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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生平与事迹新论 

——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为中心 

戴东阳 

【摘 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不仅可补汤氏籍贯、科举经历、青阳知县

任、到皖查荒清赋、暂襄浙抚幕、光绪皇帝下诏引见、拒署两淮盐运使、总理浙江省铁路、辞谢云南按察使等各大

时期生平与事迹之遗缺，众多封疆大吏的保举，更充分体现清廷高层对汤氏的肯定，可为理解辛亥鼎革时期出现独

特的“汤寿潜现象”提供珍贵素材。 

【关键词】：汤寿潜 生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保举 

汤寿潜(1856-1917)是清末民初江浙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前夕他就撰述维新思想名著《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

言》早四年，两者与邵作舟的《邵氏危言》一起并称“三危言”。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期，汤寿潜首倡“东南互保”。晚年他总

理浙江省铁路，以成功领导江浙保路运动见贤于世。他是清末江浙立宪派代表人物，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后又被各方公举，出任浙

江省首任都督。国人往往将他与晚清另一位东南名人张謇并称“张汤”,但长期以来学界见张不见汤，关于汤寿潜的研究远不及

张謇繁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界思想解放，汤寿潜与秋瑾案得到正名，
1
相关档案史料陆续整理、出版，汤寿潜研究渐呈

方兴未艾之势。每逢辛亥革命十周年大型纪念季，学界更给予关注，2今年值辛亥革命 110周年，也不例外。 

汤寿潜研究的推进有赖新史料的不断开发与利用。目前，有关汤寿潜史料以上世纪 90年代汤氏后裔捐赠档案为代表，已有

一定数量，但内中关涉汤寿潜生平与事迹的不多。主要有汤氏生前挚友张謇撰写的《汤蛰仙先生家传》、汤氏长婿马一浮撰写的

《汤蛰先先生纪念碑文》和汤氏进士同年、同乡蔡元培为汤父撰写的《汤沛恩传》,以张謇所撰家传较系统、完整，引用最广。

常为人道的“张汤”之称，“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之赞，“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之总结，均源于这篇家传。 

近来，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得汤寿潜档案 20件。作者为汤寿潜本人的两件，清廷中央及地方大员为汤寿潜所上题

本、奏本 18件。时间自光绪二十年(1894)底至宣统二年(1910)底，涵盖汤寿潜自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散馆签掣安徽青阳县知县任，

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至晚清最后各大时期方方面面的内容，跨越时间长，涉及内容多。逐条排比发现，作者为清廷大员的 18

件，现知档案中均无。作者为汤寿潜的两件汤氏后裔捐赠档中有底稿，但底稿均为残稿，一档保存完好。清廷大员的奏折多反映

清廷高层对汤寿潜的评价，不仅可补汤寿潜生平与事迹之遗缺，还可为理解辛亥鼎革时期以革命党为首的各派政治力量诚邀汤

寿潜出任浙江省首任都督，出现所谓“汤寿潜现象”,提供不可多得的素材。可能查阅不便之故，目前这批档案尚不及充分利用。

笔者不揣谫陋，试以这批档案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以戊戌时期为界，分时期揭示汤寿潜尚不为人知的生平与事迹，期为

汤寿潜研究提供新线索。3 

一、早年生平事迹 

一档藏汤寿潜档案所涉及汤寿潜早期生平与事迹，主要包括籍贯、科举经历、进士及第前履历、安徽青阳县知县任、到皖查

荒清赋和暂襄浙抚幕等。 

论汤寿潜籍贯，一般称他是浙江山阴县人，原籍河南，但一档藏档无论汤寿潜自述，抑或清政府各级官方呈文，均称“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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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汤寿潜签掣安徽青阳县知县，履历上呈御览，内称“浙江山阴县进士”,“祖籍福建”4。光绪

二十二年四月，汤寿潜在青阳知县任内上禀安徽巡抚福润，请代为上奏开缺回籍，内中也称：“浙江山阴县人，祖籍福建闽县”5。

同年八月，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张之万将吏科钞出的福润题本转奏，再提及汤寿潜“祖籍福建”
6
。可知，这一说法是官方说法，

值得重视。 

汤寿潜通过科举入仕。他由附生中式至进士及第这一科举经历，相关史料多有记载，不过汤寿潜上福润禀文中的自述更加完

整、准确，内称： 

窃卑职现年叁拾柒岁，浙江山阴县人，祖籍福建闽 7县，由附生中式。光绪己卯科副贡，就职教谕。拾肆年戊子科乡试，中

式举人。拾伍年己丑科考取内阁汉中书，在山东堵筑徐家河窝等处出力，保免选教谕，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并加五品衔。

拾陆年庚寅恩科会试，挑取謄录。拾捌年壬辰科会试，中式贡士。殿试贰甲第拾壹名，朝考贰等第柒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贰

拾年散馆，奉旨以知县即选。8 

张之万转奏福润题本，内中也包括汤寿潜的这一科举履历，可知它也为官方公认。6 

汤寿潜的这段自述还补全了他进士及第之前的一段履历。一般知道，汤寿潜“未第时，以家贫求力养，客山东巡抚张曜幕”9,

入幕时间在光绪十二年(1886),主要工作是“辅治黄河”10,但具体在山东何处，业绩如何，均不得其详。自述提到，他光绪十四

年中式举人，次年考取内阁汉中书后，“在山东堵筑徐家河窝等处出力，保免选教谕，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并加五品

衔。”11这里未点明入张曜幕，但联系他入张曜幕是在山东辅助治理黄河，自述说出力之地主要在堵筑徐家河窝等处，可推测说

的是同一段履历。由此也可知，汤寿潜进士及第前已获尽先选用知县资格。四年后，他会试中式进士，又经三年，庶吉士散馆，

以知县即选。此外，自述还提到光绪十六年他“庚寅恩科会试，挑取謄录”,这也是目前史料未及者。 

出任安徽青阳县知县是汤寿潜步入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他在清廷实际践履的鲜有的一份官职，直接影响到他与清廷的后续

关系。清廷后来屡次重用他，虽如蔡元培所说，“累被徴命，皆以亲老辞不赴”12,马一浮称“累除监司，并谢不赴”13,但不断受

起用，与他在青阳知县任内的业绩直接相关。汤寿潜由山西乡宁县知县改签青阳县知县为学界熟知，但改签缘由及制度依据、赴

青阳知县任各个时间点、呈请开缺的具体过程及任内官方评价等，现有史料均阙如。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汤寿潜庶吉士散馆，奉旨以知县即选，最初签掣的是山西乡宁县。之所以改签青阳县，因当时有一“定

