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裕太后依然坚持应该保留“大
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三项条件。

袁世凯密电唐绍仪，嘱他务必劝
说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不要在这些
枝节末叶上节外生枝，对清廷能让一
步就让一步，强调“大清皇帝尊号相承
不替”这个提法万难更改，并按照皇太
后的意思，建议将文件中的“逊位”二
字改为“致政”或“辞政”。袁世凯真诚
希望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能够从大
局出发予以理解，在不影响大原则的
前提下尽量满足清廷的要求，尽早结
束南北纷争，结束战乱。

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建

议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
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
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
保留，最具讽刺意味的字眼“逊位”改
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
廷旧主子的最后一次效忠。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
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
袁世凯，紧接着，唐绍仪和张謇也相
继发来两份加急电报。唐绍仪的电
报强调南方独立十四省军民以生命
财产力争数月，其实目标就在一个

“位”字。
唐绍仪、张謇等人的警示无疑是

严肃的。袁世凯遂于2月10日召集内
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会议进行讨
论，他向各位详细介绍了南方的意
见，并表明自己的妥协立场，认为在
能让则让的原则下接受和平，这对朝
廷对国家都有利。会议经过慎重讨
论，还算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南方的这
个最后修正案。并在第二天获得了
隆裕皇太后的认可。承认共和为最
良国体，以为“大清皇帝既明诏逊位，
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
之终局，即为民国之始基。我同胞从
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
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大清国的终结只剩下一个程序

了。1912年 2月 12日，隆裕太后忍痛
连发三道诏书：一为清帝退位诏，二
为公布优待条例诏，三是劝谕臣民
诏。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帝制，也从
此成为历史陈迹。这一天为辛亥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距段祺瑞等北洋将
领给出的最后期限还提前了五天。

后来公布的《关于清帝逊位后优
待之条件》证实，以上电文已是有关
谈判的最终议案。这一优待条件的
主要内容是：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
号，并暂居紫禁城内；民国政府待以
外国君主之礼，而且每年供给四百万
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
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特别加以
保护。此外，还规定了对皇族的待
遇，他们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他们
的私产一律得到保护。

事后庄士敦对此评价说：“‘优待
条件’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上述
国家文件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宏
大度。实际上，当外界刚一得知革命
党同意皇帝保留尊号，继续居住皇宫
内廷，并负担巨大的年度津贴，以维
持他的朝廷和其他消息，便自然而然
地以此与西方国家处理废黜君主的
方式进行比较，并对中国的做法表示
高度赞赏。”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没有彻

底告别旧制度，谘议局的立宪派“起
了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
的妥协性的作用”。而这个举动让中
国避免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兵燹。

他又说：“‘优待条件’是解决革
命问题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共
和派不赞同‘优待’，也许从来不会产
生民国。无疑，一旦共和派和君主派
正式签署了‘优待条件’他们便被永
久地束缚到了一起。”

这无疑是参与妥协的北洋派、清
廷、革命党人等反复博弈的结果。革
命党人根据形势来修正一些自己的
政策或者自己的路线，来对自己的武
装革命方式进行了一个适当的修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罗斯帝
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相继覆灭。这些帝国的君主
无一留居首都，要么仓皇出逃，要么遭
到屠戮，例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
其亲属被苏俄政府秘密枪杀。与同时
代的废黜帝相比，溥仪及小朝廷相对
幸运。因此，鲁迅在事后对此评价说：

“二十四年前（指辛亥革
命），太大度了，受了所谓

‘文明’这个字的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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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首郡”初建于明
背面书“承流宣化”

即将修复的“豫南首郡”木牌坊，三
门四柱，总高6.6米。

姚柯楠说，豫南首郡坊初建于明成
化年间，清代因之。2007年4月，在对南
阳府衙照壁进行大修时，从原照壁地基
下发现4块牌坊夹杆石和数块抱柱石，其
中夹杆石通高 2.2米、宽 0.81米、厚 0.26
米，石身露明部分刻有俯莲图饰，顶部做
成蹲狮状，兽高 0.26米，比例严谨，刀工
苍劲，古朴庄严，推测当为明代遗构。这
也成为设计恢复该牌坊的重要依据。正
门牌坊是衙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遗存构件，设计复原了南阳府衙豫南
首郡坊。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其正面书

