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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是清末重臣张荫桓在“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遗墨。日记是用张氏自印绿
原分装三册，总131页。 此日记为张氏任户部左侍郎兼值总署时期所记，其时张氏有政声与文名，一时物望甚隆，
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初一日（公历1898年1月22日）， 止于七月初六日（8月22日），即至作者被捕前
内容有摘记变法时期宫廷奏对和议定内政外交要务以及上层人物交际等方面，涉及到当时重要史事，多是
及者，史料价值甚大。此日记是戊戌变法运动当事人的真实记录，记载百日维新始末尤详，为治晚清史者不可不

  张荫桓（1837—1900年），字皓峦，号樵野，又号红棉居士，晚号芋āｎ①，广东南海人，先世自新会
县。樵野赋性奇慧，于书无所不读，博闻强记。少时应有司试，不授，遂弃科举事。同治初年，随舅氏李宗岱（山
山东。同治三年（1864年）入鲁抚幕。以善属文，有智谋，通晓时务，遇事应机立断，先后为巡抚阎敬铭
二年（1876年）权登莱青道，五年（1879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明年迁按察使。以居官有建树，调京
行走。樵野赋性豪俊，有胆略，为人精敏，号知外事。初为西后所赏识，嗣为德宗所依重。尝先后受命出使美
国事务大臣，累迁至户部左侍郎，赏加尚书衔，先后兼署工、刑、兵、礼、吏部五部侍郎，又主管京师矿务铁
吏、礼二部尚书、侍郎汉缺，非翰林、进士出身不授。张氏本无科名，以才望上结主知，既跻卿贰，且厕
荣，更以为人骄泰，务揽权，锋芒毕露，为同列所忌，足致招祸矣。在其骤跻巍官中，谤声四起，数遭奏劾。卒因努力新政，
切，戊戌政变后获罪，贬戍新疆。义和团事起，当事者电令新疆巡抚置张氏死于戍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
有传。桂坫《广州人物志》（定稿本）所收张荫桓传纪事较详。  

  至于张荫桓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问题，鲜有肯定之者，在其生前由于力倡变法维新，已是
或无意忽略的一位悲剧角色。近世研究戊戌变法的论著，动辄举康梁，少有提到张荫桓者，甚至被某些史
至粤中流传有李文田（1834—1895年，字仲约，号若农，广东顺德人。咸丰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学问
查张荫桓《铁画楼诗钞》卷五，内载与李文田倡和诗多首，并有《三月朔日，送仲约亲家灵柩南还》一诗
在一篇拙文中说：“承友人李曲斋见告，其祖父李文田与张荫桓本是亲戚，私谊过从较深，时常有金石文字方面的交往。
人只是政见上相左，并非如所传感情交恶”（注：见《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拙文《张荫桓其人其著》。）
80年代中告诉笔者的。他还说，其兄李②斋书房中以前挂有张氏书横额和联语等。笔者藏有李文田同治年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至迟也是在中年时期就开始的，并非如流传所说不相往来。蒙冤而受辱，乃情理之常。
位清政府大员，不仅不能与其他受害者共同播芳烈于时，而且在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论著中，很少提到他。
面貌。《张荫桓戊戌日记》能公之于世，相信会起到这方面作用。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对晚清史有独识，他
之主持人。”（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四），二二零二页。）读过张氏《戊戌日记》，就会明了萧氏

  张荫桓才具非凡，其同时人以及后世论著，对张氏遭际多伤悼之。樵野自负才望，亦雅重人才，甚能得人。
疆途中，卓著学名而又身居清政府要员的王懿荣、端方、樊增祥等人，皆有诗笺慰问。张氏旧属吴永，知其
装。吴氏于樵野怀有知遇之恩，记述张氏之处事为人甚详：  

