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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晚清涉外人物系列!

天国遗恨：
洪仁玕和《资政新篇》

在 太 平 天 国 的 历

史、甚至整个晚 清 的

历史上，洪仁玕 都 是

一个太值得说道 的 人

物。可以说，他是鸦片

战争后中国第一 位 提

出变法维新思想 的 改

革家。

逃亡香港，开辟出

另一个天地

创 教 、 传 教 和 砸

坏孔子牌位，是 洪 仁

玕早期与族兄洪 秀 全

表 示 与 旧 世 界 决 裂 、

创造新世界的革 命 举

措。洪仁玕自幼 在 家

乡念书，也想通 过 仕

途 而 治 国 平 天 下 ，但

命 运 给 洪 家 的 人 开 了 个 严 重 的 玩

笑，他 和 洪 秀 全 一 样 ，屡 次 赴 考 不

第。年轻的洪仁玕便一边自修，一

边开馆授徒。道光二十三年 !"#$%
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这

才 想 起 已 经 束 之 高 阁 的 基 督 教 清

教手册《劝 世 良 言 》，受 其 启 发 ，便

在 家 乡 创 立 拜 上 帝 教 ，’" 岁 的 洪

仁玕以及和他同年的冯云山，一同

接 受 了 洪 秀 全 自 创 的 在 家 乡 小 河

边举行的受洗典礼。

秉 承 洪 秀 全 传 教 于 族 人 的 宗

旨 ， 洪 仁 玕 忠 实 地 向 亲 朋 好 友 传

递 福 音 。 其 结 果 可 想 而 知 ： 他 被

人斥之为“疯狂愚蠢”，并被哥哥

撕 扯 殴 打 、 逐 出 家 门 。 后 来 他 干

脆 砸 毁 了 孔 子 牌 位 ， 连 教 书 先 生

也不做了。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二 月 !"#$( 年

% 月&，洪仁玕与洪秀全来到广州，

寻 求 取 得 传 教 “合 法 身 份 ” （因

为 他 们 毕 竟 是 自 己 受 洗 的 ） 的 可

能 性 。 他 们 在 美 籍 传 教 士 罗 孝 全

处 “研 究 真 道 ”， 没 有 任 何 收 获 。

究 其 原 因 ， 一 是 洪 秀 全 的 造 神 异

梦令罗孝全反感，二是洪秀全可能

向罗孝全做了不合时宜的宣传，暴

露 了 自 己 造 反 要 做 天 下 万 国 真 主

的野心。罗孝全说，他“不是要我来

传 布 耶 稣 基 督 的 福 音 ⋯⋯ 而 是 要

当洪秀全解决了王爷们的内讧后，他的心思更多放在

删改圣经和处理内宫的事务上。天国的事业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洪仁玕的到来，仿佛春风吹过天国的田野一般⋯⋯

李扬帆 香港，成 为 把 洪 仁 玕 从 一 个 流 亡 的

农民起义领袖转变为一个面 向 世 界 的 维

新变法者的圣地。图为从九 龙 方 向 眺 望

的香港风景（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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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做 官 ，传 布 他 的 教 义 ，并 且 叫