例”:“告近各员拟选到班，除所掣之省本系近省，毋庸办理外，如签掣远省之缺，查系业经原籍督抚於赴选、赴补文结详叙该

员存亲实在年岁，毋论其原籍，选文结内声明告近，及在部具呈告近，均准按照原文核办，即行开缺，另选题明，以近省之缺改

补。”汤寿潜“由散馆即用知县”时已“呈明亲老”,签掣山西乡宁知县属远省之缺，随后他通过原籍浙江巡抚咨明吏部，希望

亲老告近。十二月，吏部核查汤寿潜存亲年岁符合定例，于是请旨将汤寿潜“以近省缺分改选”,“悉照定例办理”,获准，改选

近省。14 十二月，汤寿潜由五品衔近省即用知县签掣安徽池州府青阳县知县，次年正月二十八日，汤氏履历上呈御览。15 可知，

汤寿潜由山西乡宁知县改选安徽青阳知县有定例可据。即便如此，汤寿潜还是觉得青阳路远，“亲老”即是他稍后请辞的理由，

也是他此后婉拒清廷历次任命的主因，汤氏因此以孝亲名扬天下。 

汤寿潜奉饬赴任、到任、交卸的具体时间，目前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仅知他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1895 年 3 月 9 日)

离京。行前一天，十二日，翁同龢“招之来长谈”
16
,其余所知甚少。综合一档藏档相关记载可知，汤氏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

月改选青阳县知县，领凭起程，四月十九日到省，奉饬赴任，六月十九日到任，十月初旬乞假归省，十月二十五交卸。17也就是

说，他在任上不过三月。18 

汤寿潜请辞回籍缘由及官方具体程序，一档藏档记载详细。先是汤寿潜本人上禀呈请，理由是，他本拟等任内经手事件交代

清楚即行回省，正好接家书，因他频年远出，“先塋失修”,又势必不是“咄嗟能办”,担心“实缺虚悬，离省太久”,不利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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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禀恳详请开缺修墓”。19汤寿潜后来在上浙江巡抚廖寿丰禀文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表述更为直白：“任事三月，二亲在籍

连告病剧，方寸已乱。人未有不顾己之父母，而能为民之父母者。”他没有预料到“腹地有此瘴乡”,不便“迎养”。20汤寿潜禀

请开缺之后，安徽署布政使于荫霖、按察使赵尔巽会详请题到尚书衔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抚兼提督衔福润。按照当时规

制，“州县以上人员遇有回省修墓等项，例应具题开缺”,为此，福润饬令先全面查核汤寿潜任内各项，包括“任内政务有无怠

忽，经征钱粮有无亏空，以及藉端规避情事，并将来修墓事毕，是否尚堪起用”,将考核结果呈报清廷。19同时，福润于光绪二十

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合词恭疏具题”请旨。19六月初六日奉旨：“吏部议奏。”吏部比照定例规定，“外

官知县以上有经该督抚奏请开缺，回籍葬亲修墓者，所遗员缺，应按终养遗缺序补”,以及“各省知县修墓等项，比照终养之缺，

一并改归内选，不得扣留外补”,将议案抄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张之万。八月十九日，张之万将吏部商议结果上奏。张本人的

意见是，按照福润所请，准予汤寿潜开缺。他又根据吏部核查意见，同意“按照终养定例办理”,待汤寿潜修墓事毕“以原缺坐

补”。
21
可见，汤寿潜虽然到官三月，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交卸”,次年正月“以修墓禀准开缺”

11
,但走完整个程序，

要到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后，前后近一年。 

汤寿潜青阳知县任内官方评价，目前有两种史料提及，以翁同龢评价最常引用。如上所述，汤寿潜离京赴青阳县任前一天蒙

翁同龢召见，翁在日记中称道“汤寿潜所著《危言》两卷，论时事极有识”,预言汤氏“必为好官”。22另外，马一浮有称，“出

知青阳，民悦。”
23
两者评价一致。这两种记载属私家记述，一档藏档保留了清廷官方评价。汤寿潜开缺回籍半年后，安徽巡抚

福润为省内议办查荒清赋需人，上奏朝廷希望启用汤寿潜等“速来皖省”,内中提到汤氏青阳知县任内作为，称道汤氏“任内卓

著循声，操守廉洁，舆情爱戴”。福润的上奏获朱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24福润是汤寿潜青阳知县县任内管辖上司，最有

发言权。上奏获朱批允准，可见福润的评价为清廷认可。没有看到汤寿潜与福润有过多交往。福润题折一档藏有两份，一份朱批，

一份军机处录副，两者内容的差别只在极个别错字。 

汤寿潜开缺回籍后“卖文为生”,期间他有两个短暂的任差经历为现有史料不及：一是到安徽查荒清赋，二是暂襄浙抚幕。 

到安徽查荒清赋这段履历个别史料有涉及，称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汤氏“被奏调安徽担任差使”25,但具体差使为何，不得其

详。一档藏档显示，福润因安徽省内议办查荒清赋，事务繁重，委用需人，紧急希望调用汤寿潜等“速来皖省，俾清查田赋事

宜”。他除咨浙江巡抚等外，又附片奏陈，获朱批允准。26赴皖办理清赋并非汤寿潜十分自愿，但吏部指令皖省“告近”,“不许

诿避”,他“不得已到皖供差”。按照既定部署完事后，次年(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他即“乞假回籍”,直至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以

后再受清廷召唤。27汤寿潜有一封致汪康年函，原函无年份，内称他在安徽任差：“弟到皖后，久劳于外，竟无阅报之便。”致

信目的是希望继续购阅汪康年主办的报纸。信件最后同时问候汪康年和梁启超，可知汤寿潜所购阅者，是汪康年和黄遵宪、梁启

超携手创办的《时务报》。函中，汤寿潜一睹为快之情展露无遗，可知他是戊戌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最近学者据函中提及梁

启超这一细节，推断此信当写于 1897年 11月之前。
28
从一档藏档可知，汤寿潜安徽任差时间大致是光绪二十二年秋成前夕至光

绪二十三年四月前后，学者的推测符合实情。 

从安徽查荒清赋回籍，汤寿潜很快应时任浙江巡抚廖寿丰之邀，在其幕下襄理文案，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后，至五

