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 *

郭世佑

如果说历史的结局不难使人一目了然，那么，历史过程的复杂

性就常常坦出后世研究者的估计与想像。 就史学研究而言.某些复

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场景未曾载诸文字，记载什么与怎样记载，以

及评论什么与怎样评论.又多依某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主观意愿而

定.这就决定了走近历史真实的艰难 。 窃以为.欲期起点颇高的辛

亥革命史研究继续深入，其量大难处也莫过于此。

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反消志

士之间从协商合作到最终皮目之曲折过程就存在某些待解之谜 。 梁

氏的庚子檀香山之行便是其中之 。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梁

启越"施展阴谋手段.在檀香山用‘保皇为名.革命为实 · 的谎

言 .蒙骗不少兴中会员.包括孙眉在内，转入了保皇会 。 ......连它

的发祥地都落到了鹊巢炖占的地步"①。 或者说. " 1 900 年 1 月 1 日

致孙中山的信，可以作为梁启超与革命派关系将要发生性质变化的

一个信号 . ~p从有合作城意变成了以合作为幌子的欺骗.带上了两

A如直所 ')I .I< r<1班料 ，执宦 ' 1 '1吗 H生H 乎院近 ft 'l!创立所{且i ft '1:倒在》主描冉业
英僻宽b!.'"且悦。 'i l 自昂什 '1' )'.:于准直主 i!j z 歌暨例的宣ft. 罩割据 ìt tifìt 
b!.漫大和l 坡肉" ì到大学时，ι 鸟在 (E . I-'ω时，安授的也出而孙也满此- 1[<" 甜

① 侬 Jf忱。怵晴平主!lii 0 .' ~革命址! ) 1 阳，人 I~ :1\陋 11: . '"阳.可n JU(i、 - 107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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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派的色彩"① u在‘合作'的烟幕下.逐步打入兴中会有传统势

力的各个地方，夺取兴中会的地盘和群众" ..梁启超那副两面派的

面目，谁还能为他辩解呢?" C2> 笔者虽在拙稿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

间梁、孙关系真相}由 中提出异议，只因当时虑及篇幅.毕竟语焉

不详。倘若专题考察梁启超滞留檀香山的主要原因及其真实言行.

摒弃常见的那种以历史的结局推导过程和以孙中山一方的是非为是

非评判过程之类做法，或许可望清理辛亥革命史中的一桩公案，从

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走近历史，抹去强加于梁氏头上的"两面派"、

"政治骗子"等不实之词，将思想主张易变的梁启趣与为人处世原

则相对难变的梁启超适当区别开来。

抵檀宵景

据冯自由称，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协商合作略有眉目时，

"同门十三人"由梁启超起草，致函乃师康有为..国事败坏至

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 。 今上圣明.举

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 吾师

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越等自当继往开来，以

报恩师 。"梁启超因而惹怒了师长，遭到康的斥责 。 此函的真实

性当元问题@。 至于1马自由说 u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

可遇，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

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Sl此说则未必+分可靠。 据梁启

姐离日前夕所吟 {别伊藤侯) u壮别"诗中"出匡恩未报，赠编爱

何深"等句.以及自注"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

沈渭槟， (孙中山与辛真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串 105 页 .

盘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虫楠》串 t 事，上海人民出眉址. 1989. lI!lO l - 1回页。

晕{历史研究) 1998 年第 5 期.

.见拙稿(!IJ却HlI!于勤王运萌期间晕、孙是噩真相). (历史研究) 19帽年第 5 期。

冉自由， {革命通史》第 2 集. .29 J!.另且再自由 f革命i&史》第 6.. 1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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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赐"由.可知伊赚博文的资助才是促成梁氏此行的关键，至少可以

说，叶觉迈的"携款赴日"并不十分重要 。 况且，还在同年 5 月

初，疑启超在致妻室李慧仙之函中，就提到将应邀赴美洲发动华侨

的打算。 他说 ..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

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即康女同薇一一引者)为教习，故吾之意，

欲令卿与同来也。 惟昨日忽接先生(即康有为一一引者)来一 书，

极富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 而金山人极仰

慕我，过于先生。 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 。 广

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

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过是矣 。 今欲开一商会.凡人会

者每人课两元，着人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 。 以此办事.

