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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儒学与刘光弟的政治活动

陈大士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7 00 2)

[摘 要 ] 刘光弟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维新志士
,

也是一位清正廉 明
、

具有强烈忧患意识 的

封建士大夫
。

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
,

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
,

仍是传统儒学
。

【关键词】 刘光弟 ; 儒学 ; 维新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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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弟 ( 18 5 9一 18 98 )
,

四川富顺人
。

1 8 8 3年登进

士
,

后在京任刑部主事
,

1 8 9 8年在戊戌政变中被杀
。

综观其在京为官十余年的政治思想活动
,

一方面他

继承了传统儒学
,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

超越
。

对此
,

本文试作一些探讨
。

一
、

崇尚节俭
、

勤学笃行的儒家风范与现

有的政治成格水火不入

刘光第自1 8 8 8年在京为官到 18 9 8年戊戌政变前

夕
,

据他给 自贡盐商刘举臣的信中所述
,

他常步行十

二里至署
,

每月出勤二十八九 日
,

家中少有晕腥
,

常

吸稀粥
,

除着礼服外
,

平 日周身无一丝罗
,

寻常宴会

酒食
,

亦多不至
。

而他所处的时代
,

传统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动
,

儒家旧有的道

德观念逐渐地失去了约束力
,

整个士大夫阶层奢糜

享乐
。

刘光弟 日见
“

弛逐之辈… …类无不营求富贵以

遂其欲
。 ” `, 〕(

阴
)
但他

“

力崇朴质
,

磨砺清节
,

睹富贵若

睹浮云
,

居朝市若居深山
。 ” 〔, 〕(朋

,
为此曾遭不少同僚

和他宫的嘲讽
,

而他处之怡然
。

刘光弟深明儒家
“

俭

以养德
”

的道理
,

时刻以古人遗训来反省 自己
。

刘光弟为官清廉
,

认为
“

清字是官本
” ,

因而
“

非

旧交
,

虽礼馈弗受
。 ” 1}[ (

附
)
他用费不敷

,

同乡王抡三

补员外
,

别项进款三四千金
,

常欲分润
,

露于言句
,

他

拒辞不受
。
川 (

脚
)
人军机处后

, “

某藩司循例馈诸章

京
,

君独辞却
。 ” l(j (

阴
)刘光弟既不受贿

,

也不行贿
。

向

例
,

凡初人军机者
,

内侍例索赏钱
,

他持正不与
。

礼亲

王军机首辅生 日祝寿
,

他不贺
,

谓
“

时事艰难
,

吾辈拜

爵于朝
,

当幼王事
,

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 ?
” 〔’ 〕`

%4P
,

其正直的品格决定了他不能
“

摧眉折腰事权贵
” 。

在

晚清黑暗的官场
,

堪称一代廉吏的代表
。

刘光弟勤于治学
,

主张治学的关键在于
“

主敬存

诚为本
” ,

同时强调还要有为当世
,

即
“

上以肩圣贤道

统之传
,

下以开宇宙太平之福
。 ” 川 (四 ) “

诚
”

作为圣贤

真道的根本
,

即所谓
“

意诚而后心正
,

心正而后身修
,

身修而后家齐
,

家齐而后 国治
,

国治而后天下平
。 ”

(《礼记 ? 大学 》 )心诚之外
,

还要身体力行
,

即经世治

用
。

他批评汉学家
“

惟心知向学
,

不求实用
,

拘文牵

义
,

摘句而寻章
,

按格而就局
。 ” ()I `叩 ,

他对士大夫重

利轻义
,

抛弃传统的价值观进行了揭露
: “ 近正学不

讲久矣
。

道统茫茫
,

一线几坠… …学校以利禄相处

鹜
,

给绅以文酒相旷达
。 ”

并认为
: “

吾人今 日为学
,

只

有闭门读书
,

澄心观理
,

不夺于邪说
,

不摇于俗尚
,

沉

潜反复
,

涵养既深
,

驯至道明德立
,

然后徐出所学
,

以

与海内同志相质正
。 ”