月下旬廖寿丰接光绪皇帝电旨令汤氏赴部引见时，历时不长。27这一段经历目前史料尚无论及。据知，汤寿潜其时居家授徒。廖

寿丰对汤氏颇欣赏，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附片保荐汤氏，详参下文所论。不久，廖寿丰因“佐理需才”,邀请汤氏到幕下。不过，

汤寿潜也是“一再函催”,才答应暂襄文案，于闰三月间到廖寿丰署衙。虽然杭州离本籍“不及一程”,汤寿潜还是因未能常依

父母膝下而“耿耿”。恰好此时，廖寿丰接光绪皇帝电旨令汤寿潜赴部引见。27 

自青阳知县任上开缺回籍，汤寿潜除赴皖短暂查荒清赋和暂襄浙抚幕，基本在籍以文为生。汤寿潜早年已以《危言》闻名，

尽管乡居，但到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直接下诏要引见他了。自此至晚清完结，清政府多次给他封官加爵，由此进入他的生平

的后一时期。 

二、戊戌至宣统年间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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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汤寿潜戊戌至晚清完结这一阶段的生平与事迹，一档藏档有不少不见于现存史料的记述，涉及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

下诏引见、拒署两淮盐运使、总理浙江省铁路、辞谢云南按察使等，内容颇丰富。 

戊戌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光绪皇帝下诏破格广揽天下英才，汤寿潜是其中一位。光绪皇帝连续两次下诏要求引见汤寿

潜，这一事迹虽为学界熟知，但所据史料不得其详，具体过程知之更少。一档藏档清晰展示了光绪皇帝二次下诏之详情。 

光绪皇帝第一次下诏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正式下诏之前，光绪皇帝令先电旨浙江巡抚廖寿丰“饬查该员是否在籍”。

五月二十五日，廖寿丰奉旨：“前任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著廖寿丰饬令赴部听候，带领引见。”廖寿丰接旨后，“遵即敦促(汤

寿潜)首途”。汤寿潜于是给廖寿丰上了一封请缓禀文，“恳乞代奏”。请缓文篇幅颇长，言辞恳切。汤寿潜表示，自己不过“一

介末吏”,已赋归田，蒙受“特征”,深感“荣出意外”。他本不该稍有延稽，但因“二亲衰病”,请求“暂缓赴引”。文中，汤

寿潜详细回顾自任青阳知县及奉奏调到皖办理清赋后乞假回籍历程，强调之后“他省或调或聘，均以远辞为依”。可以看到，汤

寿潜对“圣治维新”,光绪皇帝“收揽人物”以济“时艰”这一殊荣非常珍惜，但苦于“母病未痊，难于远离”。汤寿潜认为，

“以西为用，必以中为体”,朝廷正应该令天下“铲削浮华，崇尚实行”,如此才不致“为敌储材”。他如果“忍于远亲，猎名躁

进”,则无异是一个“重外轻内之人”,此等人士，就不是朝廷应该致用之人。他希望待“母病痊愈，内顾无忧”后，再“壹意奉

公”。如上所述，廖寿丰此前曾力邀汤寿潜来府襄理文案，对汤氏志趣有深入了解。接汤氏禀文后，他认定情形属实，为此上奏

“代恳圣恩”,请“俯准”。29但光绪皇帝爱才心切，对此估计连廖寿丰都未曾料到。 

光绪二十四年六、七月间，总理衙门来电转达光绪皇帝旨意，称已知“廖寿丰奏，知县汤寿潜请暂缓引见”事，但仍饬令廖

寿丰“汤寿潜著仍遵前旨，速即来京，由部带领引见”,是为光绪皇帝第二次下诏。廖寿丰再为“汤寿潜母病请暂缓引见事”上

奏，表示“复查无异”,“代恳”“俯准”“暂缓赴都”,获朱批“知道了”。廖寿丰这次上奏的时间在五月二十五日后，六、七

月份前，正是戊戌政变爆发前夕，上奏并非专为汤寿潜一人。六月间，总理衙门向廖寿丰转达有关汤寿潜的谕旨的同时，另有一

份谕旨，关于传知陕甘督臣陶模之子陶保廉来京预备召见事，所以廖寿丰的这封奏折同时说明陶保廉情形。30很快，戊戌政变爆

发，引见之事没有了下文。 

进入晚清新政时期，清廷又关注到了汤寿潜。这与晚清新政其实承继戊戌变法精神，亟需像汤寿潜这样畅晓时务的新型人才

直接相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清政府谕授汤寿潜为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以知县破格为署两淮盐运使属特拔，但对此殊荣，

汤寿潜“仍以亲老辞”。31请辞折由时任浙江巡抚聂缉椝代奏，一档有存，汤氏后裔捐赠档中有底稿，但两者有两个方面明显不

同。一是，一档藏代奏折开头表述更规范，文字也有较多修订，总体更简洁。如删除底稿中个人情感化较强部分。解释请辞原因

时删除百余字，等等。32二是，代奏折包括聂缉椝和清廷的处理意见。不像戊戌时期代为上奏的浙江巡抚廖寿丰的，聂辑槼的处

理意见只“据情代奏”程式化一句。最后获朱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33,清廷同意了汤寿潜辞职请求。 

汤寿潜总理全浙铁路的事迹奠定了他在江浙各界的领袖地位，广为人知。“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指的就是这段

经历。汤寿潜与江浙铁路问题目前史料数量最多，成果最丰。尽管如此，现存一档档案仍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内容。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商部由尚书载振领衔，为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并请派员总理事上奏，推举在籍前署两淮盐运

使汤寿潜和候补五品京堂刘锦藻总理其事，汤寿潜为正，刘锦藻为副，获朱批“汤寿潜著赏给四品卿衔，余依议。”
34
商部奉旨

后，当经照会汤寿潜等。这一次，汤寿潜未以孝亲为由婉拒，而是“钦遵办理”。35清政府恩赏汤寿潜四品卿衔事，汤氏后裔捐

赠档和相关已刊史料均有记载，捐赠档中商部为奉旨著赏汤寿潜四品卿事给汤寿潜照会保存完整。36张謇撰家传也称：光绪“三

十一年，给四品卿衔总理浙江全省铁路，成沪杭间铁路三百余里，商旅腾颂。”31但汤寿潜为此谢恩之详情，尚不得其详。 

据载振代奏折可知，汤寿潜在谢恩折中不仅深切表达自谦和感恩之情，进而强调浙江筹办铁路之重要性：“浙江当山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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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铁路为治安要政。群策群力，或者填海之竟成，未晚未迟，敢忘补牢之鄙。”他决心“勉竭驽钝”,与副理刘锦藻商同浙籍