何事不成o. ..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

之"曲。 陈少白等人的类似回忆也能说明问题曲。

美国学者列文森对梁启超也不元微词地说..梁启超去 r檀香

山.但他的文章从未说明这次旅行是小小的阴谋诡计的结局 。 有两

次他宁可将它解糖为对来自美国的一个邀请的反响。 " (j) 而实际上 .

梁启租应美国华侨之邀一说有据可查.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梁氏事

后的解释.不过属于事实陈述，他并非希望刻意掩饰什么.早于去

檀近 8 个月前对妻子的陈述就完全可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为 WI

议报} 刊发 {复金山中华会馆书} 所写前言提到"去年秋冬之交，

因美属金山大埠华人致电，敦请往美 i董于十-月由日本首途.道

经擅香山，拟小住一月，即便前往 。"由 美籍学者张濒也承认..夏

也 量的跑〈壮拟h非 · 协I tJI麟桂 ) . (tt冰直告'爬宜 '爬Z四十Ii (下)) . 事。 页，

由 1899 年 5 月 3 日 ()\';绪二 卡 li 年 气 月 二 1- 凹日}暨启姐罩拿罩仙函 .T 立江、

届非因蛐(!It启届年晴任娼}第 177 - )78 .'1ì " 

。 l悔!l1.拙摘 (:IIJ制度于勤王 '"动嗣间!t 外韭4\且佣). (I!í史锐究) 1995 年第 5

期 "
(V 费]的#犬·嗣同~ /.'1 (Jo提ph R. Lt'vpn Stlß): (罪启趟与中用近代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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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夷最初只是他北美之行的-个中间站 。"①

梁启趋之离日，可谓一果多因。除了乃师的斥责外.旧金山华

侨的盛情邀请，回国发动武装勤王的唐才常、林圭等人之于经费的

巨额需求，日本政府拒绝接纳康有为重返日本-事在梁启趣与东京

高等大同学校学生 、 横滨华侨等心中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强烈

的离日愿望，这些都是促成梁启超远行的重要因素 。 更为重要的

是，梁启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并非檀香山，而是北美大陆.此行并

非针对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政治阵地，瓦解那里的兴中会组织而去.

而是为勤王运动筹款而去，檀香山一地原本就只是顺路经过而已 。

离日之前至抵檀之初，梁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连冯自由也

承认二人"往还日密"曲 <<友谊至笃"曲。至于冯称:梁氏离日前，

"特求总理( ~p孙中山一一引者)作函介绍其兄德彰(孙中山长兄

孙周号德彰一一引者)及兴中会同志。 总理坦然不疑.竟从所

请"曲。不少论著多承冯说，好像又是梁启姐在行骗曲。 但据陈少臼

回忆:对于梁启超..孙先生爱重其人.亲自写了一封信，介绍他

去见他的哥哥孙眉"曲。 倘若陈少白的回忆可靠.那么、孙将梁介绍

给其兄孙眉之举就出于孙的自愿和主动，而不是梁的索取所得 。 梁

启超抵檀后致伍廷芳-函中还提到<<逸{山有一洋字信，托弟面交

足下。"⑦ 倘若由此联想到孙中山致乃兄的那封介绍函，或许此函的

① [莞}张醺 〈暨启趣与中国思想的过擅).中译本.!r草人民出陋性. 1993. 事

98 页 。 另见李吉董 f孙中山与日本J. 11188-89 页 。

@ 间自囱 《革命通史} 第 6 靠，第 13 页.

