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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礼部尚书李端棻谪后思想状况探析
梁 瑞 邹宝萍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贵阳 550018）

【摘 要】 清末礼部尚书李端棻因支持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在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被流放新疆，途中遇赦，于
1901年被谴谪回故乡。李端棻在被谪遣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他仍有一定的忠君思
想；另一方面，他开始审视封建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对君主制有了怀疑的思想。谪回故里后，他宣扬平
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积极开办学堂，践行自己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构想，推行新文化的传播，
对贵州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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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冷暖，闲中岁月是羲皇。近来渐少还家梦，识破迷途

是故乡。”他虽然把流放当做一种远离宦途的解脱，但思

念故乡、渴望回归故里的心理跃然纸上。

1.2 赦回故乡
1901年，李端棻遇赦，他拖着年老久病的身躯回到

故里贵州。当时的贵州交通闭塞，其教育程度更是远不

及其他地区。贵州学堂传授课程仍是孔孟程朱理学，新

学课程开设得很少，西方思想课程开设就更少了。回归

故里的李端棻在故乡继续倡导新学。1902年，李端棻受
经世学堂邀请，开始了贵州的新式教育实践活动。在讲

授的课程中，李端棻主要宣传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

说，同时宣扬自然科学知识和治国理论。而这样的新式

教育使得思想闭塞的学子视野大开，开创了当时贵州学

术文化的新风气。

2  李端棻谪后思想变化状况

2.1 流放途中有着畏惧、入仕与隐退交织纠结的
矛盾思想
1898年 9月 21日，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

超逃往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李端棻受牵连主动

上书请罪，最后被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判流放新疆。

十二月，他在贬谪途中写道：“臣罪原当诛，扪心岂容

避。所赖圣恩宽，祖宗余荫庇。……苦事与愿违，异方

久羁滞。神明日以衰，精力日以悴。”对前途的迷茫及

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使得李端棻对谪放新疆有一种

畏惧感。但在内心里，李端棻始终认为维新变法是正义

大业，对“戊戌六君子”遇害充满了同情与悲伤，对自

己的前途充满了担忧，他在诗中写道：“怕听中秋月有

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子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

城。”称“六君子”为“忠贞之士”，充分表明了他的政

治立场。

面对江河日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李端棻在途中

也产生了救世与归隐相交织的矛盾心理。他在《久病转

剧书此自嘲兼自慰》一诗中写到：“腐败文章羞裘旧，浇

灕世俗怕趋新。耐烦才是真消遣，苦恼须知有夙因。最

忌众中露芒角，要从衰后见精神。恶魔从此来觑，正气

团成不老身。”显然，他在反思自己的同时，也在担忧国

家的未来，仍想要驱除恶魔，有所作为。梁启超逃往日

李端棻，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贵州省贵筑
县（今贵阳市），同治元年（1862年）乡试中举，次年会
试中进士，先后供职翰林院、任职云南学政、主考广东

乡试等。1896年，李端棻上书，请求当时清政府设立京
师大学堂，1897年，康有为向光绪帝呈奏《上清帝第五
书》，清廷大臣无人敢代为传递，李端棻挺身而出代为上

奏折，明确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之后，李端棻受到

充军新疆的惩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遇
赦，被允许归回故里贵州。谪归故里之后，李端棻一方

面在经世学堂任主讲，另一方面积极活动宣传变法革新

的思想。1907年，李端棻去世，葬于贵筑县永乐乡（今
贵阳市乌当区）。相对守旧官僚，李端棻思想开放激进，

尤其是受到贬谪惩罚后，他的民主思想倾向日益显著。

1  李端棻生平及受谪过程

1.1 革职流放新疆及中道滞留甘州
百日维新失败后，李端棻作为变法支持者，受到顽

固派的反攻。为求自保，李端棻上书请罪。1898年 10
月，清廷下旨：“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

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

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

书李端棻，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以示儆惩”。流刑是《大清律》“五刑”之一，仅次于死

刑。当时，李端棻已年过花甲，流放距离遥远，流放途

中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李端棻对清廷只判处他流刑仍怀

感恩之心，即“臣罪原当诛，扪心岂容避。所赖圣恩

宽，祖宗余荫庇”。他还把艰险困苦的谪宦之途，看成是

到天山欣赏雪景的休闲之旅。谪途的美丽风光暂时让李

端棻忘记了失意的孤独感。他尽量调整心态，让心态平

和，把奔波劳累的谪途当做一次悠闲自在的旅行。他在

诗中写道：“传说边城极阻艰，轻裘忽近玉门关。远行经

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闲。”他行走至甘肃甘州（今甘

肃张掖市）时病倒了，因而不得不滞留此地。作为阶下

囚，李端棻在甘州养病仍然要受到当时地方官的“管理

制束”。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甘州遇到了故人沃丘仲子，

受其礼遇和资助，让他对谪遣之行保持着达观心态。他

在《甘州病余自遣》中说：“西望轮台万里长，休将白首

戍遐荒。此日转觉逍遥甚，自问何曾险阻尝。老志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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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后，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强调“新民为今日中