员绅，随时禀承商部指示，“兼仰副朝廷固圉利民之意”。当时他正计划着手制订详细章程，拟另文呈请商部核准以便开办。可

见，汤寿潜对于这一任职充满热情。商部代奏获朱批意见“知道了。”
37
 

商部《奏为派令汤寿潜总理浙江省铁路拟刊木质关防应用事》折主要应浙路副总理刘锦藻呈请而上奏，但内中从一个侧面提

供了汤寿潜总理全浙铁路的信息。商部为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具奏时间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所获朱批如上文所说，

“汤寿潜著赏给四品卿衔，余依议”。汤寿潜与刘锦藻一起接办铁路后，“全路筹款集股众情颇为踊跃”,但很快他丁母忧，为

此他曾接连致电“固辞”任职，未获准。光绪三十二年百日届满，他继续出来“供役”,“尽故乡之义务”。即使丁忧期间，汤

寿潜在铁路实行自办主义等大事上仍参与商议，具体则在副理刘锦藻暂时主持下有序进展，“测定路线，详绘地图，再行鸠工庀

材，次第建筑”。期间，由于请示咨会文件需用关防，刘锦藻上呈商部，希望援引安徽铁路成案奏明刊发，以便钤用，获商部和

清廷支持。38 

汤寿潜“晚以铁路见贤”,更因“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而“众望所归”。39 但汤寿潜总理全浙铁路并非一帆风顺。宣统二

年(1910)七月，他因电参邮传部侍郎盛宣怀“措辞忿激，意存诿卸”,遭清廷“革职，不准干预路事。”40汤寿潜之被革职，是他

与清廷关系的分水岭。在此前夕，汤寿潜因力争废除英人借款草约，忤逆盛宣怀。宣统元年，清政府授汤寿潜云南按察使之职，

目的是让汤寿潜远离铁路事。汤寿潜“累辞不允”,请“陛见”获准。入对时，汤寿潜受摄政王“使尽所欲言”鼓励，畅谈肺腑

之言，包括“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回来他还上书“数万言”,言辞真切，但均未被采纳。汤氏之被革职，直接导火索是“痛

劾盛宣怀媚外误国，使朝廷失信于民，不可令久处朝列”,触怒枢臣。由此清廷厌恶汤寿潜“益甚”,而他取信“于民下益深”,

也是他辛亥杭州光复后被拥戴为浙江省军政府都督的深厚的民众基础。41 

学界讨论汤寿潜革职事件，关注的大都是江浙地区的“民下”反应。其实，除地方反响，时任翰林院侍读
42
王荣商曾于宣统

二年十一月上奏清廷，请汤寿潜复出。内中，王荣商这样解读革职上谕：“是朝廷于惩诫之中，仍寓保全之意。在汤寿潜受之，

固应感激涕零。”对于浙江民间高涨的挽留风潮，王荣商认为“浙人谓其拒款于前，不宜卸肩于后，势难中止，其挽留亦具有苦

心”。他请求清廷“俯顺舆情”,仍将浙江铁路责成汤寿潜一手经理，“以观后效，而续前功”。这样，汤寿潜“无可推诿”,各

股东“亦不至观望”。王荣商上奏请汤寿潜复出主要基于“舆情”43,包括“观望”中的各股东在内的“浙人”。汤寿潜出任总

理筹办浙江省铁路，原是“由地方公举”,“公推”。事未举办，又受清廷赏赐卿衔，“为他省商办铁路所未有”。44王荣商本系

浙江镇海人。他由禀生中式，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本省乡试举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会试，中式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

十五年散馆后授职编修，是年十二月充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十七年以侍讲升用。至上这份奏折时，他在翰林院任职已长逾 20年。

他本人既是“浙人”,平生著述多有涉及浙江的史志和诗集。45王荣商之上奏，固为反映江浙“舆情”,何尝不是他本人心声。可

见，汤寿潜总理浙江全省铁路影响已不限江浙一隅。 

汤寿潜总理全浙铁路期间，清廷于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补授他为云南按察使。46汤寿潜之被清廷授予云南按察使，与他期

间得罪清廷权贵直接相关，带有被贬之意，与此前历次任用性质已经不同，所以，无论汤寿潜接受抑或辞谢，都不轻松。47目前，

关于清廷授汤寿潜云南按察使及汤氏辞谢，汤氏后裔捐赠档案中有数种史料，包括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增韫抄发吏

部咨文为奉上谕汤寿潜著补授云南按察使致汤寿潜的照会、八月初一日汤寿潜呈浙抚增韫代奏谢恩并请陛见文、九月初六日浙

江巡抚增韫为汤寿潜请求陛见折转发朱批意见致汤寿潜照会等，与一档藏档关系密切的是八月初一日呈浙抚增韫请代奏文，它

是一档藏档的底稿。 

不像聂缉椝代奏辞署理两淮盐运使折对底稿有较大删减，补授云南按察使代奏折和底稿之间除因属不同公文，开头、结尾表

述用语不同之外，其余相应内容基本一致。不过，一档代奏折为朱批奏折，字迹工整清晰，可补底稿文字内容之遗误。此外，底

稿时间有年和月，无日，代奏折写明汤寿潜呈请增韫代奏的时间为八月初一日。当然，汤寿潜呈文只是增韫代奏折的一部分。代

奏折还包括增韫本人对汤寿潜呈文的处理意见，尽管只有一句公文程式套话，最后有红色大字朱批“著来见”。48这次任命如何

应对，对汤寿潜来说是一场考验。用他本人的话，“来谂之思与致身之义，一日九回，莫能遽决”。值时艰孔急之际，他希望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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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陈述详细，为此请浙抚增韫代奏。这份代奏折上奏时间在晚清最后时期，体现此时汤寿潜与清廷关系已相当敏感与微妙，值得

重视。 

三、清廷大员之保举 

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受各派政治力量公同推举，成为出任浙江省首任都督的不二人选。汤寿潜之出任浙江省首任都

