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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强国，从建兵工厂开始

袁世凯到任山东之时，洋
务运动已进行了30多年。这
时，距离洋务重臣丁宝桢在济
南北郊开设山东机器局，也已
经24年了。

1865 年到 1876 年间，主
政山东十余年的丁宝桢是晚
清最为著名的山东巡抚之一。

23 岁中举人，33 岁入进
士，丁宝桢的出名，不仅在于敢
做出斩杀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
海这样震惊朝野的事，作为中
国传统的士大夫，他与同朝为
官的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把办

洋务作为中国自救之法。
“中国知用洋枪而不能自

造洋枪，非受制于洋人，即受骗
于洋行，非计之得也。”丁宝桢
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这样阐
述创办兵工厂的刻不容缓。

丁宝桢恰是在同李鸿章
剿杀山东捻军的行动中，感受
到洋枪洋炮摧坚破敌的威力，
而心有戚戚焉。

与同期创办的福州船政
局和金陵制造局不同，当占地
300亩、时耗白银18 . 68万两的
山东机器局在1877年正式投

产，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中国
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
力量建成的近代兵工厂，其厂
房的建造、机器的购置安装以
及枪炮的制造等，都是在消化
西方技术后自己创造的。

这个“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策略，代表了那个时代中
国士大夫对时代激变的认
识。作为继任者，袁世凯成为
丁宝桢洋务实践的受惠者。
山东机器局这座兵工厂，为
袁世凯的新军源源不断地补
给枪支弹药。

袁世凯：兴办大学堂，人才乃立国之本

丁宝桢与曾国藩、李鸿章
一样，将复兴大清帝国的希望
寄托在办洋务上。然而，甲午
海战惨败，倾国之力建成的北
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

持续30年的洋务运动宣
告失败，后来者袁世凯等人又
将作何观、寻找何种出路？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
都堪称当朝的第一权臣，同时
也是一脉师承。在《晚清三部
曲》作者赵焰看来，他们之间
的传承，就像是一个人活到一
百五十岁，“在他们三代人身
上，可以说集中了晚清的变
化。而他们所做的事，就像是
一个人三辈子所做的事。”

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山东
大学110周年校庆正在举行。
110年之前，正是居于珍珠泉大
院的袁世凯，为它奠定根基。
“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

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
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
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
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
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1901
年 9月，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
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创办了
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
堂之后，地方各省最早兴办的
官立大学堂，首批招收学生 300
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

20多门课程。这座官办大学堂
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
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后来，袁世凯经常与子女
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小就
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
办山东大学堂这样不经意的
“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
意的事情”。

袁世凯在山东任上只有
短短两年，他办新学、制定一
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稳定政
局，呈现的只是一个“历史的
侧面”。等到他复辟帝制时，改
革的动力终于止步于私欲面
前，让他来领导一个社会的转
型，显然不可能。

周馥：亲眼看看，德国人如何治青岛

1902年12月，袁世凯的继
任者周馥向德国殖民者提出
了访问胶州租借地的要求。周
是第一位提出这种要求的清
廷高官，这令胶州总督特鲁泊
深感意外。

周馥延续了袁世凯在山
东的新政。当然，他也知道这
位前任在与德国人纠缠时的
种种麻烦，但他不能容忍对几
百公里之外一个迅速发展的
德国占领区保持长久的无知，
前往青岛的目的，就是想“亲

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
而自1898年德国强占胶

州湾后，德国人力图要把青岛
这个两万人的渔村打造为“模
范殖民地”。他们从德国请来
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
设计师，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
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对青岛
进行城市规划。

周馥究竟在这块“样板殖
民地”上感受到什么，我们不
得而知。后来山东自开商埠的
事实说明，周馥的访问动机，

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强
大山东经济的方法上。1904
年，周馥和已任直隶总督的袁
世凯连衔上奏，将济南、潍县、
周村三处开商埠，从而开启了
济南乃至整个山东自主探索
近代化的序幕。

而这一年，德国人修建的
青岛通往济南的胶济铁路通
车。这个“钢铁怪物”，无论是被
民众强烈反抗，还是让人“眼界
大开”，总之，汽笛长鸣之处，铁
路沿途诸多市镇“再无宁日”。

孙宝琦：改朝换代，不过换一招牌

1911年10月10日，当枪声
从武昌传来时，肃静威严的珍
珠泉大院喧嚣起来。

这时候，住在珍珠泉大院
里的山东巡抚，早已换成了孙
宝琦。

11 月 13 日，山东联合会
大院里各界人士近万人召开
“山东独立大会”。自言“吾为
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
耳”的孙宝琦，见大势既定，终
宣告山东独立并出任都督。

山东独立后两天，孙宝琦

的亲家袁世凯入京组阁，当上
了总理大臣。上台伊始，袁世
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
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

孙宝琦身为都督，但仍循
旧例在珍珠泉巡抚院署召开
司道会议。寄公函仍袭用“宣
统三年”的年号。11月17日，他
发电给青岛税务司时，索性宣
称：山东独立“譬之开店，换一
招牌而已”。

同样是他，会一口流利的
英语、法语；当过驻法公使、十

年前“义释”孙中山；清朝大臣
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
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向德
国收回部分铁路路权。这样一
个人，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
上，左右摇摆，力保平安。

11 月 24 日，在孙宝琦
暗中运作下，山东独立宣告
取消。

但此时的他，已被各方势
力视为“骑墙派”，两头不讨
好。经此大变，孙宝琦心力交
瘁，赫然白头，遂告病辞职。

济南泉城路，珍珠泉大院，曾经的巡抚衙门。
时光回溯百年，这里曾是晚清山东的政治心脏，丁宝桢、袁世凯、周馥、孙宝

琦……一代又一代巡抚，来了，去了，置身于那场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变
局”中，手握重权的他们，如何辨识时势，又怀何等胸襟，他们对于晚清七十年山东
的影响，又有几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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