@ 码自囱 {革命通史} 韧靠，第 IS 页.

曲同自 à!， (革命JS史}韧蝇，第 IS Ä. 

面 参见章开v;;、林精平主蜻{率直革命史}上册，事 106 页 s 李踊主蜻{中华民

国史}霸 i 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上跚 . I自 109 页.比渭槟 {孙中山与李主

革命).事 103 页.耿云志、 矗事海(量启越).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128 页.李吉董 {孙中山与日本)， 11189 页;等等。

曲 陈少白 《兴中毒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暨斜丛刊〈辛直革命}第 1 册.第

62 - 63 页。

⑦ 1筑)()年 3 月 3 日{光绪二+六年二月三日)量启越盟伍廷芳 (性.)函，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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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交"成分还多于介绍的成分，亦未可知。

况且.孙中山致孙眉的那封介绍函对于梁氏立足檀香山究竟起

了多大的作用.也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就现有资料来看，冯自

由的著述夸大了这份介绍函的作用 。 在梁启超到来之前，檀香山就

已存在保皇会成员的活动，已不乏保皇会的组织基础。 促使梁启超

在檀香山受到热烈欢迎的，与其说是孙中山致乃兄孙周的介绍函，

还不如说是当地多数爱国华侨对"保皇"主张的认同，以及渠启超

本人在戊戍变法运动中所造成的显赫声名 。 消政府的悬赏通缉，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海外华侨对梁氏的敬慕和同情。

1899 年 12 月 20 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恼称..康

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越先已通逃，稽诛(诸)海外，优复肆为簧鼓. fiJ 
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 离间宫廷.. ..狠心未改" ..着海疆各督抚

镶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 、 梁启超严密缉

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jfiJ.以申国宪。 即使

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①。 出使美国

大臣伍延芳接到上谕及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的电报后 一面飞致

函电各领事密悬重赏.广购眼线.如购致康有为者.赏银一万两.

梁启越赏银五千两。 如不能拿解， 当场格毙验实.亦一律给赏 ..ø。

由 (i!:蜡咽草华录l 且事 4454 ß臣 "

曲 1900 年 2 月 3 日 fIi延芳呈交且理衙门雨 .T幢幢"蝠{伍延芳'但〉 上册.中华格

局. 1993. 第 74 ~ì " 与草帽太后一班人血商捕坦血 . 量的血切齿凰相比，伍旺

茸所采谐的I.S万间贯价还谈不 1: ‘蓝世飞 IX 句 2 月 14 日 ( i!:蜡二 + 六年 11

月1-1i 日) . 消延再在童出通蝇上蛐，明确 )f倒胃曲 "不诠何项人'事，固有能

将JII有为 '创;翩姆在i!官. ，是明草草酷迫JI! iE r.t .直即霄'腿十万间 " 万 - i集

逝"单位置诛.只须且整F 身，确重;孟疑.亦即一体插世 ." ( (克蜡朝东华录i

ä1ll 4410 -材11 iIì)量:桂部根据革回国草树章I!料'年.迫 10 万两霄'鲁后来髓

李阉意等λ槽 III l'1 14 . 5 万两虽然李鸿掌'向香檀且'←h酷证.恤"拒绝

过一个行帽摩西卸的埠扭，但他/4l把~tJi>:蜡..有血的头帽汀下来的 1 万霄'各精

JJu f 四万闰\" 1 海坠垂在盼、来的世锦Z外且拥(/i下间" (tl来邻 (外中 111

与中国革命的起回).第 166 M . 睡 若瞌'"贯捕捉睡睡的面噩力而吉 . 10 万间
与 14 万两z~J.或 14 万间 11 14 .5 万两zr'l Jf元j;面性的草剧.李四A括与 k梅县

革如此加剧，似尤声;际草且.孟 If)走向制延$! 1' 1 他们响I~ U阳的~(徽性而已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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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梁启超 《夏威夷游记} 称，他是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 日即

