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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线路，北京对外联系的电报线共有三条，一条由北

京经通州接往天津，再经津沪线接通上海，被称为

“东线”£¬



“与各 国 商 议 事 件，全 赖 电 线 灵 通。
臣鸿章行抵上海，即查明直隶、山西两省电

线全行被匪拆毁，只得暂驻上海，尚可与外

洋往来通电……速将晋线次第修复，中外

枢纽方免阻滞。”( 李鸿章) ［9］4026

“晋省电线未修复，殊为焦急。祈速

设法赶办，以通诏奏。”( 刘坤一) ［1］卷39，19

“太原距京较近，但晋粮极贵，拳匪极

多，运道艰，电报梗，种种不便。地主又别

有见解，奏报供亿俱不如陕，故留晋幸陕俱

不敢请，只可敬听圣裁。总以奉旨捷速为

第一义。”( 张之洞) ［1］卷40



期，这一情况在清廷回銮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1901 年 10 月 6 日，清廷自西安起銮返京，由于“回

銮过豫、直各境无线，谕旨、章奏阻搁堪虞”，清廷在

回銮之前谕令各省“筹款展造潼关至河南、直隶11320刳



电报通讯问题不仅反映了庚子国变时期“中央

－ 地方”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上述关系施加了实质

的影响: 在庚子国变过程中，清廷电报通讯长期阻

隔，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联络却基本畅通，双方信

息的不对称导致原有的政治关系出现了失衡。各省

与清廷的联系受阻，使得短期之内出现了一种近乎

于“无中央政府”的政治状态，由于南方各省之间可

以进行自由快速的电报信息沟通，这就使各省督抚

在实施“东南互保”的同时，彼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

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加剧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

对立，亦对此后清末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内政治

关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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