  张公于予有荐主恩，……当主办日约时，予曾从事左右，相处逾岁。其精强敏赡，殊出意表。在总署多年，尤
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
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今张氏褒辑此项手札，多至数十巨册，现尚有八册存予处。其当时之亲密可想。
日经办奏疏文牍，均在其内，必一一经其寓目审定，而后发布。张公好为押宝之戏，每晚间饭罢，则招集
匣于案，听人下注。人占一门，视其内之向背为胜负。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时送达。有时宝匣已出，则以手作
中文件杂沓，多或至数十通。一家人秉烛侍其左，一人自右进濡笔，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
者，如疾风扫叶，顷刻都尽；亟推付左右曰：“开宝开宝”检视各注，输赢出入，仍一一亲自核计，锱铢
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谢，谓某事一言破的，某字点铁成金，感佩之词，淋漓满纸。足见其仓猝
计，绝非草草搪塞者。而当时众目环视。但见其手挥目送，意到笔随，毫不觉其有惨淡经营之迹。此真所
膺不置也。（注：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业谈》，21—22页，岳麓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 

  吴氏与樵野过从既深，知其轻财好义，无积蓄，当起解时故特解囊相助。桂坫《广州人物志》，称张
先达袁崇焕之为人，出使英国所入公费数千金，悉以为重修京师袁督师墓之用，为屋三楹，并撰有碑记。
（即《不易集》），亦有吟咏助修袁墓事也。  

  起解途中，樵野亲旧多有迎送者，感发往事，时有吟哦之作。近人陈融有诗云：“干济何曾仗锦袍，
笔飞腾便最豪。”（注：陈融《读领南人诗绝句》下册，1966年香港。）此咏樵野获谴戍边后，有《铁画楼
此诗集上下两卷，收诗起自戊戌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止于庚子年五月初三日（1900年5月
章，娴于诗。此其放逐后自述，隐含叩击心声语，尤为人称。如诗集中有《途阅邸报，李ｂì③园尚书亦戍新疆，
休悔著鞭迟，减死投边有故知。月旦竟成新鬼录，清时安有党人碑。未罹对簿榆囹辱，只办轻装玉塞驰。多
④。”案：政变发生后，礼部尚书李端ｆēｎ⑤（ｂì③园），因保举康有为获罪，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
事，亦以自况也。樵野与王懿荣（廉生）友善。张氏发配后，京中居室被查抄，王氏书来告知情形。因有《九月晦，渭南旅中得廉生祭酒
敝居及垲儿踪迹。奉答一诗》之作。诗云：“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
与绿杨虚。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张樵野善书画。书法初学颜平原，继学欧阳率更。画学
作山水超逸，有声于画坛，因以铁画楼颜其室。生平最喜王石谷画，所藏石谷画作近百，又颜其居为百石
音，以为不祥，遂改为“百谷山房”。起解赴边途中，获闻京寓被查抄，不作自伤语，仅略及藏画失落事，益可哀矣。此
年（1902年），距樵野被害仅二载，张祖廉为之校字（案：祖廉系樵野部属，曾撰《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



奉使意大利国大臣许珏作长诗代跋，为之表忠辨诬，张其行谊，亦不遗余力矣。变法运动当事人、政变后被革
樵野当年支持变法事大为称誉。朝廷命官，身亡名毁，犹有故旧作道义语，其能得人如此。张樵野讲经世致用之
《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一文中，对张氏遭遇寄以同情，并盛赞其“为一时异才”，悯樵野“才具非凡，而
自矣。”（注：汪辟疆《汪辟疆文集》，第457—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与樵野
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词章华瞻，骈俪文尤佚丽，当时名流，并相叹服。”（注：罗ｄūｎ⑦⑧《宾退隋
7—506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初版。）樵野乡人沈宗畸在其笔记中，作具体介绍称：  

  吾乡张樵野侍郎荫桓，起家薄尉，粗认字，中岁始力学。与南海谢偶樵（朝徵），以文字相切磋。偶樵丈著《白香
原辑、谢朝徵笺、张荫桓校本《白香词谱笺》，光绪乙酉刊本。此本不多见。笔者藏本卷四有民国九年、十七年重刊、
也。侍郎诗文皆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才也。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以外官致身卿贰，朝中
相，侍郎亦为言官论列，闻已有旨饬步军统领查抄，以荣禄力救获免。某君笔记云：“尝见侍郎为人画便面，
气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其丝，立危石上。自题二句云：‘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盖被劾
武眉山、少陵，七古浩气磅礴。”（注：沈宗畸《便佳ｙí⑩杂抄》。）  

