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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振国（1976- ），男，山东博兴人，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言小说及相关文献研究。

笔者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翻检旧籍，偶得《清末

遗闻》一册，不题撰人，“天津佩文斋”宣纸抄写，双

边朱丝栏。首页左边框外有“面交修正付刊”字样，

且正文内容有少量改动痕迹，由此看来应该是清稿

本。全书不分卷，共收13篇作品，多记晚清名公大

臣之遗闻轶事，不少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

者，颇可补正史之阙。书中《袁海观制军遗事》称袁

海观为两广总督时，作者时任广东水师提督，根据

这一线索，我们可以知道本书的作者为李准。李准

晚年生活在天津，那么这一稿本里所记载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都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清末遗闻》

外，李准尚有《巡海记》以及传奇作品《画中缘》（抄

本，朱丝栏），其中，后者也是进入民国后创作的，现

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天津市和平区东北部赤峰道上，各式小洋楼

鳞次栉比，晚清民国时期，这些房子的主人多为退位

的官僚和下野的军阀，曾任晚清广东水师提督的李

准晚年也曾定居在此。李准（1871－1936），字直绳，

号默斋，别号任庵，四川邻水人。在近代历史上，李

准是个颇值得争议的人物。李准之父李徵庸，据光

绪《邻水县续志》记载：他字铁船，“同治丁卯举人，光

绪丁丑进士，刑部主事，改官广东，历任河源、南海、

香山、揭阳等县，大宪保荐贤良，嘉奖，军机处记名以

道员补用江川，督保办川矿，赏戴花翎，加头品顶戴，

三品卿衔，续奉充南洋赈务大臣，裨益饷款，惠济灾

黎，旋以勤劳在差次病故。粤督请于朝，加赠内阁学

士衔，赐全葬银三百两。子准，二品顶戴，布政使司

衔，广东遇缺题补道。”[1]（p818）李准出身显宦家庭，自幼

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后几次参加考试未中，

遂捐官始入仕途。1898年以后，在广东历任要职，先

后做过钱局提调、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闽粤南

澳镇总兵、水陆提督、北海镇总兵、水师提督等，其中

以水师提督一职的任期最长（1905－1911），在全国

的影响最大。光绪28年（1902）任广东巡防军统领，

兼巡各江水师，三年后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史载，李

曾率兵驱逐入侵西江之英军舰队，迫其退返香港。

宣统元年（1909）春，李准率“伏波”、“琛航”两巡洋

舰，一举收复被日本商人窃占的东沙群岛。随后又

率众舰出航踏勘西沙群岛，历时月余，查明岛屿15

座，勒石立碑，悬挂清朝黄龙国旗，并在永兴岛升旗

鸣炮，昭告中外。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爆发，

李准带兵驰往弹压，控制要隘牛王庙，射杀起义领袖

倪映典，阻止了起义军队三路进攻，起义被镇压下

去。1911年，黄花岗起义，同样在李准的镇压下失

败，因此革命党人对李准恨之入骨，并多次组织对李

准的暗杀活动，除一次使李准腰部受伤之外，其余均

失败。[2]（p31-39）当时李准成为广东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在为清政府出力的同时，也受清廷越来越多的猜

忌。后看清政府大势已去，转而同情革命党人，通电

反正，交出所辖要塞、兵舰、军队，广东全省遂兵不血

刃而宣告独立。之后李准远离官场，先迁香港，后定

居天津至故世。李准得闲苦习书法，卓有成就，并对

古篆字颇有研究，有多种著述，但未见出版传世。

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报头题字即系李准

手迹，并一直沿用至今。李准晚年生活拮据，一度靠

卖字为生，1936年12月22日，卒於天津。

《袁海观制军遗事》记湘潭袁海观（树勋）制军，

宣统元年为两广总督，作者时任广东水师提督。其

中提到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叙当时海军建制

情况甚详。此外，还提到“昔外人夺我西江捕权，余

与张安帅几费经营交涉，外人自由行动之兵舰始退

出西江，还我捕权。”宣统二年元旦，陆军受党人运

李准《清末遗闻》稿本述略*
张振国，叶文玲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 要】李准是晚清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既镇压过革命起义，也率先支持广东脱离清政府宣布

独立。在广东任职期间曾率海军驱逐入侵西江之英国舰队，收复多处被日本商人占领的海岛，因此又是一个维护民族主权的

英雄。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末遗闻》稿本一册，记录晚清名公大臣以及维新志士的遗闻轶事，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可

以补正史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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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哗变，日夜攻城，危在旦夕。海观惶惧万分，无以

