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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最近的日子好像格外不太平，这边厢马
航MH17航班遭击落真相还扑朔迷离，那边
厢巴以冲突双方伤亡惨重，让人看得悲痛不
已……恍惚间突然觉得，战争好像与我们相
距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遥远啊！

这期“人文齐鲁”中与战争相关的题材也
格外集中，甲午海战专题之《甲午参战的荣成
三将士》讲述的是享誉海内外的荣成将军县
(市)，在中日甲午海战中，那里也有诸多将士
参与其中，有在海战中对日作战立功被晋升
为“把总”、民国时期又因军功擢升为将军的
王宝山，也有在黄海海战中英勇作战的将士、
荣成成山镇黄埠山前村人刘中福。一呼一吸
之间，120年的战争硝烟如在眼前。

而苗得雨老先生所写的《从沂蒙山到滨
海》一文，回忆的是罗荣桓和115师在山东抗
战的岁月，文章写得举重若轻，读后让我们能
感到军人们在残酷战争中“苦中作乐”的从容
无畏。如若不信，就请看其中的一段描写：“罗
帅他们这一拨，在走到临沂北面的时候，望见
东面远处来了大股敌人。他们连忙换上缴获
的鬼子服装，有两件呢子大衣，罗荣桓穿上了
一件。然后从容地向西，又往南，再往东，绕过
了大股敌人。敌人远远望见他们，没有异样反
应，可能以为自己人，各有各的任务，各走各
的路。罗帅就这样从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安全
地通过了。”经常说“苦难是一种财富”，相信
在那生死考验中历经千辛万苦赢得胜利后，
走过的人都会切实地有这种体会，这种“苦
难”是能看到黎明曙光的苦，是能坚固精神信
仰的苦，更是最终换来如饮甘泉的苦。

《洋务奇才张荫桓山东宦迹》一文则为我
们介绍了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张荫
桓。康有为、梁启超及殉难“六君子”的事迹，
多为后人所熟知与推崇，但对张荫桓一生的
功业，后人多半忽略，事实上他同样是戊戌变
法的推动者之一，因此甚至有人评价他为

“‘六君子’之外的君子”。正因为其积极支持
变法，他也成为顽固保守势力攻击的重点对
象，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张荫桓也被捕。原本
是准备将其与“戊戌六君子”一起处决，但由
于英国、日本政府的干预，改为流放新疆，但
最终还是在流放地被杀。

不过，历史总是留给后人评说，史学界对
其评价常常矛盾，誉之者称其为“奇才”，贬之
者则称其“朋谋纳贿”、“误国无状”，可见张荫
桓是极具争议的人物。不过，不管怎样，这位

“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在山东任职期
间的作为是不可磨灭的，他筹办山东机器局
成功试制水雷，在处理济南教案时与美教士
反复交涉之中，张荫桓更是一直持信守条约
的原则，对教士的越权行为毫不相让，保持了
应有的民族气节。

枣刊前絮语

苦中作乐

晚清大臣张荫桓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异数。他既不是科举中
第，也非军功显赫，更不是世袭恩赏，却从一名捐班知县升至二品朝臣，凭的是磅礴才干和
贵人赏荐。因此，被人们称为一时异才和奇才。他在山东任职十几年，行迹颇可追述。

筹设山东机器局 处理济南教案

洋务奇才张荫桓山东宦迹
□魏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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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
6月那个夏天。

那时济南有一条回民聚
集区南北走向的老街，叫永
长街。位于老城关西南，是一
条北至城顶街，西南向至永
绥门的主道，又是西关回民
众多街道的地理中心。其街
名寄寓着清末民初时期居民
对于光明和幸福长久的渴
望，在老济南很有名气。