189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2 时登上檀香山口岸的。 梁氏于 10 日后向

孙中山函禀行踪时，亦将抵檀日期称作 12 月 31 日，列文森等人的

著述亦多从梁说。 但据消方领事及时向伍廷芳所禀全文来看，梁氏

上岸日期为农历十一月 二十八日，亦即公历 12 月 30 日 .较梁氏自

述相差 l 目 。 究竟是长途劳累还是晕船的梁启超自己记错了，还是

清方领事的禀报有误，待考。而一般来说，后者的工作流程当有逐

日记载.其失误的可能性更小。

列文森说..梁启超上岸了，一个同事迎接了他，并为他在爱

林顿旅馆安排了临时住所。"∞但梁启超本人在{夏威夷游记} 中记

载得很清楚..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元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

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中暂居 。 - …·夕间同志己闯余之

来，不在禁限(指当地关于防止淋巴腺鼠疫传染之禁限一一引者)

内者，有数人来诀。 .. ø 意即上岸时元人迎接。 如果真有..个同事

迎接了他..他没有必要故意隐瞒。孙中山的好友钟工字后来也因

+啤..梁启超作为一位政治流亡者来到檀香山.事先并没有宣

布。"Q)梁启超是化装改名，手持日本国护照而秘密抵达檀香山的 。

上岸之前. BP遭到清朝政府驻檀香山领事的严密搜查 。 只因日本驻

檀领事出面交涉，得允上岸。据清领事当时向伍延芳报告..十

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日， ‘ 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严

密稽查。 其搭客姓名册内，并元'居启超其人，亦无中国装束、形迹

可疑之人。 惟头等客舱内有已经易撮剪发自称籍隶日本之吉田松阴

一名，其面貌与市间所售梁逆照相片元异。经税关再三盘i吉.始露

痕迹。 惟该逆持有日本政府护照，碍难;驳回 。 复与税关密商，暂照

日本工人人口办法，将其行李搜查，该逆所带银两不及美洋五十

① [量 〕 列芷矗(J咄ph R. L..even:JOn): (蟹启趣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泽卒，第 84

页 。

ø (J(噩噩酣记). (世冰室告量'.集主二+二)， lI! 192 页 。

CD Chung Kun 剧. My Seventy Nirie Yeøa:iD Haw8ii. 曾引自[曼]史辑部 f孙中山

与中国革命的起胃l 中译本. .回位骨科学出腼址. 1981. 霸 1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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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不准登岸之例适相符合。正在设词扣留，不料日本领事已得

消息，亲来力争，确保登岸 。 税关以该逆已改日名、隶日籍、服日

装 .m 日本政府护照.有日本领事保护，过为坚执.恐碍邦交，税

关实亦无此权力阻其登岸 。 该逆现寄寓客店，尚未招摇煽惑，容随

时加意访查，再行禀报 。"①

钟工字还回忆说，当檀香山的爱国华侨得知梁启超这位..政治

流亡者"来此..消息却像野火般传开来。 …人人都想见这位著

名的改良派" ..我也拜访了他，被这个人的魅力深深迷住了 。 夜们

这伙人是这样的热心，于是成立了一个‘保皇会.分会 o …..找们

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 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元。 梁启

租本人忙着到处去演说。 他对北京的腐败和政治阴谋内幕的揭露.

他对可怜的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紫禁城内中南海中的一个小亭里的描

述.以及他要使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所有这些以及

其他的谈话，都使我们热情鼎沸.激动不已 。 .. . . 许多人慷慨解

囊.捐钱给梁.以供他个人使用 . .. ... 咱 显然.钟工字等广大华侨

之所以如此热烈地欢迎梁启超，并非因为他是孙中山介绍来的朋

友，而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改良派"和"政治流亡者"还有他那

动人的演说与"其他的谈话"所蕴含的"魅力"。

冯自由称..梁居檀数月 . 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迸 ì自名为保

皇.实则革命.侨商不知其诈，多人被中，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

银十万元。 " <JJ 不少论者亦多承袭冯说，纷纷谴责梁启超的所谓"欺

骗"行为。但钟工字的回忆说得很清楚，梁启超公开同情光绪帝.