“豫南首郡”，背面书“承流宣化”。
据了解，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

存在，《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
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
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

“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衡门
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
的，旧称“衡门”也就是牌坊的老祖宗。
牌坊在古时候是门的称谓，但到唐，由于
城市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
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唐
代称这些居民区为“坊”。坊是居民居住
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
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
门，于是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
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坊，邑
里之名，从土方声。”《玉篇》中说：“牌，牌
榜。”“榜”同“牓”，就是匾额。合在一起
称“牌坊”，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建筑形
式。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称呼，百姓俗称
它为牌楼。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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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请看：清室优待条件的议
定无疑是袁世凯的一个胜利。⑦4

南阳府衙修复“豫南首郡”牌坊
最迟元旦前竣工，再现“南阳府”恢宏气度
□本报记者 李 萍

从人民路折进民主街，东行百米便看
到一片青砖灰瓦的古建筑群——南阳府
衙。照壁、撇山影壁、大门、石狮，尚未走
进去，历史的厚重和浸润，便在府衙古旧
的青灰色调中清晰地透露出来。不过，再
过不久，这里将增新景——确切地说，是
恢复一个旧景——随着府衙文物恢复修
缮工作的推进，“豫南首郡”牌坊将再现于
府衙门前。

“豫南首郡”木牌坊，是南阳府衙的标
志性建筑之一。此次“豫南首郡”的恢复，
是由国家文物局批准、也是府衙修复三期
工程的一部分。目前，原有“豫南首郡”牌
坊底座（石构件）已经恢复原位，随后将进
行木构件的上架安装、原有遗存抱柱石的
复位、牌坊的彩绘、题字等系列工作，工期
预计一个月左右，最迟新年前，“豫南首
郡”牌坊将再现府衙门前。届时，三门四
柱、遍施彩绘的木质斗拱式牌坊，在庄严
深邃中，展示南阳府作为豫南首郡的恢宏
气度。

因了秋雨，昨日“豫南首郡”的施
工工作暂停，但在南阳府衙大门前，
一眼便可看到已经恢复原位的石构
件。南阳府衙文保部主任姚柯楠说，
柱、梁、额枋等木构件也早已全部制
作完毕，石构件恢复原位后，下一步
将搭建木构件，后期则进行彩绘、题
字等，预计工期一个月左右。

“豫南首郡”牌坊因何而来？姚
柯楠说，“豫南首郡”为南阳府衙标志
性建筑之一。元朝全国置府33，南阳
居其一。知府秩正四品，设达鲁花
赤、府尹、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
控案牍各一员。时之衙署，规模宏
大，布局严谨，奠定了南阳作为豫南

首郡之恢宏气势。明代南阳府领两
州（邓州、裕州）11县（南阳、镇平、唐、
泌阳、桐柏、南召、内乡、新野、淅川、
舞阳、叶），治所南阳，且当时南阳为
重藩，是唐王封地。清代仍置南阳
府，为河南省九府之一，仍辖两州 11
县，为豫西南的经济中心，“清朝南阳
府位列‘冲’‘繁’‘难’三字兼缺，并直
接标明南阳府官缺为‘请旨缺’，由此
可见南阳府的重要地位，豫南首郡
坊，展现了南阳府政治地位及地理位
置的重要性。”

据介绍，南阳知府衙门整体布局
坐北面南，其中，府衙照壁、大门、八
字墙构成了府衙的第一进院落，根据

历史记载，在这一院落中，照壁两端
与八字墙正对处建有过街木牌坊两
座，即召父坊、杜母坊。“召父”“杜母”
分别指的是召信臣和杜诗，两人均为
汉代有名的南阳太守。豫南首郡坊，
正处于大门与照壁之间，“北有大门、
撇山影壁（俗称‘八字墙’）围合，南有
照壁呼应，东西为召父、杜母过街牌
坊，门前是豫南首郡坊。大门距照壁
22米，在撇山影壁的围合下，向内凹
陷，‘以退为进’，以此在照壁和大门
之间形成一个由外入内的过渡中介
空间；其中又有耸立突兀的牌坊、凶
猛威严的石狮加以衬托，更增添了衙
门的威严神秘气氛。”姚柯楠说。

“豫南首郡”，一展南阳府政治及地理位置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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