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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勤与晚清政局

何树宏

奕助是晚清政坛上一个重要角色
,

义和团

运动期间的活动
,

是其政治生涯 中的重要一

幕
。

本文梳理了奕励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相关资

料
,

并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

希望对全面认识

这个人物有所助益
。

奕助在义和运动时期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

个阶段 力主镇压
、

韬光养晦和议和谈判
。

一
、

力主剿杀

义和团尚处于萌芽时期
,

奕勤就是该运动

的直接关系者
。

由于 民教冲突 日益增多
,

年
,

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
。

年
,

山东巨野教案发生
,

奕助就是和德国公使海靖

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
。 ① 年 月

,

英国牧

师 卜克斯被杀死
,

英国公使窦纳乐会见总理衙

门大臣
,

要求清政府迅速
“

采取行动
” ,

他在

给首相索尔兹伯理函中称
“

我会见 了总理衙

门大臣们
,

并且用最严重警告的词句同他们谈

话 ⋯ ⋯我反复向大臣们指出 在中国处理此类

案件中的高级官员们之前
,

这些暴行是不会停

止的
。 , , ②

此时
,

清廷却在上谕 中指示各省办理教

案
,

应
“

化大为小
,

化有为无
” ,

地方官不应
“

误听谣言
” ,

将习技艺以 自卫身家
,

或联村众

以互保间里
”

的
“

安分 良民
” , “

概 目为会匪
,

株连滥杀
。 ” ③清政府的上述态度

,

各国公使十

分不满
。

年 月 日
,

英
、

美
、

法
、

德

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
,

认为上谕的

措辞给人的印象是
“

中国政府对义和 团和大刀

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
” ,

要求清政府
“

下令

指名对 义 和 拳 和 大 刀 会 进 行 全 面镇 压 和 取

缔
” ④。

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助
,

认识到 了

形 势 的严峻性
。

月 日
,

奕 勤领衔会奏
,

请严行查禁直隶
、

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
。

奏折

请求朝廷
“

申明旧禁
,

明降谕 旨
,

伤下直隶

总督
、

山东巡抚
,

各就地方情形
,

削切 晓谕
,

解散胁从
,

并严拿为首之人
,

从重惩办
。 ” ⑤清

廷根据奕助等人的奏请
,

发布上谕
,

明确声明
“

私立会 名
,

皆属违禁犯法
,

务宜革除恶 习
,

勉为 良民
。 ’, ⑥上谕发出后

,

山东
、

直隶的地方

官开始贯彻上谕
,

发布禁止义和团告示
,

劝谕

义和 团解散
,

筹拨兵勇
,

以防范弹压
。

但义和

团发展 的势头 并 没 有 被 阻遏住
,

月 日
,

英
、

美
、

德
、

法
、

意五国驻华公使
,

前往总署

要挟
。

三天后
,

五国公使威胁说
,

如果他们的

要求得不到满足
,

将采取
“

必要手段
” 。

实际

上
,

他们已经分别建议本国政府
,

派海军来中

国北方海面示威
。

以后
,

总理衙门仍不断受到

外国的压力
,

要求迅速采取措 施
,

镇压 义 和

团
。

面对强大的外交压力和恫吓
,

月 日
,

奕勤再次领衔上奏
,

请求拿办 义 和拳
。

奏折

称
“

京城使馆林立
,

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
,

巫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
,

弹压地面
,

并访拿匪

徒传授奉令暨匿名揭帖之人
,

获案究办
,

以免

别生衅端
。 ” ⑦由于奕助处于外交第一线

,

感受

到的外交压力也特别重
,

多次的军事恫吓
,

对

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

定了他的态度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

保护教

堂
,

访拿
“

匪徒
” 。



二
、

韬光养晦

年 月 日
,

内阁明发上谕
“

端

郡王载漪
,

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礼部尚

书启秀
、

工部右侍郎溥兴
、

内阁学士兼侍郎衔

那桐
,

均 著 在 总理 各 国事务 衙 门大 臣 上 行

走
。 ’, ⑧佚名的 《庸扰录 》在评论新入署的四个

人时说
“

四人 皆系不 明外事
,

专袒义和 团匪

者
。

识者忧 之
。 ” ⑨窦纳 乐致索 尔 兹 伯理 函 中

说
‘

, 月 日
,

官报宣布任命大阿哥的父亲

端王和三位满族官员在总理衙门任职
,

所有情

报都表明端王是宫廷设立义和拳神坛的主要支

持者 ⋯ ⋯
’, ⑩早在 月 日

,

慈禧 已经 召集各

大臣密议对付义和 团的策略
,

经过激烈争论
,

主
“

抚
”