督，固然由于革命党人的肯定，也与清廷方面包括杭州驻防旗营在内的旧势力的高度认可直接相关。清廷主流对汤寿潜评价如

何，目前学界讨论不多，常提及的是翁同龢对汤氏的欣赏与器重，49 与瞿鸿禨等的政治声援也有提到，较简略。50 一档藏档包括

浙江巡抚廖寿丰、湖北巡抚端方、湖南巡抚俞廉三和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等清廷重臣对汤寿潜的保举，时间自戊戌变法，经清末

新政，至宣统年间，推荐力度有增无减。如果说，当年福润上题折肯定汤寿潜青阳知县任内作为出于例行公务，那么，戊戌以后

各位疆臣的保举，如同当年翁同龢的夸赞，充分体现了汤寿潜在清廷高层的名望和影响。 

廖寿丰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奉旨补授浙江巡抚，51他保举汤寿潜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半年，值戊戌维新时期。之

前，廖寿丰与汤寿潜过往并不紧密，最初“未识其人”。该年汤寿潜途经杭州来谒，廖寿丰“仅与一晤”,发现汤寿潜“性情质

朴，器识宏通，绝非空谈时务者比”。廖寿丰对汤的好感，再就是汤氏此前所著《危言》,以及安徽、山西巡抚的肯定，所以举

荐折中称赞汤寿潜“抱负宏深，所著《危言》一书，晓畅时务，叠准安徽、山西抚臣先后咨称奏调，是其才名已为各省所共知”。

廖寿丰希望朝廷畀以监司之任，或者主持各省制造船政局务，认为汤寿潜“必能核实经理，推荐新法”,有裨时局。52 没有看到

清廷具体回应。不久，廖寿丰因署中“佐理需才”,邀请汤寿潜入幕，已如上所述。 

廖寿丰执掌浙江颇有年，任内正值戊戌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他奉旨在浙江推行新政，业绩至今为人称道。实业之外，由

他支持倡办的求是书院为今天浙江大学前身。目前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廖寿丰相关题折、奏折共 3400多件，其中保举折寥寥无几。

除保举汤寿潜，廖寿丰还曾保举恽祖翼和戚扬，均在他浙江巡抚任内。53 据说廖寿丰也保举过黄遵宪等人，尚未看到直接史料。

廖寿丰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去世，生平与汤寿潜交集主要在戊戌时期。 

进入 20世纪，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开始推行新政，举措之一就是“破格求才”,饬令封疆大吏推举，54汤寿潜再次进入清廷

视野，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和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的保举引人瞩目。汤寿潜等之被关注，是因为旧体制下的官员“迂督固执，鲜通

世务，不足以应旁求即，晓畅机宜，研核外务”55,而汤寿潜等“于时事极有见识”(翁同龢语)。 

端方在保举折中称道汤寿潜“敦信朴学，廉干有声，研求经世之书，一归切实可用”。从端方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他看中汤

寿潜至少基于三点：一是他所信奉的学术理念，敦信朴学；二是他为官风评，廉洁又干练；三是他的学养，研究追求经世之学，

所学切实可用。这与廖寿丰的评价“性情质朴，器识宏通”、“晓畅时务”,是相通的。可见在清廷封疆大吏眼中，汤寿潜不仅

有干才，而且有信仰，有品德。端方同折保举的还有也以学识见长的江南道监察御史于式枚。56 端方后来很长时间在江浙任职，

于光绪三十年(1904)任江苏巡抚，同年九、十月间短暂署理两江总督，57 光绪三十一年底授闽浙总督，58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间正

式出任两江总督，59他保举汤寿潜是来江浙任职之前。端方于湖北巡抚任内曾专门上奏“密陈”清廷举行新政应“广聚人才”60。

一档藏端方折 1700多件，其中他湖北巡抚任内仅保举汤寿潜和于式枚。之后他多有荐举，集中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光绪三十四年

两江总督任期间。61 

湖南巡抚俞廉三的保举与端方相隔一年，更为热切。他称道汤氏“质性敦笃，事亲早以孝闻”,并具体举汤寿潜由庶吉士散

馆选授青阳知县后很快“因依恋晨昬，陈请终养”之例。可知，汤寿潜的“孝”在清廷中被视为美德。俞廉三又详论汤寿潜学

养，称“其为学一本正宗，以通经致用为主，于古今制度文为详稽博考，巨细靡遗。至若瀛寰列邦、疆域广袤、时代废兴与政事、

刑法、风俗之异同得失，兵农工商之变迁进退，举皆悉心探讨，极深研几。是以发为文章，言皆有物，迥异空谈。”可见，汤寿

潜的学养为俞廉三所关注者，依然是他的经世致用之学.俞廉三并举其详，较端方详细，表明俞廉三对汤寿潜了解更多。俞廉三

还提到，清廷中举足轻重的重臣、前两江总督臣刘坤一和本任湖广总督、现署两江督臣张之洞对汤寿潜也“均极推许，曾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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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省疆臣学臣屡次延聘，但汤寿潜均以亲老待养坚辞未赴，他称之为“操履廉静”。俞廉三总结汤寿潜是，“学识淹通，

实方今不可多得。如听伏处草莽，殊为可惜”。鉴于汤寿潜本人“年力正强”,双亲也健，俞廉三举荐的具体任职机构是京师政

务处商部学堂。他预计按照汤寿潜一贯风格，可能仍会因孝亲而推辞，为此他特别提请清廷饬下浙江巡抚，勉励汤寿潜“移孝作

忠”,送部引见，破格录用。最后获朱批：“汤寿潜著送部引见。”62俞廉三举荐成功。 

俞廉三戊戌变法时期为湖南布政使，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63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他出任湖南巡抚。64 一档所存俞

廉三各种题折、奏折计 1300多件，其中保举折数份，均在他湖南巡抚任上，时间集中在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被他保举送部

引见的，除汤寿潜，尚有数位。65 可见他是一位爱才怜才之人。俞廉三浙江山阴县人，66 是汤寿潜同乡，他对汤寿潜如此了解又

器重，也不意外。据说他还是徐锡麟表叔，曾举荐过徐锡麟。 

进入晚清最后时期宣统时期，时任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对汤寿潜的评价非同寻常。袁树勋的密保折长达 1000多字 67,内中且

