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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崭露头角

由于事出突然，袁世凯等
人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
到了次日下午，才探明政变真
相。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
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
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
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
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
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
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
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时刻，
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
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
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
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
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第二天上午，开化派政府
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得知
政变是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所
为，一时人心思乱，举国惶恐。
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成员纷纷跑
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
出兵勤王，众人仍是犹豫不决。

在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
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
拒后，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

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
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
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
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
诸位”。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
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
右营赶赴王宫。

一入宫，便遭到守军的猛
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宫内
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
出宫门，投奔清军大营。袁世
凯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
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
开新一轮的激战。

袁世凯身先士卒，奋勇当
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
之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士
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
方，战局立刻急转。

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
退回了使馆。朴泳孝等政变骨
干亦随之逃跑，一路上受到聚
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
植等人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
避难。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小
时，清军大获全胜，并最终抢
回国王。

次日，国王移居袁世凯所
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

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
新政府，并召见各国使节，告
知政变平息。竹添因使馆连日
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
惊惧交加下，自焚使馆，逃往
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

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
本惨败而告终。袁世凯一战成
名，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
下，朝夕接触会晤，成为清廷
在朝鲜的实权人物。

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
崛起，此后十年，他成为清政
府驻朝鲜的头号人物。在李鸿
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
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
交。同时，经此风波，朝鲜加快
了改革的步伐，要求独立自主
的呼声日渐高涨，对清廷的向
心力逐渐减弱，对朝鲜官民而
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
页。而日本方面，一次小的失
败并未阻挡其扩张称霸的野
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
旦，十年之后，借朝鲜的另一
次内乱——— 东学党起义，挑起
了中日甲午战争。

这一次，清廷一败涂地。
据《文史参考》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
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
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
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
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
概括的。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
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
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
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朝鲜壬午兵变

历史上的朝鲜长期是中国的
属国。在制度上它效仿中国，实行
闭关锁国的国策，一直自给自足，
风平浪静。到了19世纪末，危机开
始出现。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朝鲜
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
本和俄国，对朝鲜的觊觎已非一
日。在外部压力的催化下，朝鲜内
部宫廷的倾轧和斗争愈演愈烈，终
于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由
于没有子嗣，便以他弟弟之子李熙
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不谙世
事，由他的父亲以大院君(相当于
摄政王)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
极端守旧，他屡次杀害传教士，坚
决不与外人通商。

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
逐渐转移到其妻闵妃(明成皇后)手
中。闵妃较为开明，主张仿效日本
的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
革。而大院君贪恋权位、刚愎自用，
反对削弱他权力的政治改革，于
是，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
矛盾逐渐深化，兵变一触即发。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
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
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
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姑息绥靖，朝
鲜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
余，开始把目光从大清转向日本。

1880 年，闵妃集团开始借军制
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
裁汰由大院君亲手创办的“亲军
营”，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

“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
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极大的不满。
1882 年，为防止旧军哗变，当局向欠
饷已达 13 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
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
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管理粮
库的官员。闵妃的心腹、兵曹判书
(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下令逮捕
带头闹事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
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冲进
军械库，夺取武器，释放被捕士兵，
并跑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

大院君趁机煽风点火，暗示此
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头
脑发热，不辨真假，立即去杀死了
日本教官，处决了闵谦镐等后党高
官，并打进宫里搜捕闵妃。闵妃装
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一时间，政局
陷入瘫痪，汉城大乱。

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驻朝公
使花房义质逃回国报告了事变经
过。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大举入侵朝
鲜，胁迫其割地赔款，签订新的不
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得
知后，急电直隶总督署，建议“中国
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与此同时，还
在逃亡途中的闵妃惊魂甫定，指示
后党成员、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
允植向清廷求救，一场“抗日援朝”
的大戏正式拉开帷幕。

清军抢占先机

袁世凯是跟随吴长庆到的朝
鲜。安徽庐江人吴长庆和袁世凯
的嗣父袁保庆(袁保庆无子，便将
其弟袁保中的儿子袁世凯过继给
自己)是生死之交。他自办团练对
抗太平军，日积月累，成为淮军的
一支劲旅，号称庆军。吴长庆本人
也官至提督，功震四方。在叔伯父
们相继离世，失去荫蔽后，袁世凯
投奔吴长庆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袁世
凯办事干练，雷厉风行，表现出了
突出的才干。