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

!"#! 年 ! 月 ， 太 平 军 起 义 于

金田时，洪仁玕没能到达。洪秀全

曾两次派人到花县迎接洪仁玕。洪

仁玕立 即 响 应 ，亲 自 率 领“五 十 多

人，或为洪、冯族人，或 为 友 人 ，一

同西上 ，迨 抵 浔 州 时 ，乃 闻 悉 太 平

军已弃营他去 $%%%%%% 不得已乃中途

折回”。接着，洪仁玕和前来迎接的

人 发 动 起 义 失 败 ， 洪 仁 玕 也 被 擒

获，按律将治死罪。但据说他当晚

脱索而逃。

咸丰二年三月 &!"#’ 年 ( 月)，
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

韩山文处，并正式受洗入教。他口

述起义 的 情 况 ，由 韩 山 文 写 成《洪

秀全来历》一文。此间洪仁玕还是

想寻找太平军，曾经离港回广东，

未几又再度回港。

洪 仁 玕 再 次 来 到 香 港 ， 鉴 于

韩 山 文 业 已 去 世 ， 他 便 受 聘 于 伦

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

并 开 始 学 习 西 方 文 化 ， 得 到 英 国

传 教 士 理 雅 各 的 器 重 ， 后 者 曾 经

翻 译 过 大 量 的 中 国 传 统 文 献 ， 并

成 为 洪 仁 玕 后 期 在 港 的 主 要 庇 护

人 ， 也 是 对 洪 仁 玕 影 响 最 大 的 一

名传教士。

香港，成为把洪仁玕从一个流

亡 的 农 民 起 义 领 袖 转 变 为 一 个 面

向世界的维新变法者的圣地。洪仁

玕在香港居住四年多，亲眼目睹香

港社会状况，接受了朝气蓬勃的西

方文化。

学者们认为，洪仁玕学习西方

文化，主 要 有 两 个 途 径 ：一 是 广 泛

接 触 学 问 颇 深 的 外 国 传 教 士 。 在

《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曾罗列与他

交游的外国传教士共计 ’’ 人。理

雅各和韩山文分列首末位。二是博

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包括当

时香港和南洋出版的许多报刊，这

些 都 帮 助 洪 仁 玕 了 解 到 不 少 西 方

国家各方面的情况。

横空出世的干王

强 烈 的 革 命 激 情 促 使 洪 仁 玕

辗 转 回 到 了 风 雨 飘 摇 但 又 热 火 朝

天的天国都城天京。但此时，洪仁

玕 的 治 国 思 想 已 经 和 洪 秀 全 他 们

具 有 天 壤 之 别 。 在 洪 仁 玕 到 来 之

前，太平天国的统治是典型的传统

帝王式统治。

以法治而言，太平天国除了设

计出一种乌托邦以外，在法治上并

无任何先进之处。它以一种军事机

器的形式存在，谈不上实现天国的

理想，连最基本的《天朝田亩制度》

也没有实现。更多的，它采取一种

极其严苛的法令进行统治。天国军

民不 分 ，全 民 皆 兵 ，入 教 者 都 成 了

“圣兵”。天朝的最高法律是天条。

所 谓 “天 朝 政 例 皆 从 上 帝 十 款 天

条，礼制总依斩邪留正之律”。模仿

摩西十戒的十款天条称“第一天条

崇 拜 皇 上 帝 ； 第 二 天 条 不 好 拜 邪

神 ； 第 三 天 条 不 好 妄 题 皇 上 帝 之

名；第 五 天 条 孝 顺 父 母 ；第 六 天 条

不 好 杀 人 害 人 ； 第 七 天 条 不 好 奸

邪淫乱；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

第 九 天 条 不 好 讲 谎 话 ； 第 十 天 条

不好起贪心”。凡是犯天条者，皆

处以极刑。

太平天国的刑罚有杖刑、枷刑

和极刑三种。极刑有点天灯、五马

分尸、剥皮、桩沙等。“点天灯”这种

刑罚极为残忍：将犯人用棉絮裹起

来，放 在 油 里 浸 一 下 ，然 后 倒 悬 绑

在 一 根 大 木 头 上 ， 点 上 火 。 这 种

刑多 限 用 于 广 西 来 的 “老 兄 弟 ”。

桩沙、剥皮两刑是到天京将陷时，

为 惩 治 叛 徒 通 敌 做 内 应 所 增 加 的

极刑。

太平天国表面上宣称“男女皆

兄弟 姐 妹 ”的 绝 对 平 均 主 义 ，实 际

上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比如，封王制度就是其治国的

主要手段之一。 !"#* 年天京内讧

后洪秀全曾宣布永不封王，但是不

久，这个封王制度更加混乱。后来，

王封多了，竟然出现重复封王号的

现象。太平天国一共封了 ’+,, 多

个王，当是古今中外第一了。封王

的失控，必然导致制度性混乱，导

致腐败，导致失败。

洪仁玕到达天京，为这种落后

的统治方式担忧。此时正是太平天

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

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倒也

是力图振兴，他不仅自任军师，还

选拔陈玉成、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

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

但是，人心涣散的局面并没有

得到彻底改善。太平天国极需重振

朝纲。洪仁玕的到来 $洪秀全更是

“格外欢 喜 ”：不 到 一 月 ，洪 仁 玕 就

被封 为 干 天 福 ；几 天 后 ，又 升 为 干

天义 ，加 九 门 主 将 衔 ；接 着 又 封 为

“ 开 朝 精 忠 军 师 ， 顶 天 扶 朝 纲 干

王”。洪仁玕实际成为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总理”。

横空出世的洪仁玕，面对朝中

图 为 太 平 天 国 拜 上

帝会做礼拜的情形。

世界知识 !""# 年第 "$ 期

泛读地带

#!