主张"保皇..为勤王而发动捐款.把"保皇"同建设"一个现代

曲 1900 年 2H3Hfli旺芳盟且用衙门踊. ({fi廷芳草》上册，第 75 M . 不翔lI!白

坦蛙为 r 节衍商制也见 .if蛙 4、想 U: i盘带切温擅香 111 消 方领事 与黄古扭宫对他

的搜索 阳兔i盘青蜻纠l所从嚼的挂国活确的'自斟鞠危险性，睡响细凯在功与德

拉. Jt (旦lIt ;li l!'1 ièl 对幢擅过冉与 日本?要事附中青草过剧毒孟渺且。

由 (，hu~ Kun Aî. My ~♀('vcn1 y Nin t' Ye<l rs in Hawaii 转11 自{量〕史挂部{孙 '1' 山

勺'和同宿命的晶，眼) . '1叫警 卫恨，串 162 页 "

@ 叫 fl l ll. (革命凰't ) 那，，j民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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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这完全符合梁启超当时在 《清议报}

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也符合他离日前同孙中山等人面商及书信来

往中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诈"可言，包括钟工字在内的广大爱

国华侨和部分兴中会会员，其主张暴力反满的兴趣并不比主张暴力

保皇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趣要大。

梁启超之所以在华侨中热忱宣传康有为的"保皇"宗旨，而不

是大张自由与民权旗帜，重点展示自己那有异于康的政治构想，主

要因为"保皇"旗号在广大华侨中颇有市场.而且当时西太后新造

的所谓废光绪帝为"昏德王"、立载满之子溥愧为帝，改元"保庆"

之类阴谋也增加了广大华侨对光绪帝的敬重和同情。 梁启超此行旨

在团结各派政治力量与发动华侨踊跃捐款.支持国内的武装勤王斗

争，以武力谋求政治革命。 至于勤王之后如何善待光绪帝.是扶持

他当君主立宪制的皇帝，还是当民主立宪制的总统.还是另选贤能

出任总统.都还只是未知数，这既取决于武装勤王运动能否顺利实

现，又取决于将来各方合作者的态度，只能留待将来去商讨，当务

之急则是力谋各方合作与筹款举兵。

钟工字作为孙中山的好友，他的回忆却不曾提到梁启超宣扬

"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类政纲解说词.不曾揭露梁启超的所谓

"欺骗"言行 。 其中无非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梁启超像冯自由所

叙述的那样果真说过，但对钟工字来说，这无关紧要.不曾留下印

象，要么是梁启超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其实，冯自由自己在别的场

合也承认，当初孙中山的暴力反满宗旨在檀香山的反响并不那么强

烈.孙中山在檀香山还不如 4 年之后梁启超在檀香山那么大受欢

迎，兴中会在那里的反满根基并不厚实曲。 冯还承认..梁知人心可

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绪复辟.始能据御外偶.侨商f言之，捐助勤王

军饷者大不乏人。"由

退一步说.即使梁启超真的说过"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且

由 参见拙硝 ( 01萨茧革命酣组基础再认识)， (中国社告科学) 1992 年事 3 阳 "

@ 码自囱 (1在命通史}韧蝇 ".1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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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檀香山的兴中会骨干们应作何种理解方可显示其有别于他方的

政治觉悟.若从理论的层面去分析.从梁启超本人当时所理解的

"革命"去判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冯自由乃至孙中山等辛亥志士

之于"革命"的认识水平去清理二者之间的个人恩怨.则不妨注意

到"名为保垒，实则革命"等语未必纯属无稽之谈。 为了谋求两

派联合.迅速凝聚两派力量.此时此刻的梁启超已经找到既能满足

孙中山一方的民主立宪要求.又可兼顾自身保皇情绪的政治切合

点，即"举光绪为总统"。 他在抵檀近 5 个月后致孙中山之函中.