刘光弟认为在当今社会要有所

作为
,

就应
“

精通古人事迹
,

详究古人史册
。 ” lt] 脚 ’因

此他刻苦好学
,

平居祈向朱子
。

工余
,

全力研读 《二十

四史 》
,

《资治通鉴 》
、

《毛诗 》及古人
、

近人政书
。

二
、

经世治国的理想
,

重义轻利的行为和

舍生取义的气节浑然天成的结合在一起

(一 ) 刘光弟经世治国的理想有其深刻的社会

背景和个人的思想根源

刘光第 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
,

特别伯父向

他讲述六世祖刘伯盛 (明朝永乐甲申进士 ) 刚正爱

民
,

为青田民众请命
,

百姓为他刻碑的故事在他幼小

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

直至光弟官京朝后
“

益知

厉向学
,

思欲为世所用
,

显扬先人
,

以无负公
。 ” 川 (阴 ,

18 8 3年
,

光弟登进士第一年
,

他告假归省
,

自京
、

津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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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到沪
,

溯江西上回家
。

在途中他 目睹了整个社会的

沉沦
,

到天津
“

见洋行联络
,

烟柳露花
” ,

过上海
“

但闻

歌馆酒楼
,

肉竹相倚
,

蜂痴蝶怨
,

玉夜春香
”

;lt
〕`即洲

一旦船避风靠岸
,

他就与流离老抠
、

纤烟鬼
、

聚赌无

赖相访身世 ;他对往来官商
,

包揽货载
,

强行
“

免税
” ,

以致厘税空虚感慨颇深
,

并 由此萌发了改变这种社

会现实的强烈念头
。

刘光弟一踏入官场后
,

便看到了清王朝病人膏

育
,

统治阶级政治腐败
、

道德沦丧
。

他指出
: “

朝廷一

切政事
,

皆系苟安 目前
,

敷弄了局
。 ” “

大臣偷安旦夕
,

小臣斗巧营私
。

认真办事者
,

以为固执而不圆通
,

上

书直言者
,

以为浮躁而不镇静
。

甚有因认真而撤去差

事者
,

因直言而革去官职者
。 ” lt ’ (陈

)
他对众望所归的

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感到愤慨和失望
,

痛

切指出 : “

当此时方多故
,

国步艰难
,

为大臣者不思启

沃匡扶
,

持正抗言
,

乃效前 阉宦小人
,

献媚贡谈之

计
,

中兴元功尚且如此
,

何问在廷唯阿之众乎 ?
” l( 〕

《
脸

)
刘光弟虽然对朝纲不振

,

官吏腐败感到不满
,

但

自己毕竟是个不能左右大局的小臣
,

因而发出了报

国无门的啃叹
。

甲午战争后
,

他一度弃官回乡
,

但忠

君报国的儒家思想催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他

认为要改变这种颓废的风气
,

唤取臣心
、

民心
,

首先

应请
“

皇上引咎自责
,

特降罪己之诏
,

情词迫切
,

动天

下以至诚
,

痛戒从前积习之非
。 ” 川 (图他认为只有统

治者正其身
,

才是挽救危局的关键
。

刘光弟敢于请皇

帝下诏谢罪
,

一方面反映了他忠君的思想
,

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他继承了中国古代
“

臣论
”

的思想
。

对人君

的过失
,

人臣不能无条件地放任
,

应该
“

勿欺也
,

而犯

之
。 ”

(《论语
·

宪问》 )即犯颜直谏
。

18 9 8年戊戌变法

期间
,

光绪帝下诏见刘光弟时
,

他
“

对颇详直
,

力陈时

势艰危与中外积弊
,

非力矫冗滥
,

无以图治
。 ”

还
“

责

备圣躬者甚至
。 ”

(二 )刘光弟反对追逐名利
、

重利轻利

在晚清黑暗的官场上
,

士大夫奢利成风
,

要想摆

脱利欲的熏透
,

保持高风亮洁是非常困难的
。

刘光弟

指出
: “

义利之辩
,

精细渺茫
,

微乎其微
,

有毫厘千里

之势
。

然只先赞成一个心
,

故又 自积极有把握
。 ” ` , ’卿助

他认为这个心必须以天下国家为念
,

却除私意
。

在这

一点上
,

他吸收了陆王新学
。

陆九渊认为要想成为圣

贤
,

是以发明
“

本心
” ;认识

“

本
”

