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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介绍】

“锡良档案”及其史料价值

连  振  斌

一  “锡良档案”之由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锡良档案”是清末疆吏锡良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

锡良，字清弼，号梦如，巴岳特氏，镶蓝旗蒙古人。他少年老成，励志勤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
中甲戌科进士，时年32岁，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走上宦途。不久，因办理山西乡试和管解饷银入京出
色，出任孝义县知县。此后，在晋近20年，历任凤台县拦车镇抽厘委员、汾西县令、阳曲县知县、代州
直隶州知州、绛州直隶州知州、署平阳府知府等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事紧，
李秉衡奏调其到烟台襄办军务，后任沂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三年，锡良因曹州教案而被调

任山西冀宁道，复任山西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光绪二十五年四月至九月间，护理湖南

巡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间，因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京师“扰攘已极”，清廷向各省发布勤王

上谕，旋张之洞等人奏请由锡良出任湘、鄂两省勤王军统帅，北上勤王。是年八月，锡良“迎驾山西，

立授巡抚”，但因负责晋东保卫战事宜，执行抵抗的政策，引起各列强和李鸿章等主和派的不满，清

廷将其撤任。光绪二十七年二月，锡良被授以湖北巡抚一职，旋因英法不满，未能赴任。四月，调任河

东河道总督，十一月兼署河南巡抚。次年，调补河南巡抚，旋调热河都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他调闽

浙总督，未及赴任即调署四川总督。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调云贵总督任。宣统元年调补东三省总督任，宣

统三年四月卸任，一度回籍养病。九月后，调补热河都统，十二月二十六日卸任。此后，他在天津养病

长达6年，终以病卒，清廷谥号“文诚” 。 
锡良任职有年，积存有大量的奏稿、公私札牍、电报等档案资料。民国时期，其子斌循等开始逐

步整理这些文牍（斌循，字孟博，一字准如，“孝而好学”，在民国时期，“谨率父命，不入政界，亦未

尝附诸遗老，以语言鸣高尚” ），将锡良所留公文函牍已大体上整理一遍，其中锡良任知县以后的

札牍整理一次，任按察使之后的奏稿和任巡抚之后的电稿都整理了两遍。而第二次整理的电稿和札

牍，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为邓之诚所有。这应是邓之诚与斌循交往频繁的缘故，他们曾探讨清代制
度等问题 。此后，邓之诚还曾写出过《锡良与东三省》一书 。解放后，锡良的后人将第一次整理的

三类文牍和残存的原件全部赠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 。此即“锡良档案”之由来。

二  “锡良档案”的整理及其主要内容

“锡良档案”总数约有8.1万页，分为函、册、卷等不同保管形式。档案多以锡良任职省和所办事
件分类命名，有简单的著录卡片。内容涉及8个省区，包括四川57函、云贵40函、山西37函、东三省19
函、河南11函、热河7函、山东6函、湖南2函。时限为同治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其文种多为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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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任知县以来的的公私函牍，可分为电报、奏折、札牍和杂档。

1．奏折
奏折所涉时间始于锡良署理山西藩司，止于热河都统卸任，其中还包括夹片及清廷与中央各部

的复文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化动荡，奏折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

2．电报
电报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起至宣统三年 。内容有锡良的电奏稿、与北京各机关的往来电函，还

有各省督抚间互通信息和商议事件的电稿，其间亦夹杂着不少私人电信。其具体内容有：

（1）帝国主义侵华方面。内容有锡良在山西巡抚任内主持晋东防御，英俄等国在热河侵夺矿产
的活动，英法在川滇黔地区侵略，任东三省总督时与日俄争夺东三省利权等。

（2）路矿实业方面。内容有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办理川汉铁路的举措及英、法等国争夺的情形，
任云贵总督赎回滇越铁路的努力及力驳英国承揽腾越铁路的交涉，任东三省总督时与日本交涉安奉

铁路改良案，筹办锦瑷铁路案，日俄在东三省侵夺矿产活动，在河南巡抚时办理河南福公司矿务及豫

南公司矿务，英法侵略四川、云南矿产情形等。

（3）办理灾赈方面。内容有庚子年间山西灾赈情形及办理晋陕实官捐，办理河南、四川、云南、
东三省灾赈情形，在东三省鼠疫期间办理防疫措施等。

（4）官制改革方面。内容有锡良在热河进行改制，川藏在川边改革问题上分歧，任四川总督对官
制改革的意见，任东三省总督重新规划东三省官制，与中央及各督抚间讨论官制改革，与各督抚及清