将汤寿潜与同治中兴名臣左宗棠未出道时类比，评价极高。68袁树勋上这份密保折的宗旨，是请求朝廷简命汤寿潜南来，协助他

勘办粤省农工商实业。袁树勋于宣统元年(1909)七月十八日行抵广东，二十日接篆，这份八月初五日密保折是他上任伊始所呈，

与他治理粤省的总体设想息息相关。奏折开头先阐述他拟治理粤省的思路。袁树勋结合粤省财政传统及现状，基于“新政繁兴”

需要，他“焦思殚虑”,所获结论是“兴办实业为入手之方”。当时粤省已新设劝业道专门管理实业，但劝业道公务繁夥，加上

粤省幅员辽阔，应兴实业既多，劝业道难以完全兼营，袁树勋“踌躇审顾，得一人”,就是汤寿潜，于是上奏清廷“密陈”保举。 

在袁树勋看来，汤寿潜是蒙朝廷，尤其先朝光绪朝“特达之知”之人，又“膺中外交章之荐”,是朝野公认的俊杰。让袁树

勋尤为欣赏的是汤寿潜在总理全浙铁路中的才干。他称道汤寿潜“孤怀毅力”,“艰苦绝持，才力过人”,“数年以来，劳怨不

辞，成效大著”,“经营浙江铁路，钜细躬亲，昕夕靡闲，以一介寒素召集，钜股响应云集，为远近士商所翕服”。他分析汤寿

潜成功的原因在于他的志趣与信望：“盖其志趣既已迈俗，信望尤足动人。有本之学非偶然也。”他请朝廷赏赐汤寿潜京秩，简

命南来，勘办粤省农工商实业，早日保利权，益大局。为证明汤寿潜足膺此任，袁树勋进而将汤寿潜与出道之前的左宗棠作比。

他称“汤寿潜以学行著闻，其平日致力之处，实中庸所谓强矫”,评价非常高。他回顾左宗棠被朝廷发掘历程，当时湖北巡抚胡

林翼和咸丰皇帝先后慧眼识英才，感慨“圣主贤臣知遇之深，蔚为中兴盛业”,将他当下的新政事业，与当年的“中兴盛业”作

比，而将汤寿潜类比左宗棠，称“汤寿潜砥节砺行，淡于仕进，不肯俯仰随俗，论其年力，均与左宗棠未遇时相似”。袁树勋前

在苏松太道任内 69即获汤寿潜“深资赞画”,了解汤寿潜的“刚方之气，谋略之宏”,“心服其为人”。在袁树勋看来，当时也如

同治中兴之前“时事多艰”之时，他不敢自媲于胡林翼，但愿效仿胡林翼三荐左宗棠先例，希望“朝廷爱惜人才”,吁恳“用其

所长”。 

当时汤寿潜已被清廷谕命为云南按察使，尚未赴任，对于这封超长的密保折，清廷的旨意是，“汤寿潜已简放云南按察使，

所请著毋庸议”70,此事不了了之。汤寿潜于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补授云南按察使，七月二十六日祗奉吏部来文。71袁树

勋是在诏书下达之后不久上的密折，应是希望清廷重新考虑汤寿潜任命，改去广东他的任所。以袁树勋在朝中的地位，不会不晓

得清廷此时将汤寿潜调离总理浙江铁路任、前往云南之用意，他似有“捡漏”之意。一档藏袁树勋题折、奏折等 700 多件，其

中，保举折包括密保汤寿潜折在内共 3件，另两件是保举前山东东昌府知府魏家骅和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等员。这另两件，前者

是他在山东巡抚任内“特保”;后者是他署理两广总督任内“举荐”,人员不限罗正钧一人。对汤寿潜为“密保”,时间在“举荐”

罗正钧等人之前。72只是，袁树勋本人在密报汤寿潜后次年，宣统二年十月“奉旨开缺养疴”,“交卸督篆”。73一档所存袁树勋

奏章，最晚止于宣统二年十月间。74此后，袁树勋辞官寓居上海，辞官原因是呼吁开国会、消祸萌等建议不为清廷采纳。75 

可以看到，汤寿潜得到封疆大吏之器重，非个人经营所得，而是他自身具备过人之处。保举汤寿潜的各位清廷大员有共同特

点。他们大多有江浙籍贯或任职履历，与汤寿潜生平活动多有交集，廖寿丰、俞廉三和袁树勋均是，他们对汤寿潜了解较深。更

重要的是，他们与汤寿潜之间有相近的政治理念。汤寿潜戊戌变法前夕就因撰写维新名著《危言》而声名远播，备受主张变革的

帝党领袖翁同龢等赞赏。经翁等举荐，光绪皇帝几次下诏要求引见汤寿潜，这些事迹在清廷中自然为人熟知，袁树勋密保折中有

专门提到。晚清新政既继承戊戌变法精神，所以，从时间上看，疆臣举荐汤寿潜的时间主要在清廷中央实行变革之后，保荐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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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趋势，至宣统年间都与同治中兴名臣左宗棠相提并论了。可见，汤寿潜的声望至晚清覆亡前后已达到新高度。这些封疆大

吏既是清政府革新力量的代表，也是清廷忠臣。因此汤寿潜其才学品行备受清廷主流认可。辛亥鼎革后驻杭旗营非汤寿潜出面不

配合，革命派之外的各派势力杭州光复之初均赞同汤寿潜出任浙江省首任都督，与汤寿潜在清廷中枢享有很高名望直接相关。当

然，汤寿潜之出任浙江省首任都督，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最终是由“革命派请出来的”。他在都督任内的作为备受广泛肯

定，“有些重要贡献是他人无法取代的”。76 

结语 

综上可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既可补汤寿潜籍贯、科举经历、青阳知县任、到皖查荒

清赋、暂襄浙抚幕、光绪皇帝下诏引见、拒署两淮盐运使、总理浙江省铁路、辞谢云南按察使等各大时期诸多生平与事迹之遗缺，

封疆大吏保举汤氏的众多奏折，更充分体现清廷高层对汤氏的认可，为理解辛亥鼎革时期出现独特的“汤寿潜现象”,提供了珍

贵的原始史料。 

注释： 

1郑云山:《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 2期。 

2 如辛亥革命 90 周年纪念之际,章开沅先生接连发表汤寿潜研究论文,提出“汤寿潜现象”,对于汤氏历史功绩给予进一步

肯定。参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 6期;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2002年第 1期。 