派逐渐占了上风
。

《拳乱纪 闻 》中
,

有一则
“

北京访事来电
” “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

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
,

为时极久
。

旋即议

定
,

决计不将义和 团匪剿除
。

因该团实皆忠心

于国之人
·

一 以之抵御洋人
,

颇为有用
。 ”

这

则消息大致反映 了主
“

抚
”

派 占据上风 的事

实
。

据窦纳乐说
,

在御前会议的当天 月

日
, “

总理衙门的译员联芳前来看我
,

他常常

作为庆亲王的使者进行活动
。

我利用这个机会

对他谈起觑见的想法
,

说勤见的 目的是为了支

持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们对镇压义和 团的愿

望
” 。

在会议的前一天
,

月 日
,

奕勤和英

国公使窦纳乐举行了一次会晤
。

窦纳乐记下了

当时的情况

庆亲王和我会晤时
,

迅速作 了例行的

遗憾的表示
,

而在前一天 的会晤时是如此

明显地没有这个表示的
。

但是
,

当他处理

镇压义 和拳问题的时候
,

他 回 答我的责难

所用的语 气
,

据我看来
,

意味着他心 中同

意我所说的话
,

而且他 曾在高级官 员中极

力陈述 同样的看法
,

但 毫无效果
。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

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 气
,

给我的印象如

此深刻
,

所以我回 到使馆之后
,

便致 电舰

队 司令
,

询 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

士兵
。

我的会晤 的 另一结果
,

就是使我确信

长期 以 来我所怀疑的事情 总理街 门即使

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
,

己不再有效地

代表 中国统治 势力 同时我感到
,

他作为

推动 中 国政 府 的 一 个 杠 杆
,

正在彻 底 瓦

解
。 。

正如前文所说
,

在 月 日
,

慈禧已经打

定了招抚义和 团的主意
,

奕助知道不能直接和

慈禧冲突
,

但又不能不提醒慈禧
。

于是
,

他采

取了折中的办法
,

把俄国公使格尔思 的函件
,

以奏折附件的形式呈给慈禧
,

曲折地表达了自

己的意思
。

格尔思函 中称
“

如果贵国政府或

偏庇义和 团
,

抑或无力弹压
” , “

欧洲各邦必当

设以绝计
,

以救其民 ⋯ ⋯为救中国
,

必须片刻

不缓
,

极切极严
,

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识之

不法所为
。 ” 。奕动呈送的这个函件警告慈禧的

目的十分明显
,

慈禧不会不明白
。

以载漪取代

奕助为总理衙门大臣
,

这个人事变动
,

反映了

奕助与慈禧关系的变化
。

此时的奕助
,

虽未给

予处分
,

实际上 已被搁置到了一边
。

载漪
、

刚毅等也把奕助看成 了阻挠他 们
“

抚团剿洋
”

的主要障碍之一
。

英国驻天津领

事贾礼士在发给素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也说
“

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

庆亲王和大学士

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

用的仅有的人物
。 ” 。曾有载漪欲杀奕助之说

。 ⑩

连对奕助向来宠信的慈禧
,

都威胁要杀他
。

李

希圣的 《庚子国变记 》中记载 荣禄曾劝阻杀

徐用仪等人
,

说
“

祖宗时不轻杀大臣
,

今诛

之太骤
,

罪不明
。

臣亦见奕助
,

奕勤言不可
。 ”

太后日 “

奕助喜与他人事耶 为我谢奕助
,

行将及若矣
”