仍然如此表述，已开始考虑放弃自己说得最多坚持也最久的君主立

宪制，接受总统制.亦即民主立宪制 。 其实，元论是此时梁氏所认

同的民主立宪制.还是此后梁氏回头所坚待的君主立宪制.都曾是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为之流血奋斗并曾分别载诸史册的革命方

案，都具有近代政治革命的典型意义①，无诈可言，至于以反满为

职志的孙中山等人只看重民主立宪制而鄙弃君主立宪制 . 那是另一

回事。矢志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坚持的民主立宪方案是以反满为前

提.不愿与乃师康有为分子的梁启超所宣传的君主立宪方案或"举

光绪为总统"的政治构想却是以..保皇"、"尊皇"为前提. 二者之

间原本就存在明显的不可调和性，这就决定了双方最终走到一块的

艰难.这是合作热情甚高的梁启超当时未曾深思熟虑的。

二梁启超与伍E芳

驻足檀香山不久.梁启超从旧金山华侨的来函中得知，清廷驻

美公使伍廷芳在那里控制严密，甚至还有人等着捕梁领赏.故对走

美洲发展保皇会组织缺乏信心度萌发在南美与香港两地中选择

之念。 他函告燎有为.自己并非怕死..香港且敢归.何有于金山，

况弟子已入彼会(指三合会.梁已在檀香山加入三合会，而且被举

为·智多星'之职一一引者)乎 ? " ..但上岸之无把握最可虑耳"。

山 谷见拙摘{非度，节命阶蝇鸟在础，lfiA iH ) . <'1' 国11.金牌学) 1992 年司lJ 期 l



梁启超庚~滞留檀雪山二Z谜 71 

因为在他看来..今筹款未必能多得几何矣，如金山之二万左右.

加拿大之一万左右，地力则已尽矣 。 此后欲再扩充，恐元几矣" 。

况且..金山办会之人，非一埠中之有望者，欲扩充亦甚难矣 。 弟

子窃疑虽往亦无甚益也。 故今所注意者.惟南美 、 香港两途耳 。 金

山本会近两水船皆无信来(弟子每船必有信往) .不知何故。 弟子

观其情形，内局既不知，外局复受恐吓胁制.领事出死力相抗，日

以逮捕家属为言.恐遂散漫，不可复振。 尤所忌者.倡办之人.有

望有力者甚少，而与外人结怨己深，恐弟子虽去，亦不能扩充几

多，或能多收揽致公堂之人而已，大商则难也"。① 至于自幼接受欧

式教育的开明使臣伍延芳在此期间之于捕捉梁启超的真实意图究竟

如何，也是一个待解之谜e 还在 1896 年冬，伍廷芳受命出使美国 、

西班牙、秘鲁之前，即曾奏邀梁启超以二等参赞随往，还以千两制

装费相赠，其器重梁氏有如此。只因梁启超已打算赴湘主讲时务学

堂.才被谢绝。 两年之后.时过境迁，梁氏以在逃钦犯遭到通缉.