3目前,汤寿潜生平事迹代表性研究有郑云山:《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汤寿潜的生平与事迹》;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

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1993年,第 1-14页。 

4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73页。 

5 福润:《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不一

一注明),档号:02-01-03-12684-016。 

6张之万:《题为议准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档号:02-01-03-12690-009。 

7按:“闽”字原文不是十分清晰,其余同,不一一注明。 

8福润:《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档号:02-01-03-12684-016。 

9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1935年 12月,《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8页。 

10 陈志放:《汤寿潜年谱》,《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617 页;汪林茂编:《汤寿潜年谱简编》,汪林茂编:《汤寿潜卷》,“中

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593页。 

11 福润:《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档号:02-01-03-12684-016;张之万:

《题为议准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档号:02-01-03-1269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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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蔡元培:《汤沛恩传》,1937年 2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7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 172页。 

13马一浮:《绍兴汤先生墓志铭》,《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205页。 

14张之万:《题为鉴掣山西乡宁县知县汤寿潜亲老请改补近省事》,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档号:02-01-03-12611-007。 

15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8册,第 170、173页。 

16陈义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记》第 5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 2784页。 

17 廖寿丰:《奏为在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未痊代请暂缓赴部引见事》,光绪二十四年,档号:04-01-13-0429-032;

福润:《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档号:02-01-03-12684-016;张之万:《题为议

准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档号:02-01-03-12690-009。 

18 增韫:《奏为汤寿潜奉旨新授云南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代奏事》,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档号:04-01-12-0678-033;张謇:

《汤蛰先先生家传》,1935年 12月,《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8页。 

19福润:《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档号:02-01-03-12684-016。 

20(11)廖寿丰:《奏为在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未痊代请暂缓赴部引见事》,光绪二十四年,档号:04-01-13-0429-

032。 

21张之万:《题为议准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档号:02-01-03-12690-009。 

22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册,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条,中华书局,1997年,第 2784页。 

23马一浮:《绍兴汤先生墓志铭》,《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205页。 

24福润:《奏查荒清赋拣选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广东拣选知县沈宝枢调皖差遣请旨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档号:03-

5343-118;《奏请改调汤寿潜沈宝枢来皖办理查荒清赋事务事》,光绪二十二年,档号:04-01-13-0384-005。 

25汪林茂:《汤寿潜年谱简编》,汪林茂编:《汤寿潜卷》,第 594页。 

26 福润:《题为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呈请开缺回籍修墓事》,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档号:02-01-03-12684-016;廖寿丰:

《奏为在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未痊代请暂缓赴部引见事》,光绪二十四年,档号:04-01-13-0429-032。 

27 廖寿丰:《奏为在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未痊代请暂缓赴部引见事》,光绪二十四年,档号:04-01-13-0429-032。 

28闵杰:《〈汪康年师友书札〉有关汤寿潜书札集拾》,《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728页;汤寿潜:《致汪康年》,1897年春,汪

林茂编:《汤寿潜卷》,第 502页。 

29 廖寿丰:《奏为在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未痊代请暂缓赴部引见事》,光绪二十四年,档号:04-01-13-042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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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廖寿丰:《奏为荫生陶保廉因病在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请暂缓引见事》,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档号:04-

01-12-0586-168;廖寿丰:《奏为二品荫生陶保廉病重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母病请暂缓赴都据情代奏事》,光绪二十四年九月

二十二日,档号:03-5366-025。 

31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民国 14年 12月,《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5、126页。 

32聂缉椝:《奏为代奏署理两淮盐运使汤寿潜母病未克久离请收回成命撤销道衔开去署缺事》,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档

号:04-01-12-0634-028;汤寿潜:《前安徽青阳县汤呈浙院请奏辞署两淮盐运使文》,光绪二十九年,《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512-

513页;《前安徽青阳县汤呈浙院请奏辞署两淮盐运使文》,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汪林茂编:《汤寿潜卷》,第 523-524页。 

33聂缉椝:《奏为代奏署理两淮盐运使汤寿潜母病未克久离请收回成命撤销道衔开去署缺事》,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档

号:04-01-12-0634-028;汤寿潜:《前安徽青阳县汤呈浙院请奏辞署两淮盐运使文》,光绪二十九年,《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512-

513页;《前安徽青阳县汤呈浙院请奏辞署两淮盐运使文》,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汪林茂编:《汤寿潜卷》,第 523-524页。 

34载振:《奏为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并请派员总理事》,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档号:03-7142-042;商部:《奏为派令

汤寿潜总理浙江省铁路拟刊木质关防应用事》,光绪三十二年,档号:03-7144-070。 

35商部:《奏为派令汤寿潜总理浙江省铁路拟刊木质关防应用事》,光绪三十二年,档号:03-7144-070。 

36《商部为奉旨同意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并推两淮盐运使汤寿潜为总理赏给四品衔事致汤寿潜照会》,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二十八日,《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809页;《商部为奉旨著赏汤寿潜四品卿事照会汤寿潜》,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杭州文

史研究会、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浙江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第 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 8-10页。 

37载振:《奏为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恩赏四品卿衔谢恩据情代奏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档号:03-5447-008。 

38 增韫:《奏为汤寿潜奉旨新授云南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代奏事》,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档号:04-01-12-0678-033;商部:

《奏为派令汤寿潜总理浙江省铁路拟刊木质关防应用事》,光绪三十二年,档号:03-7144-070。 

39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 6期。 

40 王荣商:《奏为浙江铁路筹款势难中止请责成已革总理汤寿潜经理事》,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03-7566-020;汪林

茂:《汤寿潜年谱简编》,汪林茂编:《汤寿潜卷》,第 604页。 

41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1935年 12月,《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6页。 

42 按:一档目录系统中作者王荣商未标官职爵位,应为翰林院侍读。参同一时期奏折“翰林院侍读王荣商《奏为京官烟瘾未

尽戒净请设法严加搜剔以绝根株事》,宣统二年九月初十日,档号:03-7590-007”和“翰林院侍读王荣商《奏为长江米禁有损农

商请饬各省官绅妥议开通事》,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03-7564-007”。 

43王荣商:《奏为浙江铁路筹款势难中止请责成已革总理汤寿潜经理事》,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03-7566-020。 

44袁树勋:《奏为密保新授云南按察使汤寿潜才力过人请简命南来勘办粤省农工商实业事》,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档号:04-