清军抵达朝鲜的仁川后，吴
长庆指派一个营为先遣部队，下
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
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大多晕船，请
求暂缓登陆。吴长庆大怒，立即将
营官撤职，改派袁世凯代理。袁受
命后，督率该营在两个小时内便
完成了登陆，令人不得不对这个
年仅23岁的青年刮目相看。

其实，早在袁世凯初入庆军
时，就已经表现出了随机应变，处
事果断的特点。春节循例放假三
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
合，由争吵发展为殴斗，直至彼此
开枪。由于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
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
世凯当时正好在营里，他灵机一
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士
兵赶到出事现场。查明事情原委
后，立即将为首肇事之人就地正
法，这场纠纷才得以平息。

事后，袁世凯向吴长庆报告
了事情的经过，并就自己“专擅杀
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
责怪他，反而嘉奖他的临机应变
之才，任命他为营务处帮办。

在出兵前，金允植曾建议吴
长庆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李熙，
吴长庆心领神会，命袁世凯“密为
布置”。到了朝鲜，大院君赴清军
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
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
长庆寒暄后，觉察气氛有异，在同
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
耶？”暗示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想
对他不利。吴长庆闪烁其词，不忍
发动。而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

“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
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
子，星夜登上兵舰，押送天津。

由于庆军抢先于日本登陆，
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又
扶持李熙掌权，朝鲜王室对中国
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
助善后，而清政府也借机对朝鲜
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
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帮助朝鲜
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
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
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最后，通
过代管，全面掌控了朝鲜的海关
以及外交事务。

甲申政变突然爆发

壬午事变日本被清军抢占
了先机，没能达到预想的目的，
但日本人在其后和朝鲜签订的

《济物浦条约》中获得了五十万
元的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

利，当然，这是清政府
为了息事宁人而指示
朝鲜作出的让步，以
免日本心怀怨恨，再
来滋事。然而，日本绝
不会接受这样的好
意，他们把侵占朝鲜
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
的跳板，是必争之地，
因此极为反对和仇视
清政府对朝鲜的控
制。拥有了在汉城的
驻军权后，日本开始
紧锣密鼓地实施插手
朝鲜内政、扶持“开化
派”的策略，试图推翻
亲华的后党政权，为
将来铺路。

由于吴长庆帮助
闵妃平息了壬午兵
变，成为她坚强的军
事后盾。因此，当闵
妃掌权后，亲华成了
必然的选择，那些由
她提拔上来的亲华
派官员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牢不可破
的势力。

壬午之后，朝鲜
一批激进青年流亡日
本。明治后期的日本
发展令他们大开眼
界，钦羡不已。这帮青
年组织了“开化党”，
主张“外结日本，内行
改革，联日排清，脱离
中国，宣布朝鲜独立，
实行君主立宪”。亲日
力量自然形成，朴泳
孝和洪英植等人皆为

“开化”中坚。
开化党一回国，朝鲜新旧

两派立即泾渭分明。一方亲日，
一方亲华，明争暗斗，势同水
火。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
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
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

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
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
力量对比开始向开化党倾斜。
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
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
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
亲华派也开始动摇。开化党和
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
北顾，是发动政变的绝好时机，
遂决意起事。

政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已
经察觉到情况有异，他将朝鲜
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给了
李鸿章并提醒他，日本公使竹
添进一郎将在八九日内返回汉
城，届时可能会有事发生。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突然
爆发。当晚，开化派重要成员，
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
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
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
竹添托病不出，袁世凯察觉气
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
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
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

席间，开化派党徒在厅外
放火，宾客以为有人在燃放烟
花，纷纷外出观看。

这时，埋伏在厅外的开化
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
刀砍倒，一时间宾主皆做鸟兽
散，各自逃命。

党徒们趁乱入宫，谎称清
军作乱，恐吓威逼国王李熙写
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
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
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
国王和闵妃迁往景佑宫。

控制了王宫的日军和开化
党新军矫诏召守旧派重臣入
宫，以逸待劳，来一个便处死
一个。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
府，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
国使节，那些早已同他们达成
默契的使节纷纷配合演戏，晋
谒国王，恭祝新政，政变似乎
大功告成。

在朝鲜时的袁世凯

明成皇后闵妃(资料图)

袁世凯的崛起：迅速平定朝鲜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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