廷讨论盐官制度改革等。

（5）关于筹备立宪方面。内容有云南设立宪政调查局、自治局等机构，东三省咨议局成立拟定
规章、办事细则及选举资格等方面，与各督抚讨论立宪及领衔上奏速即实行立宪，热河在辛亥前夕

宪政筹备情况，东三省人民争取立宪活动的情况等。

（6）镇压革命活动方面。内容有锡良任职湖南、四川、云贵及东三省时期镇压秘密结社，山西巡
抚任内镇压义和团及富有票活动的文电，在云贵镇压革命党人河口起义，在辛亥革命时期任热河都

统镇压当地革命活动和筹备对抗革命等。其中不乏其与地方督抚讨论时局的文件，颇能反映当时北

方政局情形。

（7）涉外事件的文件。内容有锡良山东、山西、河南、四川等地交涉处理教案，云贵总督任内镇
压河口起义期间清军越界击毙法方人员交涉，中英滇缅边界交涉，在东三省时期与日本发生之鸭绿江

伐木案交涉、朝鲜人司法权交涉、修筑鸭绿江铁桥交涉、间岛交涉等所谓悬案交涉，与俄国在东三省

划分边界交涉、哈尔滨行政权交涉等。

（8）文教方面的文件。内容有锡良办理河南大学堂、河南课吏馆，在四川、云南办理学务，创办
各类实用学堂，派遣留学生，造就洋务人才，在东三省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等。

以上两类档案中还有较多涉及职官升迁调动、民政事务、法律改革、军政变革、旗人生计、财政

金融改革等方面的文件。

3．札牍
札牍包括函札与公牍。这部分内容自锡良任山西知县时始，至清亡止。其中函札的内容涵盖了

祝寿、请托、贺年、具体事件的禀报、督抚到任、朋僚往来等。而公牍则多为政府的公事，包括编制团

练、查探灾情、兴修水利、禁烟等，多为地方事务。还有锡良任知县以来完整的任职经历，反映曹州教

案详情的禀牍等。

4．杂档。如锡良的日记，即《锡良手稿》 ，该日记自光绪二十四年锡良署理山西藩司始，至宣统
帝退位止，这对了解锡良的交游、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态度及家庭生活情况颇有助益，尤其是锡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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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清末人物的评论，颇有价值。又如韩国钧于光绪二十七年前后编辑的《中国历届游学生表》，对

研究晚清留学生人数及留学生教育颇具价值 。这些杂档有较多重复的文件，但这并不影响其整体

的价值。

以上四类文件中，奏折部分多已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锡良遗稿·奏稿》 中

出版。其中有一些重要折件，如《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件》中的《奏为时局危急密

陈管见折》，对满洲亲贵留洋和中央集权等事多所创见  。又如锡良任山西巡抚时密陈抵御八国联军

西侵及议和中割地与利权之辨的折件，及锡良奏保蔡元培、蒋方震、蒋尊簋、熊范舆、胡嗣瑗等人的

折件，亦颇具史料价值  。 

其电报电稿已有部分整理发表于《近代史资料》，主要是锡良在光绪三十四年与清军机处、外务

部关于河口起义的往来电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辑《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一书将锡良与清

军机处及外务部的往来电文影印出版，台湾地区所出版的《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中日韩

关系史料》、《矿务档》等书亦有锡良的电文奏议，但还不足以涵盖“锡良档案”中的电报稿，因为前

者中的电文多为锡良与清廷中央公事往来的电报电稿，并没有涵括锡良与其他督抚之间及与军机处

的部分电报电稿，甚至这部分电报电稿只能在“锡良档案”查到  。因此，这部分电报电稿有着不可

替代的研究价值。

三  “锡良档案”的价值

“锡良档案”保存不失为完整，能澄清还原某些史实，如宣统二年督抚请求速开国会运动，锡

良是该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往来电》 中对此事件存有较为完整的

资料，可以弥补此前出版史料的不足。在《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往来电》、《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

京师来电》、《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吉林来电》等档案中，保留了许多锡良与清廷、外省督抚及东三