  与樵野结交者，多一时朝野名流，如潘祖荫、翁同ｈé(11)、李文田、龚易图、谭献、盛昱、王懿荣、
时之盛。而张氏于公务和诗文酒会之余，又勤于著述。关于樵野著述情况，由于被抄斩，缺乏记录，已不能
本，计得下列十数种耳：  

  1.《张樵野观察赠书》，清稿本，不分卷，五册。原为郑振铎旧藏，北京图书馆藏。原书未见。  

  2.《奉使日记》，不分卷，清张荫桓撰，清张氏铁画楼抄本。清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南京图书馆藏。原

  3.《奉使日记》，十六卷，清张荫桓撰，清抄本。清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上海图书馆藏。原书未见

  4.《甲午日记》一卷，清张荫桓撰，稿本。清光绪二十年。南京博物馆藏。原书未见。  

  5.《英轺日记》，清张荫桓撰，见《广东文徵续编》第一册收录。原书未见。  

  6.《三洲日记》，八卷，清张荫桓撰。清光绪丙申夏五月京都刊本，别有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影印丙申刊本石印本。 

  7.《西学富强丛书》，清张荫桓辑。清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原书未见。  

  8.《奏稿》，校定本十九篇，清张荫桓审定。内有张荫桓所撰经誊写之清稿本，间有张氏手自校改者，亦有
张荫桓继李鸿章任中国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臣林董于次年议定《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其间与日本代表商
类奏稿计有八件，史料价值较大。原稿在笔者处。  

  9.《铁画楼诗文稿》，六卷，清张荫桓撰。见《广东文徵续编》第一册收录。原书未见。  

  10.《铁画楼诗钞》五卷，清张荫桓撰。北京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各藏一部。原书未见。  

  11.《铁画楼诗钞》，卷五（即《不易集》）， 写样校订稿本一册，又初印校样稿本一册。清张荫桓撰，均

  12.《张荫桓戊戌日记》，稿本，清张荫桓撰。笔者所藏。  

  13.《铁画楼诗续钞》，二卷（即《荷戈集》），清张荫桓撰。 清光绪二十八年刊本。  

  14.《骈体正宗》二编，清张荫桓选编。稿本。笔者所藏。 闻《骈体正宗》初编稿本，在上海某藏书

  15.《白香词谱笺》，四卷，清舒梦兰原辑，清谢朝徵笺， 清张荫桓校。清光绪乙酉秋仲刻成。笔者所藏。 

  张荫桓著作，除《三洲日记》、《铁画楼诗续钞》两书传本较多见外，其他皆属罕见书。以张荫桓与
湮没。我曾将张氏《戊戌日记》书稿加以标点分四次发表在《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即1987年第
1988年第2期该刊上。刊出后发现有原稿错误， 误置之字亦复不少，至于注文失误处更不用说了。现将《戊戌日
简注，希望能减少读者检索之劳。此日记在《广州师院学报》发表时，名为《张樵野戊戌日记》，是根据此
题书签。友人建议书名还是冠以张氏本名为宜，遂改为今名《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再者，张氏博雅多
书字，如早与蚤、庵与āｎ①、傅与ｃｈｕáｎ(12)、腿与(13)、饭与(14)、操与掺、值与直等字，前后互用，不
加草字头作苔等，不一而足。为便利读者，今迳统作通行繁体，可与手稿原文覆案。至于张荫桓其他遗作整理
之，张氏在晚清外交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戊戌变法运动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其本人的仕履学行，都是
行，意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教正。王贵忱于广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今下加酉下加皿  



    ②原字为木右加炎  

    ③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必  

    ④原字为罪的上半部下加思  

    ⑤原字为芬下加木  

    ⑥原字为羽下加军的繁体字  

    ⑦原字为怀的左半部右加享  

    ⑧原字为日下加融  

    ⑨原字为注的左半部右加翁  

    ⑩原字为笔的上半部下加移  

    (11)原字为龠右加禾  

    (12)原字为传的繁体字  

    (13)原字为骨右加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