心中固有的仁
、

义
、

礼
、

智
,

只要抓住了这一点
,

便是做到了
“

先立乎其大

者
。 ”

(《象山全集》卷十《与邵叔谊 ))) 只要这个
“

大者
”

能立
,

其它问题便是枝节了
。

刘光弟认为
“

大者
”

不

立
,

主要来 自私利
,

他曾自我解剖道
: “

胸中私意
,

凭

是难除细就其源
,

多是自利之见
。 ” 〔, ’ `曰72 浏光弟生活

在国家内忧外患之中
,

能够发明本心
,

存心去欲以树

立忠君爱国
、

刷新弊政
、

抵抗强敌的决心
,

是千百年

来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忧患意识

的继承和发展
。

(三 )刘光弟舍生取义
,

甘为变法而流血牺牲

刘光弟自幼喜听忠义节烈事
,

母亲闲居辄令光

弟诵说《烈女传》中《女戒 》诸书
,

刘光弟深受其影响
,

他在 《赖义士传后书》一文里
,

称颂赖义士反对清初

的剃发令
,

不惜以身殉国
。

对明代节烈的颂扬也隐

寓着他将尽臣道而献身变革的精神
。

他说
: “

君臣
、

父

子
、

夫妇
、

朋友 之道
,

无 不贵乎各尽 其心
,

各尽其

职
。 ” 〔 , ’`哪 ,

他将时刻准备像许多忠臣
、

志士那样
,

不

惜以身殉国
,

九死而无一悔
。

1 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爆

发后
,

他目睹
“

各省京官纷纷出京
,

几于十室九空
,

流

散情形
,

不堪 目睹 !
”

由此发出了
“

若犹此泄沓偷安
,

后来各国生心
,

东分西裂
,

何 以图存 ?
” 〔, 〕(瞄

,的感叹
。

刘光弟决心毁家纤难
,

他于是年 or 月写下了
“

人人所

欲言者
,

特不敢言耳的 《甲午条陈》
”

准备上呈光绪

帝
,

在誊稿时
,

刘光弟夫人一再劝他谨慎行事
,

仔细

斟酌
,

不可冒昧
,

他置之不顾
。

由于职小官微
,

不能面

呈皇上
,

而委托的本部堂官且不肯上呈
,

相识之御史

亦不卿弋奏
,

刘光弟
“

含血喷天
,

决毗切齿
。 ” ` , 〕̀

闷
,

《马关条约》签定后
,

他感到十分悲观失望
,

一度产生

了退隐的想法
,

他叹息曰
“

譬诸大器将倾
,

意欲起而

扶之
,

而势不能 ;漠然坐视其旁
,

而情又不忍
,

只有

决然舍去之一法而已
。 ” 〔, 〕`服

, 1 895 一 1 8% 年他远游

半年后
,

又回到了京城
。

18 9 8 年 9 月 5 日
,

刘光弟被

任命为军机章京
,

得以参与变法
。

他对戊戌政变早有

预料
: “

因有
`

参与新政
’

四字
,

遂为嫉妒者逅病
,

势如

水火
,

将来恐成党祸
。 ” 〔,〕`

阳
)
但并未因此畏缩

,

1旧
,

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请杀康
、

梁
,

光绪帝交与谭嗣

同驳之
,

谭嗣同愿 以百 口 之家保康梁之 忠
,

刘光弟

并署名曰
“

臣光弟亦请先坐罪
。 ” 〔 , 〕̀
陷

)
刘光弟与康有

为仅识一面
,

而冒死相救
,

谭嗣同大为敬服
。

戊戌政

变发生后
,

刘光弟被捕
,

并于 9月28 日在菜市 口杀害
。

三
、

抱守儒学而不拘古泥经
,

尤其吸收儒

学中
“
变

”
的思想为维新变法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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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光弟吸收了儒家的
“