省各级官吏的往来通信，对厘清东三省鼠疫发生始末及清政府应对举措具有重要的价值。又如宣统

年间各省督抚曾联衔电奏反对盐政案，报章亦多有刊载，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赵尔巽档

案”中，笔者未能查阅到这些督抚较为翔实的文电。而在“锡良档案“中，除第一次领衔者为陈夔龙

等人，锡良未有完整的电稿，但接下来的三次与清廷、度支部及产盐省份督抚的来往电文都有完整的

保存  。又如德国借曹州教案侵占胶州湾，虽然事实已十分清楚，但在具体细节上仍会存在着一些问

题，“锡良档案”保存有锡良任兖沂曹济道时期关于曹州教案的函电稿，诸如《锡良任山东兖沂道时

往来函电》、《锡良任山东兖沂道时存札》、《锡良存山东曹州教案文件》、《锡良任山东兖沂曹济道时

文件》等，对于厘清曹州教案发生始末及其与曹州社会的关系均有裨益。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锡良档案”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 

1．就个人而言，较完整地记录了锡良的政治活动。“锡良档案”不仅详细地记录了锡良的从政经
历，也保存了锡良所制定各项政策举措，从政策的提出、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展现锡良个人的政

治成绩。而作为一个镶蓝旗蒙古人，锡良的成长经历代表了部分从政旗人的心路历程，“锡良档案”

无疑为清末八旗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实证性的内容，有益于推进八旗研究的深入进行。

2．就群体而言，“锡良档案”并非锡良个人材料的记载，其中还包含了同时代的其他人物的书
信、电报等内容，可以说是以锡良为中心的一个群体的记录。在“锡良档案”中存有较多与当时督抚

的往来电文、函稿，而这些人很多资料已丢失或毁坏。通过它，这些久已尘封人物的思想必然能跃然

展现于人们的面前，从而丰富和扩展人们对清末历史的认识。

3．就时代而言，“锡良档案”涉及时限是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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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真实记录。它不仅可以展现出锡良所任职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习俗，亦能展现整

个晚清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迁。

总之，“锡良档案”时间跨度近40年，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它的研究将会
推动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等各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亦会加深对清末满蒙群体的了解和

认识。清史工程将“锡良档案”纳入整理出版项目，亦足见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

注释：

参见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4 49，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31—12535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
遗稿·奏稿》说明，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杜春和：《锡良》，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第七卷下编，辽宁人民
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53页。
沃丘仲予：《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54—55页。
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二），《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8期，第80页。
邓之诚：《锡良与东三省》，见ht t p: //auc t ion .a r t xu n .com /pa i ma i—14—69928.sht m l。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奏稿》说明，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手稿》，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初六、二十日等，档号为甲374—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任山东兖沂道时往来函电》，档号为甲374—1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手稿》，档号为甲374—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任湖南布政使及山西河南巡抚时文件》，档号为甲374—19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奏稿》（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存奏稿电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件》，档号

为甲374—196。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存防疫用款等杂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

件》，档号为甲374—196。
据笔者所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锡良文电多已收录于《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一书中。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现正在进行清史项目及档案数字化的工作，笔者未能参阅锡良相关原档，也就未能知晓其底蕴，但可以推测，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所藏锡良档案应不会超过“锡良档案”之集中与丰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档号为甲374—17。
如笔者参照了《国风报》第一年第廿六号所刊登相关文电，以《盛京督帅锡来电，八月二十四日》为例，发现其中错误不胜

枚举，姑举二例言之。在庞文第二句：“窃谓宪政九年之预备，十一部同时之进行，中国无此财力，半途而废已可预推，非

有重要简单入手之办法，财尽民散，必在其中。”《国闻报》则为“窃谓宪政九年之预定，十一部同时之进行，中国无此财

力，半途而废已可预决，非有重要简单入手之办法，则财尽民散，必在其中。”按之文义，后者显然更佳。该电最后一句，

庞文为“仲帅谓朝廷不易反汗之名、稳收变通之益者，诚为名通之论”。《国闻报》则为“仲帅谓朝廷不易反汗之名，隐收

变通之益，洵为名通之论”。观上下文义及督抚用词隐约之习惯，笔者以为仍以后者为佳。无论如何，该文需要再细加审

视，是不易之事实。参见钱永贤等整理：《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近代史资料》（总5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作者连振斌  南昌航空大学海军学院讲师  邮编330063）
                                                    （责任编辑  哈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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