为计，就商于李准，且泣跪李准面前，李准“挑选老

兵之能战者约千人，初三早与变兵六七千人战于猫

儿岗、牛王庙，斩其渠魁倪映典等多人，不半日而乱

定。”后因报馆为起义者呼冤惨者，卒以是海观被革

职，李准留任。李准写道：“自是我军人心解体，再

有变乱几难运用矣。海观交卸后旅居上海，改革后

余至沪常相过从焉。民四卒于上海。”《记黄冈廉钦

之乱》记录光绪三十三年镇压黄冈起义的过程，同

时写到晚清官场的相互倾轧。

《戊戌政变刘杨二君事略》记刘光第、杨锐事甚

详，其书中云：

刘裴村主政光第，蜀之富顺县人，光绪壬午举

于乡，丰润张安圃尚书时以翰林为四川考官，极称

其贤，丙戌成进士，用主事，分刑部，照常供职，无分

外之营求，素讲笃行之学，与人落落难和，寡交游，

重然诺、尚气节。杨林峤中翰锐，蜀之绵竹县人

也。……林峤本四川尊经书院之高才生，与先大夫

极相契合，与华阳乔茂萱部郎（树柟）讲求新政。

自中日战败，德宗景皇帝亲政后，锐意推新，诏

各疆吏荐举贤才，于是如粤督张文襄、湘抚陈右铭

中丞、江督刘忠诚尚书、张文达百熙等交章迭荐，立

擢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为四军机，均赏四品

卿衔，每日进宫讨论新政。刘杨二君以为恩出自

上，竭尽智能，以酬主知，并不受康梁之援引。林峤

或尚相识，至裴村则素未谋面。忽奉孝钦皇太后懿

旨以其为康梁之党，与林墩谷中书（旭）、谭太守嗣

同、康君广仁、杨侍御深秀同弃于市，天乎，冤哉！

其时，人心疑惧，莫知所以。先大夫与林峤同居，被

□（本字不详）之日，适已回津，及闻被□（同前）之

信，立即遄返京师，为之料理狱中之事。方下车即

闻已自狱中提出，由宣武门至菜市口。林峤曰：“不

一审讯乎？”少时行刑，林峤曰：“胡里胡涂的死，真

不瞑目！”行刑之时，林峤项血上冲丈余，市人以为

异事。裴村从容就义。

这段记载也印证了学术界一直存在的看法，就

是刘、杨二人对变法的态度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

杨锐并非坚定的变法者，他觉得被杀是冤枉的。而

刘光第在给弟弟弟信中也说：“好在兄并无新旧之

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3]（p287）他

在给张人骏的信中也曾表露他参政的目的，就是为

了使“大廷一日尽易贤人君子”，使“维新守旧咸得

其宜”，并使国家的领土“不见夺于外人。”[3]（p291）戊戌

政变发生后，刘光第面对死亡的威胁，表现出视死

如归的勇气。临刑前，监斩官刚毅命跪听旨，光第

不可，皂役用棍杖按之跪。光第倔强自若，并且责

问刚毅：“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

不足惜，如国体何？”[3]（p457）就义时，神色淡定如平日。

在《刘永福事略》中，作者则提到了刘永福不为

人知的另一面：

钦州刘渊亭总戎永福，广西之博白县人，世居

广东之钦州。法越之战，赫赫有名之黑旗刘翼也。

其在安南时，与巴头梁（即梁秀春）等啸聚山林，当

中法战争时，不时纠众袭击法人。大队来则匿山

间，大队去则又出为患，法人苦之。越南国王以之

为三宣总督。镇南关之战，固冯萃亭子材、苏子熙

元春两宫保及王方伯德榜之战功，而渊亭阴为之

助，力亦不少。中法和议成，张文襄（即张之洞）督

粤，召之来归，……授闽粤南澳镇总兵。光绪十五

年与方照轩提军（耀）同奉旨召见。

甲午中日之战，又率福军三千人渡台湾以助台

抚唐薇卿（即唐景崧）中丞，号曰刘大将军。……和

议定割台湾，唐中丞会渊亭，背朝旨抗日本，不交

割，国号永清，言永戴圣清之意。……李伯行侍郎

（经方）奉命为交割台湾大臣，会日兵往台，渊亭不

能御而逃，扮作商船之炭夫烧火人，匿轮船火舱内，

日人屡搜不得，乃潜渡香港。唐中丞亦扮作妇人而

逃至上海。张文襄时督两江，接济饷械无算，中丞

皆用其子之名存在外国银行，后其子死，中丞亦不

能取而用之，外人得其利焉。

渊亭回粤后，闲居钦州年余，又奉诏出募福军

八营，驻扎于东关外之北校场、东校场一带。不见

其有如何训练，只每日令各兵士打靶，余适充银元

局提调，每日晨必至局，常听钢板叮当之声，且常有

飞子掠我头而过者，惊极即趋入局焉。局中亦常有

子飞入，其训练之法盖可见矣。其实渊亭一狂妄无

知之莽男子，贪鄙庸劣之妄人也。将不知兵，兵无

纪律，直不知战术战法为何物，故一与正当之队伍

战，无不奔逃如鸟兽散也。因其驻军东郊，常有外

国人往观，且照其军队图形以示外人，其参差错落，

杂乱无章，猴狗成群，形如乞丐之形势无不传为笑

柄。常调其军往西樵弹压械斗，则奸淫掳掠，甚于

盗贼。

李文忠督粤时，先驻于广雅书局，自早至晚必

见渊亭著行装候于走道之间，以要文忠。文忠早知

其无能也。……三十三年，余督军至钦州，住城外

之镇龙楼，渊亭时来请谒，……一日其娶媳，来求放

炮，余允之。旦往贺焉，榜其门曰“三宣堂”，（言其

曾为安南三宣总督也）。其出迎有中西犬数十头环

绕之。其来谒余时，不过三五头，今则不知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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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矣。其在军时豢之尤多，东校场营盘有一猴坟甚