国急务”，倡导独立、自由等先进思想，这让李端棻感

到十分振奋。他把国内的专制现状以及个人的处境结合

起来，却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力挽狂澜了，即“彼时贱归

来，合家欢无暨。非能学二疏，知足避荣位。但愿学温

公，徒步归洛市。”一种归隐思想油然而生。这种入仕救

国但又避祸出仕的思想在《戊戌二月朔日寄九弟秦州》

中体现得较为充分：“我本伤心人，迭遭伤心事。垂老遭

愈奇，一遭成往事。……我命犯孤鸾，一家仅三四。致

彼啼饥寒，飘零绝域地。昂昂七尺躯，俯仰真怍愧。”显

然，李端棻伤心的，表面上是儿女私情、家庭琐事，但

实际上是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一种担忧。

1899年秋，李端棻因病而停驻在甘州，住在陇县考
试院。不久，李端棻故人费行简（沃丘仲子）来此地任

县令，他在经济上给予李端棻很多帮助，李端棻在离别

时赠送给他一把团扇，并在扇子上题诗表达感谢之情：

“识别虽晚得因亲，慰我飘蓬泛梗身。两次天恩容病假，

一年地主倍情真。”滞留甘州给了李端棻反思宦途的时

间。他在《感怀》中写道：“无谓功名弃亦难，无多岁月

忍抛残。”表达了不甘心抛弃功名的复杂心情。他在《寓

甘州示诸弟》中说：“远行经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

闲。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在他内心深

处仍有朝廷能够降雨露的期待。但《在甘州病余自遣》

中，李端棻却表达了归隐思想，他写道：“西望轮台万里

长，休将白首戍遐荒。此日转觉逍遥甚，自问何曾险阻

尝。老去心情无冷暖，闲中岁月是羲皇。近来渐少还家

梦，识破迷途即故乡。”这反映了李端棻在谪途之中的思

想很矛盾，一方面“功名难弃”，另一方面“识破迷途是

故乡”，“入仕与出世”的思想一直做斗争。

2.2 谪归故里后产生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思想
1901年，年过六十五岁的李端棻遇赦回到了故乡贵

筑县。不久，他受聘于经世学堂。初期，维新思想仍是

李端棻坚持的政治思想。他在《学术思想》一诗中写道：

“早知素习尽虚空，志积维新日有功。目的胡为犹惝恍，

心思毋乃欠昭融。素王学术无今古，黄种灵明胜白棕。

宗旨看真须取法，何妨时势造英雄。”实际上，李端棻

认为自己对维新运动是有功劳的，开展教育改革会使中

国人的学术赶上并超过白种人，是强国的重要路径。李

端棻曾编撰了一本《普通学说》的小册子。该书一共 13
页，列出了六十五种图书作为教材书目，其中包括了中

国史、世界史、中国的地理等史地类，同时还包括了算

数、几何、理化、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向相对

闭塞的家乡学校宣传西学。李端棻还把梁启超《新民丛

报》中载有卢梭、培根传记的部分让学生传阅抄写。教

学之余，他将学生召集到私宅（王家巷）中讲孟德斯鸠

的“三权分立”、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进一步介绍西方民

主思想。

在讲授西方知识和宣传西学思想的过程中，李端棻

君主立宪思想主张逐渐向民主思想发展。李端棻曾诗云：

“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

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

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李端棻反对一人专

制、提倡群谋平权的思想，比之前对君主仍抱有幻想的

立宪思想有很大的进步。

实际上，李端棻在故里教书的同时，对国家前途也

非常关注。1903年，他听说有学生在北京拒俄请愿中遇
害，写了《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表达愤怒之情：“黑气

浸浸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

翻能贾祸机。称萝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党人

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在对清政府失望的同

时，他的民主思想意识越来越强烈，大声疾呼“君不堪

尊民不卑”，希望国民不要“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

互相推”。他强烈抨击旧学者尊荣安富、“甘为奴隶马牛

身”，叮嘱表弟何季纲“欲救国贫先自救，萌芽商学要精

研”。这些观点表明，李端棻已经认识到旧官僚制度的奴

隶本质和专制制度的腐朽，人民和个人才是国家未来的

希望，他民主和自由思想基本上得到确立。

在遣谪途中，李端棻经历了幻想回归朝廷、归隐、

坚持维新、反思君主、主张民主的思想变化，真实反映

了在激荡变幻的清朝末年，一个士大夫如何从旧制度的

维护者转型为一个新的民主思想追随者的变化过程，具

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3  结语

李端棻谪后思想的闪光点在于他敢于从一个封建的

卫道士，转变为反对清末专制政治封建王权的斗士。被

贬谪新疆，病于甘州时，对入仕仍抱有一丝希望，同时

又产生归隐的思想。回归故乡后，李端棻对贵州教育进

行了改革，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发展为倡导反对君主制，

建立民主国的进步思想。这一思想更是对贵州教育文化

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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