以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
派的支持与默许。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进而演化为载
泽、载涛之间的激烈争斗。皇族内争使得各方皆有拉拢袁世凯的必要，这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
之后顺利复出的重要背景。

〔作者朱文亮，暨南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师。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责任编辑：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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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伊集院公使ヨリ内田外务大臣宛 （电报第３２６吖） 》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ＪＡ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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