可见 当时奕勤已和慈禧拉开 了

距离
。

普通的义和 团成员把奕助当成 了汉奸
,

出现了有关奕勤的揭贴
,

其中光绪二十六年六

月十九 日 月 日 张贴 的
“

告示
”

名为
“

庆 王爷于 四 月初九 日夜 间子 时连得三梦
” ,

“

玉皇大帝点化他
,

改天主 归大清正道
,

你既

吃了中国傣禄
,

反与外洋助力
,

此如不改
,

悔

之晚矣 ⋯ ⋯
” 。就在张贴传单 的当天

,

京师义

和团杀死了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
。

李希

圣 《庚子国变记 》中说
“

然拳匪专杀 自如
,

载勋
、

刚毅不敢 问
。

都统庆恒一家十三 口 皆

死
。 ” 。可见

,

清政府虽多次强 调要
“

统率
” 、

“

铃束
”

义和 团
,

但义和 团却并不那么俯首听



命
,

在这种气氛下
,

奕助看到揭帖后的心情可

想而知
。

从 月 日上谕令载漪主管总理衙 门之

后
,

奕勤只得暂时把 自己的主张收敛起来
。

月 日
,

慈禧召集御前会议
,

会上就对义和

团的剿
、

抚及对列强和战间题
,

展开了激烈争

论
,

而奕助却不发一言
。

当天散值后
,

袁艇又

找到奕助
、

载漪和荣禄
,

陈述
“

招抚拳会
”

政

策之不可行
,

声称
“

即使洗剿东交民巷
,

战胜

外兵
,

然开衅十一国
,

众怒难犯
,

恐坏全局
” 。

载漪听后
“

甚怒
” ,

而奕助
“

神色沮丧
,

无所

言
” ④。

胡 思敬在 《驴背集 》中评论当时关于

和战剿抚之争时
,

说奕勤
、

荣禄
、

王文韶是
“

恶匪党而不敢直言
” 。

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

势
,

奕助沉默了
。

月 日
,

慈禧再次召开

御前会议
,

讨论和战事宜
,

奕助又没有表态
。

月 日
,

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
, “

筹议

和战
” 。

会上
,

慈禧批准载漪请攻使馆之议
。

连平时不怎么发表意见的王文韶
,

都以
“

一旦

开衅
,

何以善其后
”

之言出来反对
,

奕助仍没

有表态
。

当天
,

清廷决定派大学士徐桐
、

户部

尚书崇绮
,

会同奕勤
、

载漪及军机大臣会商有

关
“

京师军务
”

一切事宜
。 ⑧ 月 日

,

慈禧

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
,

决定对列强宣战
。

尽管奕勤
“

剿 团和洋
”

的主张是一贯的
,

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
,

奕勤并没有作

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
。

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

团的恐惧之外
,

和奕助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

的
,

他圆滑
、

巧诈
,

城府很深
。

他决不会像徐

用仪
、

许景澄
、

袁犯等人那样
,

冒着杀身之

祸
,

去拼命直谏
,

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 已决
,

已经听不进
“

剿 团和洋
”

的意见
,

在他看来
,

一味蛮干
,

于事无补
。

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
,

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
,

等待时机
。

但在私下奕

劫仍然坚持他的
“

剿团和洋
”

主张
,

并做了一

些牵制顽固派的事
。

当然
,

只要稍有压力
,

他

就知难而退
,

又回到 了沉默之 中
。

月 日
,

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
,

袁艇上书奕勤
,

指出义 和 团
“

实属 罪 大恶 极
” ,

应
“

高悬 赏

榴
, , “

格杀勿论
” 。

奕助当然是同意袁褪的观

点的
。

当慈禧决定处死袁艇
、

许景澄 以及立

山
、

联元
、

徐用仪等五大臣时
,

奕助无疑也是

反对的
,

然而
,

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

救
。

《高扔 日记 》称 月 日处决袁和
、

许

景澄前
,

荣禄求情没有获准
,

就去找奕助一同

再去
。

奕勤说
“

我与若等耳
,

你求不行
,

我

安能行者 如欲获准
,

非徐 桐
、

崇 绮

一言不可
。 ”