01-12-0678-018;增韫:《奏为汤寿潜奉旨新授云南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代奏事》,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档号:04-01-12-067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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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荣商著有多卷本《浙江省镇海县志》和《东钱湖志》,又有以他籍贯地命名的个人诗集《蛟川耆旧诗补》十二卷。 

46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8册,第 193页。 

47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1935年 12月,《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126页。 

48汤寿潜:《新授云南按察使、浙路总理汤呈浙抚增代奏谢恩并请陛见文》,宣统元年八月,《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518-519

页;《新授云南按察使、浙路总理汤呈浙抚增代奏谢恩并请陛见文》,宣统元年八月,汪林茂编:《汤寿潜卷》,第 273-274页;增韫:

《奏为汤寿潜奉旨新授云南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代奏事》,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档号:04-01-12-0678-033。按:未见《辛亥革命

杭州史料辑刊》第 1-3册收录。 

49参郑云山:《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汤寿潜的生平与事迹》,《汤寿潜史料专辑》第 3-4页等。 

50参刘练军:《汤寿潜立宪思想之当代省思》(《法学》2011年第 5期)第 52页、孙祥伟《近代历史变局中的过渡人物——

以汤寿潜为个案的考察》(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年)第 157-158页。 

51廖寿丰:《奏为奉旨补授浙江巡抚谢恩事》,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档号:03-5313-161。 

52廖寿丰:《奏为保举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等员干练精明请破格录用事》,光绪二十四年,档号:03-5356-091。 

53 廖寿丰:《奏为保举浙江藩司恽祖翼等员综核精密清严刚正请旨择用事》,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档号:03-5356-090;

廖寿丰:《奏为保荐安溪县知县戚扬学有根底请旨破格录用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档号:03-5360-102。 

54俞廉三:《奏为在籍前知县汤寿潜学识淹通请破格录用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12-0621-054。 

55 端方:《奏为遵旨保举江南道监察御史于式枚前安徽青阳令汤寿潜二员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档号:03-5403-

090。 

56 端方:《奏为遵旨保举江南道监察御史于式枚前安徽青阳令汤寿潜二员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档号:03-5403-

090。 

57端方:《奏为奉旨暂行署理两江总督谢恩事》,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档号:03-5430-032;端方:《奏报到任接督篆日期

并谢恩事》,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档号:03-5430-042;端方:《奏报交卸署督篆日期事》,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档号:03-

5432-014。 

58端方:《奏为补授闽浙总督谢恩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档号:03-5456-046。 

59端方:《奏报到接篆日期事》,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档号:03-5575-031。 

60端方:《奏为密陈举行新政宜广聚人才集中权力秉公办事等管见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档号:03-5618-005。 

61 端方:《奏为保举江宁府知府罗章大计卓异请给咨送部引见量才录用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档号:03-5975-081;

《奏为保举候补四品京堂郑孝胥才识宏远请旨破格擢用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五日,档号:03-5480-008;《奏为保举候选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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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炤游学东瀛识见开敏请留宁差遣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八日,档号:03-5479-069;《奏为保举湖北候补道孙廷林江苏候补道

徐乃昌才识出众请量才擢用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档号:03-5978-093;《奏为保举江海关道瑞澄才识优长请破格录用事》,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档号:03-5486-009;《奏为遵旨荐举人才许星璧等以备任使事》,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档

号:03-5503-072;《奏为调江南差委直隶补用道李葆恂学问渊通才识敏练应破格录用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五日,档号:03-

5502-035。 

62俞廉三:《奏为在籍前知县汤寿潜学识淹通请破格录用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12-0621-054。 

63陈宝箴:《奏为新授湖南布政使俞廉三等到省赴新任署藩司李经羲仍回本任事》,光绪二十三年,档号:04-01-13-0389-002。 

64俞廉三:《奏报到任接印日期事》,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档号:04-01-12-0586-063。 

65 俞廉三:《奏为遵旨保荐长沙府知府颜钟骥等九员均属才猷卓越拟请先后送部引见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档

号:04-01-12-0602-051;俞廉三:《奏为保荐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等三员皆通达时务之才请量才擢用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

十五日,档号:04-01-12-0602-058;俞廉三:《奏为保举已革道员开缺台南府知府唐赞衮干练精勤请准送部引见事》,光绪二十七年

五月初十日,档号:04-01-12-0604-019;俞廉三:《奏为保荐湖南试用道蔡乃煌才猷卓著送部引见事》,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

日,档号:04-01-12-0613-062;俞廉三:《奏为保举试用道蔡乃煌详于中外政事请旨择用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档号:03-

5414-102;俞廉三:《奏为在籍前知县汤寿潜学识淹通请破格录用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12-0621-054。 

66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6册,第 101页。 

67按:原件无标点,字数按原件计算。 

68袁树勋:《奏为密保新授云南按察使汤寿潜才力过人请简命南来勘办粤省农工商实业事》,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档号:04-

01-12-0678-018。 

69按:袁树勋光绪十五年曾调补上海县知县,光绪三十一年补授江苏按察使。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6册,

第 449页;袁树勋:《奏为奉旨补授江苏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档号:03-5448-080。 

70袁树勋:《奏为密保新授云南按察使汤寿潜才力过人请简命南来勘办粤省农工商实业事》,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档号:04-

01-12-0678-018。 

71增韫:《奏为汤寿潜奉旨新授云南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代奏事》,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档号:04-01-12-0678-033。 

72袁树勋:《奏为特保前山东东昌府知府魏家骅器识宏通践履笃实请仍发山东补用或破格擢用事》,宣统元年三月初九日,档

号:04-01-12-0674-041;袁树勋:《奏为密保新授云南按察使汤寿潜才力过人请简命南来勘办粤省农工商实业事》,宣统元年八月

初五日,档号:04-01-12-0678-018;袁树勋:《奏为举荐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等员学识闳深请破格录用事》,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档号:04-01-12-0681-090。 

73 袁树勋:《奏报交卸督篆日期事》,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档号:03-7446-154;袁树勋:《奏为奉旨开缺养疴事》,宣统二年

十月十八日,档号:03-7446-100。 

74按: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通饬各省审判厅准用律师参与审问事》,宣统时二月二十七日,档号:04-01-01-1116-040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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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最晚的一条,不过该时间带括号,属不确定。此外,最晚时间止于宣统元年十月。 

75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 573页。 

76参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