大，是其在营中所豢养之猴死而葬此者。……余入

其室，见其豢猴仍不少，与之谈，其语言无味，面目

可憎，老而务得之形状仍无稍异。……改革后，闻

卒于钦州，年已八十余矣。

在作者的笔下，虽然我们不排除有主观好恶在

其中，但也可以看到晚清整个政治的腐败和军队的

混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也就是为什么曾

经作为清政府干才的李准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它的

原因吧。

《遗闻》对其他晚清著名人物的记载，如《潘伟

如中丞事略》记潘霨之事；《骆文忠》记骆秉章事；

《张子志奉命打使馆》写张怀芝奉命攻打外国使馆，

怕得罪外国人只放空炮而交差事；《陈景华事略》写

了李准眼中的革命志士陈景华；《易实甫观察遗事》

记易顺鼎数事；《鲍忠壮遗事》记晚清名将鲍超；《徐

次舟观察遗事》记徐赓陛事；《梁节庵遗事》记梁鼎

芬事。皆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其中《徐次舟观

察遗事》记乌程徐次舟观察赓陞官陆丰县时审竹栅

门一事，颇具传奇色彩。有姜行失姜万余斤，徐往

勘查，见野外搭大棚，徐故作荒唐，审栅门，引来众

人围观嗤笑，等众人欲归时，门已关闭，并罚众人每

人赔姜一斤，交姜时写明从何处买来，从而找出真

正的盗姜之贼，一举破案。

此外，还有部分作品如《端砚》、《十姊妹》具有

一定的民俗和文化价值。《端砚》对端溪之砚进行了

介绍。而《十姊妹》记粤中顺德一带有十姊妹之风

最盛，以女子十人拜为姊妹，大小不等，有年已及笄

而与三五岁之女孩而拜为姊妹者，自拜姊妹之后不

许一人先嫁，须待最幼者遣嫁之后，然后才得与丈

夫交媾。长者先嫁，其九人各持针线将长者衣裤相

连，密密缝之，盖不使与男子交也。过门后，新妇拜

堂谒翁姑如常礼。但此后两夜决不肯与男人交，第

三日归宁，从此不复返矣。粤中谓之归宁不返，以

后每年三十晚必归夫家一夜，通夜坐灶下执炊爨之

事，黎明拜见翁姑之后仍归娘家。要此女者无异鳏

夫，女家恐其不堪独宿，及嗣续计者，许其纳妾生

子。买妾之费且由女家任之。待至十数年，待最幼

者遣嫁而长者始回夫家，已儿女成行，亦不以为大

妇矣，鲜有夫妇和好者。这一风俗很具研究价值，

在当时的一些资料中也多有记载。

在李准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许多历史人物不为

人知的另一面，也为我们去还原一个本真的历史人

物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清末遗闻》的

发现，不仅为我们解释了许多历史悬疑，也有一定

的民俗和文化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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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Manuscript of Li Zhun‘s Qing Mo Yi Wen

ZHANG Zhen-guo，YE Wen-ling
（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Anhui 245041）

Abstract: Li Zhun was a famous politician，and at the same time，he was a complex fig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he had crashed the rebellion of the revolution party，on the other hand，he firstly declared
independence of Guangdong from Qing Government. When he served in Guangdong，he led the fleet to forced the
British navy out of Xijiang，and recaptured some islands that were took up by Japanese in secret. So we can say，he
was a national hero. Qing Mo Yi Wen is Found in the library of Nan Kai University，which is Li Zhun’s manuscript
and has both historical value and literary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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