!""# 年第 "$ 期 世界知识

大臣不服之色，一方面，他一 再 声

明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报

效天国。另一方面，洪秀全也全力

推他，集合不服的诸将，令洪 仁 玕

登台受印，并下令“京内不决之事，

问于干王”。而洪仁玕在受命之时，

也表现出对东 王 杨 秀 清 当 年 主 政

时的各项制度 的 熟 悉 和 合 理 处 理

案件的能力。同时，在最短的时间

内，洪仁玕通过他颁布的《资 政 新

篇》以及《立法制 谕》、《钦定军次

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确立

了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全面主张。

天国遗恨：《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这部充满西方化

改革精神的治国方略，仅仅一万一

千字，完全出 自 洪 仁 玕 一 人 之 努

力。全文共分四篇。“用人察失类”，

是主张团结奋斗的行政纲领。“风

风类”，是移风易俗，改变传统中国

不思进取、庸庸碌碌生活方式的主

张；“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其事

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 养

大典，则以立法以为准焉”。在拜上

帝教中，人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

人心得到了扶正，再辅之以纲常法

纪，以为人人遵循之准则。“刑刑

类”，即惩治顽民，严肃法制。洪仁

玕还是尽量按《圣经》的原则 来 设

立刑法。他不仅要求“善待轻犯”，

而且对所有犯 人 都 必 须 严 格 按 照

“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

妄生别议”。

“用人察失类”并非完全

投洪秀 全 所 好 。 尽 管 洪 仁 玕

受命于 天 京 事 变 后 ， 洪 仁 玕

深知洪 秀 全 还 没 有 完 全 从 中

摆脱出 来 ， 所 以 就 首 先 大 谈

“禁朋党之弊”和用人 之 道 。

实际上 ， 团 结 问 题 确 是 天 国

潜在的 巨 大 危 险 。 洪 仁 玕 语

重心长地提出：“倘中 邦 人 不

自爱惜，自暴自弃，则 鹬 蚌 相

持，转为渔人之利，那 时 始 悟

兄弟不 和 外 人 欺 ， 国 人 不 和

外邦欺，悔之晚矣 !”
其后三篇，乃是洪仁玕治

国思想 的 精 华 。 针 对 太 平 天

国的现 状 ， 洪 仁 玕 参 照 西 方

治国之策，意在否定《天 朝 田

亩制度 》 冀 图 在 落 后 的 自 然

经济基 础 上 消 灭 私 有 财 产 和

贫富差 别 的 空 想 ， 把 发 展 经

济的立 足 点 转 移 到 支 持 和 依

靠私人 资 本 主 义 上 来 。 洪 仁

玕如此说道：“与番人并雄之法，如

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

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

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 可 永

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

降低成本，提 高 效 率 的 资 本 主 义

经济思路，使 他 成 为 鸦 片 战 争 后

第一位明确提 出 变 法 维 新 思 想 的

改革家。

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

自耶鲁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目睹

中国积弱，曾寄希望于太平军，他

于 "#$% 年 "" 月 抵 达 动 荡 中 的 天

京，会晤了洪仁玕。

容 闳 曾 经 为 补 充 洪 仁 玕 的 主

张，提出包括建立良好的军队、建

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

度量衡标准、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

七点建议，洪仁玕深以为然。谈到

对洪仁玕的印象，容闳说：“干王居

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 悉 外

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 高 一

筹。凡欧洲各 大 强 国 所 以 富 强 之

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可惜容闳

不能得到洪秀全的重用，最终他投

奔了李鸿章。

洪 秀 全 基 本 上 是 支 持 洪 仁 玕

的《资政新篇》的。他在条陈上面写

了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 余

均写上“是”或“此策是也”。

"#$" 年 & 月，曾国藩的重要

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 新

印本后，在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

“ 其 中 所 言 ， 颇 有 见 识 ’’’’’’ 法 法

类，皆是效法 西 人 所 为 ， 其 钦 折

外洋，殆为心 悦 诚 服 ， 而 于 夷 情

最谙练；⋯⋯观 此 一 书 ，则 贼 中 不

为无人。”

但是，太平天国和满清朝廷斗

争的复杂性，使得洪仁玕的理想成

为一纸空文。"#$& 年 $ 月 " 日，嫔

妃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眼看着在她

们当中生活的 惟 一 的 男 人 洪 秀 全

在金龙城（天王府内城）中死去。这

位定都后即没有正式出宫（除了迎

接杨秀清托 “天 父 下 凡 ” 被 迫 出

宫 ）、"" 年 仅 发 诏 () 篇 的 天 王 到

底是死于长期吃甜露（野草），还是

吞金自杀，已经无关紧要了。&% 多

天后，曾国荃 的 湘 军 攻 陷 天 京 全

城，天王的遗体被挖出焚烧。天兵

终于没有下凡保佑他。

洪仁玕等则突围而出，转战皖

浙边界，* 月底入江西，不久战败

被俘。"" 月，洪仁玕、幼天王洪天

贵福被杀于南昌。由此，《资 政 新

篇》成为天国之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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