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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启超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梁启超的生平经历又与日本紧密相连。
无论是戊戌政变前，还是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都在苦苦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梁
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与缺憾，主要原因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难度颇大。
本书作者有幸接触到未刊《日文档案》，为此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带来了机遇。
《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在这些资料及其他有关重要日文资料的基础上，以梁氏十余年的行止
为主轴，并贯穿梁氏对日本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再现梁氏在此期间奔走呼号与上下求索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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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咏红，女，1971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浙江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论著数部。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多次参与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一般项目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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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林权助虽为梁启超逃亡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人物，但其回忆如与原始档案不符，则不足为
信。
林权助的叙述为数十年后的回忆，不免有错误及不准确的地方，而《梁启超年谱长编》采用其说，不
得不说是一件颇令人遗憾的事。
 林权助的叙述与真实出逃经过有出入。
另外，林权助说：康有为逃到上海，“在上海呆不住了，求助于梁，亡命到日本来”。
这一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康有为是先到香港而后到日本的。
 梁启超逃离日本公使馆时，是日本驻天津的领事郑永昌带他离开的。
因此，对于梁启超的出逃过程与情节，毫无疑问郑氏应当最为清楚。
根据郑永昌1898年9月30日给外务省鸠山外务次官的报告，梁启超虎口逃脱的经过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
 伊藤博文、林权助决定救助梁启超之后，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的郑永昌领事，郑氏“遂带梁启超回
天津，并于领事馆内滞留数日。
计划使梁乘坐9月27日由天津港出发之玄海丸渡往日本”。
直到9月25日晚上九时，“本官（郑领事自称——笔者）偕同梁启超及日本人两名，皆换着猎装，于下
午九时前后，悄然由紫竹林乘坐那船出发。
”但是，他们的运气并不好，被北洋大臣之小蒸汽船“快马号”追赶。
蒸汽船“快马号”的速度较快，凌晨二时，在新河近旁追上了梁启超、郑永昌等人。
“快马号”中，有清国之警备官员、带枪士兵及其他支那人二十余名。
于是双方争执起来，清廷官员称郑氏的船中有康有为一党潜伏，而后“不顾本官（郑领事自称——笔
者）之辩解，强施暴力，以缆绳揪本官之船，欲强引至天津。
”其结果是使梁启超、郑领事的船只向天津方向航行了两町余。
郑氏与清廷官兵争论两个多小时后，清廷官兵做出了让步，双方最终约定：清国警备官员及带枪兵士
，移至郑领事的船中以为警备，等船行至塘沽再做论判，而“快马号”蒸汽船则驶向天津报告情况。
直到早晨七时，郑领事的船只到达塘沽。
接着，登大岛舰的详细过程为： 本官（郑领事自称——笔者）之船至塘沽，时值早晨七时许。
本官之船行经帝国军舰大岛号之侧时，本官挥帽求其出迎。
军舰即刻放下小船，清国警备官及兵士见状欲逃走。
本官逼问警备之官员应按约详加论谈，警备官员答曰已无必要，遂移至他船，仓皇离去。
本官无奈遂乘大岛舰之小船，与其他三人至大岛舰稍事休息。
其后，留梁启超于大岛舰，本官同另两名日本人至塘沽停车场。
先由“快马号”急报，直隶总督荣禄为缉捕要犯，特遣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
津县吕宗祥三人及带枪兵士三十余名，于上午九时半许至塘沽停车场等候。
闻报康有为已逃至大岛舰，聂士成大感失望、愤怒，定要赴军舰捉回要犯。
王、吕两氏连连劝告不可，遂止。
本官与聂、王、吕三人同乘下午三时发之汽车归天津。
回领馆后特备书信，责问清国官吏因何对日本领事之举动无礼，并照会海关道应给予相当之处置。
时至今日，尚无任何之回答。
其后，清国犯人之搜捕愈加严密，现今将梁启超移至商船，当为极危险之举措。
当仍留于舰内。
特此报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

编辑推荐

《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在未刊《日文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梁启超十余年的行
止为主轴，并贯穿梁启超对日本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再现了梁启超在此期间奔走呼号与上下求索的历
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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