早年间，街的北头有几
家山果行栈，还有许多牛羊
肉集市，再就是有一些经营
甜沫、马蹄烧饼、馓子、五香
花生仁的小摊。

印象中这条街迤逦蜿

蜒，北至城顶，共青团路一
带，南至杆石桥。在此街南首
处，有一个老汉，家里养了很
多鸟和猫。这在那个年代，如
此养宠物的还真是很少有。
在这条街上居住的老户人
家，我想肯定都知道，我路经
此处，便悄悄拍了两张。

画面中鸟笼林立，蜂窝
煤是那个年代家庭最常用的
东西，还有屋里的许多只猫，
尽管房屋简陋，生活不富裕，
老人的生活却充满了情趣。
尽管我不认识这位老人家，
抓拍的这张老照片却留下了
那个年代的难忘印记。

现在那条街早就扩建
了，平瓦房都成了高楼，也失
去了原来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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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出众被人识

张荫桓(1837～1900)，字皓月，
号樵野，别号红棉主人，广东南海
人。他倜傥有大志，博涉经史，聪敏
过人。第一次参加县试，未中秀才，
便不再应举，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
务，另寻济世途径。

2 1岁时，他捐钱买了个知县
官衔，7年后分发山东候补。他住
在舅父李宗岱(山农)家中，候补无
事，每天泛舟大明湖，或到曲水亭
下围棋。“风行历下《桃花泉》(棋
谱名 )，国手偏推粤客先”，张荫桓
弈名甚高。

时山东巡抚为阎敬铭，一日，有
应奏之事，阎嘱幕僚拟稿，谁料数易
其稿，皆不令人满意。巡抚大人亲自
动笔，亦不惬意。随后，便将任务交
付道员李宗岱。李回到家中，对张荫
桓言及此事。张遂自告奋勇，援笔立
就。翌日，李以文稿呈巡抚，意不过
塞责，并不抱指望。阎敬铭阅就，见
其叙事明通，洞中肯綮，深为嘉许。
便问宗岱，何人撰稿？李以张对。阎
遂令张荫桓进见，相谈之下，甚为投
合，便安排其入幕掌管文秘，此后渐
相倚重。

1867年，丁宝桢继任山东巡抚，
尤为赏识张荫桓之才干，对他提携
甚多。此后，张随丁南征北战，赴汤
蹈火，在丁之力推下，官运亨通，步
步高升。

筹办海防及山东机器局

1872年，丁宝桢向同治帝上折，
请求将已去湖北总管营务的张荫
桓调回山东，筹办海防。张荫桓回
鲁后，实地考察沿海各地，提出经
营山东、筹划北洋的海防战略：一
是在烟台、威海卫、登州重点设防；
二是精选陆军，练习枪炮；三是直
隶、山东、奉天三省共同设防。他上
条陈建议修筑烟台通伸岗炮台，丁
宝桢把炮台工程交由张荫桓主管。
炮台工程1876年开工，两年后竣工，
工巨而费省，丁宝桢大为称赞。1879

年冬，中俄衅起，沿海戒严，流言满
天飞。张荫桓抱病登车，赴登州、烟
台巡视，驰驱海隅，周览形势，部署
严备，民赖于安。李鸿章时任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张荫桓经常赴天
津禀商海防一切，李对张赏识有
加，后来张出使美、西、秘三国，即
由李中堂推荐。

丁宝桢致力海防建设，在请筑
烟台、威海卫、登州炮台的同时，又
积极筹设山东机器局。1875年，张荫
桓受委参与创办之事，赴天津就此
事进一步禀商李鸿章，并查考天津

机器局章程作为今后办局借鉴。受
丁宝桢之托，张荫桓向李鸿章提出
咨调徐建寅来山东襄助的请求。张
荫桓还专程到昌邑、潍县一带，为
机器局查勘选址，又在同年赴沪迎
请江南制造局的徐建寅。兵工专家
徐建寅来到济南后大展身手，
在薛福辰、张荫桓等协助下，山
东机器局很快在泺口建成，枪
支弹药源源不断生产出来。