变
”

的思想来改革当

时的社会现状

《易经》是儒家经典中最富有变革理论的书籍
,

《易》日 : “

夫易者
,

变化之总名
,

改换之殊称
。 ”

但又指

出君臣父子之位永恒不变
。 “

不易者
,

其位也
。

天在

上
,

地在 下
,

君南面
,

臣北面
,

夫 生子伏
,

此其不易

也
。 ”

(唐
·

孔颖达《周易正义 》卷首 )刘光弟发挥 了

《易 》中
“

变
”

的因素
,

并把它作用于社会现实
。

他指

出 : “

惟智者
,

于此欠利
,

即于彼改图
,

或舍其旧而图

其新
,

或开其美以补其恶
。 ”

(此中有精意
,

大而圣贤

豪杰
,

体国经野
,

小而一人一家一事
,

莫不概括于其

中 )他的诗歌中也流露出这种变革的意识
“

百物气相

制
,

弱肉与强谋
” (2) `卷下 咫 , “

变化 因得制
,

在物各有独

… …道与气为推
,

天从强弱肉
。 ” t21 (卷上 附

)刘光弟从

自然界
“

弱肉强食
”

的生存竞争进而推及到人类社

会
,

即易理所云
“

穷则变
,

变则通
”

是历史发展的趋

势
。

刘光弟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触及了时代的主题
,

但

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限制
,

因此不可能像康

有为一样发出振聋发馈的声音
。

(二 )刘光弟的变革思想还表现在西学的态度上

刘光弟主张
“

如是豺狼不化
,

亦尽可借彼之利

器
,

制彼之要害
,

总在自强而己
。 ” 〔, ’ (邢 ,甲午战争后

,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感到改革的迫切性
。

他大声疾

呼 : “

今楼已形猖撅
,

恐俄亦隐然思逞
。

我国如不思所

以制之之法蹈常习故
,

周肯交通
。

或稍有经营
,

不复

视为利数… … 如此欲求外人不侮
,

内地之无事
,

得

乎 ?
” `,〕似 )

在政治上
,

他主张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

他指出中国
“

官事诸多

不整
,

君权不行
,

遂仿照 民权之法
”

其原 因
“

现在归

公办理之事
,

毫不认真
,

此中国君权不行之故
,

果能

如外国参用民权议院更好
。

但刘又
“

恐官绅商民意

见不洽
,

便 当别出事端
。 ”

观
“

中国人心大坏
,

嗜利成

风
,

恐急切不能见效
。 ” lt3 (

~
,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

议院制度
,

但又不可太急
: “

宜待学术大通
,

性情大

同
” 〔’ 〕托̀ ,之后

。

在经济上
,

刘光弟强烈要求改变封建社会
“

重农

抑商
”

的陈腐观念
,

发展民族工商业
。

刘光弟一生的

政治活动建立在商业资本的基础上
。

(光弟为京官
,

商人刘举臣每年补助光弟银二百两
,

十年从未间

断
。

)因此
,

在一定程度上刘光弟是民族工商业的代

表
。

189 2年
,

清政府筹划海防
,

二百万两银皆有商人

捐出
,

刘光弟对此颇有认识
“

若把通商讥逐末
,

国家

安得南北洋?
”

他提出要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保护
“

宜

劝商人等
,

集股为轮船公 司… …及兵轮以护华商
,

其

利尤远
。 ” 川 `即少

他认为 目前
“

设关置厘太多之处
,

宜

切实省并
,

以恤商情
。 ” 〔l〕(图

刘光弟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清正廉洁 的品质都

源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改变现

实的需要
,

他突破了儒家学说的旧框架
,

从而提 出

了一系列 的政治
、

经济改革措施
,

并且这些都是切

中时弊的产物
。

其社会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更新统

治手段来加强君主专制
,

他所期待的民权只是建立

在儒家文化对国民思想改造的基础上
,

他的
“

恤商
”

只是希望统治者对工商业 的通融 以挽救 日益窘迫

的财政危机
。

这又恰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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