奕助明哲保身
,

圆滑处世的性格

暴露无遗
。

这一段时间内
,

他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

们进行书信往来
,

要求各国外交人员 到天津
“

暂避
” ,

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

问
,

向公使们介绍 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
,

保证
“

万无一失
” ,

等等
。

除此之外他没有其

他的作为
,

也难有其他作为
。

三
、

议和谈判

年 月 日
,

八 国联军分两路 自天

津进犯北京
。

月 日清晨
,

慈禧带着光绪

及大阿哥溥携等仓皇出逃
。

留京办事大臣昆岗

等见
“

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
,

意在出而议款
,

甚至至邸宅探寻多次
” ,

奏请
“

伤令庆邸回京

议约
,

便宜行事
,

与各国公使侠洽
。 ” 。 月

日
,

昆岗等又上了一个奏折
,

转达总税务司赫

德的话
“

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勤办事多年
,

最

为信服 ⋯ ⋯必须三 日内请庆王迅速会晤
,

以安

宗社而救百姓
。 ”

昆 岗解释
,

这是 因为
“

庆王

爷在总署办事多年
,

谨慎和平
,

为各 国所钦

佩
,

是以各国均愿与亲 王爷早 日商议和 局大

事
。 ’, ⑧ 月 日

,

李鸿章也上了一个奏折
,

声

称
“

庆亲王
、

荣禄尤为各国所重
,

如 已随启西

行
,

应请伤令星夜回京
。 ” 。 月 日

,

赫德又

致函总理衙门
,

要求奏请皇上速行简派庆亲王

来京议和
, ⑧就在当天

,

上谕命
“

病滞怀来行

馆
”

的奕助
“

即 日驰回京城
,

便宜行事
,

毋庸

再赴行在
” 。 。

月 日
,

奕勤在英
、

日军队护送下 回到

北京
。

经过一 系 列 交 涉
,

年 月 日
,

辛丑条约 》正式签字
,

为时正好一年
。

从和

议开始到 年 月底
,

奕动等人主要与各

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
“

祸首
”

的问题
,

历时

六个月之久
,

奕助在
“

剿抚
”

政策上
,

和载漪

等人尖锐对立
,

要不是处事圆滑
,

有可能弄到

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
。

现在
,

作为全权代

表
,

奕助有清算顽固派的机会了
。



奕助回到北京的第二天
,

召集留京官员开

会
。

会上
, “

昆相 昆岗 起而言日
‘

徐中堂

桐以身殉 国
,

从容就义
,

拟请附奏请恤
。 ’

庆

邸勃然变色 曰
‘

徐相 已死
,

可惜太晚了
,

倘

早死数 日
,

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
。 ”,

在

奕助看来
, “

诸人之命
,

实断送于此人之手
” 。

拒绝代递徐桐遗折
。 。 另一个

“

主抚
”

派人物

礼部尚书启秀
,

在联军入城后被 日军拘捕
,

因

母丧被放假十 日
, “

惟恐其逃逸
,

仍以埂系其

一手
,

使人牵之偕行
。

启治丧 已
,

往见庆王
,

庆王讽以微词
,

启不省
,

仍退而就禁
。 ”

启秀

虽然
“

素有劝助 团匪之事
” ,

但实际上 只是跟

在载漪
、

刚毅之后的附和者
,

本希望奕助能帮

他开脱
,

没想到却被冷潮热讽
,

他只有死路一

条了
。

但是
,

对
“

祸首
”

董福祥
,

奕助却是另一

种态度
。

虽然奕助
、

李鸿章在奏折中如实报告

了各公使认为董福祥
“

实为罪魁
” 。 ,

实际上
,

奕助并没有把董福祥和载漪
、

刚毅等人同等看

待
。

他在给荣禄的信中说
“

弟极知星五公忠

素抱
,

深得秦陇民心
,

如此良将
,

雅宜加意护

惜
,

奈各使成见胶执
,

难以理喻
。 ” 。

可见
,

即使同是
“

祸首
” ,

奕 动对政敌和

非政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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