1881年，山东机器局试制成
功水雷，在大明湖进行爆破试验。
张荫桓和一众官员到场观看，兴奋
之余，他写下《大明湖观水雷歌》。
水雷威力巨大，电光石火相伴，水
中的载重船只片刻倾翻。鹊华桥头
人喧马叫，北极阁下观者如云，湖
畔欢声一片。

尤善外交不辱使命

张荫桓富于胆略，尤善外交。在
他署理登莱青道时，英国驻烟台领
事哲美森向道台衙门提出要在烟台
租界内开征码头捐，以聚敛厚资。张
荫桓不同意，认为英人乱立名目收
税越权。哲美森讼至北京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李鸿章来函诘问，戒以勿
坚执。张荫桓不为所动，仍坚持己见
不让步，英人只好作罢。

1881年，济南教案发生。美国长
老会在西(门)大街泺源书院旁购民
房改建教堂时，引起市民强烈不满。
泺源书院的先生带领民人冲入工
地，先生去后，民人拆损房屋，将房
内物件损坏，并重殴承作工头。教士
莫约翰和洪士提反前往抚署告状，

山东巡抚周恒祺偕时任山东盐运使
兼洋务总文案的张荫桓等出见。莫
约翰拿出购房契据呈请查验，张荫
桓见房契上署嘉庆年号，且无地方
官印，便说道：“此未税之契，例不得
营业，汝来何意？”莫约翰说愿退还
此房，请以他处互易。张说退还则
可，互易则不可。巡抚周恒祺时已升
漕运总督，不愿再为此事耽搁上任，
便同意另寻官地相易。

周恒祺委派张荫桓、恩佑、李宗
岱、梅启熙、宫本昂等5员查办此事。
张荫桓对莫、洪等教士说，若将所买
之房退让，允为另寻别房互换，并允
兴修新房之时，保管民人不再拦阻；
所有损失等件，如数赔偿。惟不能在
西(门)大街处另寻新房间。嗣后寻
东(门)大街一房，教士厌其近湖地
潮，不堪居处；再在抚署和道署之间
的县西巷寻有一处，教士又嫌地处
偏僻，人气不旺。反复交涉之中，张
荫桓态一直持信守条约的方针，对
教士的越权行为毫不相让，双方多
次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莫、洪二教士多次向美驻华使
馆告状，使馆代办何天爵也多次照
会清总理衙门。何天爵提出两项要
求：一、贵国须设何法以伸教士所
受无故之屈，并保其嗣后平安，不
再受扰；二、贵国须设何法办张委
员以欺辱本国之过。说张荫桓“欺

辱本国”，是因张曾借美国总
统林肯遇刺一事说过这样的
话：“美国国家不但于中国地
方无权，即在美国亦系无权，
故被刺客枪伤致死，犹未惩

办。”恭亲王无奈被迫将张荫桓撤
职，调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兼芜湖
关道。一直拖到1884年初，济南教
案仍是按照张荫桓最初的意见，退
还原房价，赔偿损失了结。就在这
时，张荫桓奉诏入都，在总理衙门
学习行走，旋出任驻美国、西班牙、
秘鲁三国公使，不卑不亢，敦睦邦
交，受到清廷嘉许。

回国后，他出任总理衙门大臣，
兼任礼部、户部、吏部三部侍郎，赏
加尚书衔。1897年，张荫桓出使英
国，祝贺英女王即位60周年，归途考
察法、德、俄等国，具疏上陈，建议朝
廷效法其优以图强。翌年戊戌变法
时，张荫桓与同乡好友康有为声气
相求，一起呼风唤雨，成为百日维新
的主要人物。事败下狱，险与谭嗣同
等六君子一起被杀，幸得各国使节
营救，方免一死，遣戍新疆。两年之
后，在庚子国变前夕的“拳乱”中，慈
禧下令将张荫桓处死于流放之地。
次年辛丑议和时，英、美驻华公使奉
其国命，代求昭雪，慈禧诏许官复原
职。只可惜，这位异数奇才早已化为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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