伍延芳身为朝廷重点防患之地一一美国的出使大臣，奉命布置，这

在他致总理衙门之长函中即已充分体现。 至于梁氏在《复金山中华

会馆书》中称，伍延芳接到关于悬赏捕捉康、梁的上谕及总理衙门

的指令后..商诸美外部，未能得许.伍寝食不安.无所为汁，乃

会集中华会馆绅董之守旧者，请其致书檀岛，力劝勿往。 大意i冒官

吏悬赏购刺，元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切

宜自爱.勿投身险地..曲，令人玩睐。倘若伍的态度果真如此，梁

就不必通过 〈清议报》 当即公诸于世，否则.伍将难以向朝廷交

代。 梁启超所说究竟是真，还是为离间伍与朝廷的关系起见而夸

大其词甚至全盘虚构.倘若对照梁致伍廷芳的未刊函件，可知后

者的可能性最大，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不过"戏言"而己，不

必当真。

① 罩启洒在温圄擅香111两个半月之后，即收到"盘 Ilt 明筒匿贴，凡 1 最射来 皆

言已有辜人面备领花缸，切不可住气详见 1900 年 3 月 13~ 蟹的趟盟磁有血

函， (量启组年晴1<蜡)， .201.. 
<2l (晴议掘) 190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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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复金山中华会馆书}写于 2 月 18 日.刊于 3 月 21 日.致

伍廷芳函则撰于此函书写后不久，即 3 月 3 日 。 鉴于此函未曾收入

有关震启超的资料书，也未曾被其他论著所提及.加之此函所提供

的信息量还不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全函抄录.并作简要诠

悔。

秩A睛里使仁兄大人阁下.

日前J:.一书.戏言也。与公为戏，自知其非，故今史上一

书以自解.且负荆竭 。 今次之言，则非戏言也.请公-平心而

听之，幸勿幸阅毕而挪卉之也。

』在两次见足下所出禁保皇会之告示，弟不怪足下，何也?

居其职.行其事.固所当然也。 且弟前者经足下所招邀.人皆

如之。 足下设非与弟为难， "1 不能自免。 品地以 J思，周当如

是，单何怪于足下哉?特告示中之语，弟有本得不直陈其错误

於足下者。 告示屡以连罩草属之证明恐吓人，使勿入会.不知

此语是故为恐吓之词乎?抑具欲见诸实事乎? 如恐吓也， .I1} i手

#不问之。 若具欲见诸实事也.则弟谓足下之大误，无益於禁

令之事，而挺有轻于国，有w;于民.且有罩于足下也。 何以言

之，彼其人肯入保直会者，品其心志已经坚定.不丧生死，不

畏连原者也。 虽捕拿其在属，终不能使之回心转章，徒激其怒

而已。 他埠弟现在幸能周知，若植香山一埠.保皇舍之总理 、

协理、值理人芋，大半皆已入是籍，无事』且在唐山者.其余则

徒有事属，而彼#已不顾者也。 何也?其心已热极.不眼顾中l

害死生也。 赴汤蔚文且教往，况区区之事属哉? 是捕章之元益

者一也。 ~，彼入保皇会者，集资以应用也。 ~各处之贵既已

集成.既已付归唐山丸臭.虽捕其事属.勒令再出金.然其已

由之钱，既已量IJ 总会办事人之手，办丁许多事矣.虽散其舍，

而#不能解散我草办事之局 。 是无益者二也。 因捕章之故，激

动天丁之怒。 今保直会既已遍地皆有矣，南洋诸埠无处不王.

而三合会之人皆全数人我会，一激其想.必生大事。 因人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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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连罩太众.而会中人已有互相保护之约 。 因此，必激成大

置，所谓有罩于国者也。 各人真正军属多在外洋，若其在牢乡

者.皆房幸族杂耳。 中国官场积弊 ， 足下所知臭，一得此捕速

之命，盖役必乘势滋扰，择肥而噬。 真正事属未必能得，徒移

亲及疏，鸡犬不宁.生民涂炭。 前者杨于通既误于前矣 。 此等

事损阴德不少 。

足下亦广东人也，何若使各乡元罪之人.受此横祸，所谓

有罩於民者也。 足下若果不信弟言，轻办此事， JN 弟等亦不能
留情于足下矣 。 足下除非不到广草、香港则已;若到广草 、 香

港，而有人向足下报复，足下勿怪弟等也。 此所谓有罩于足于

者也。 足下之于弟，相待不为不厚，弟实感足下之情。 今请以

实事告足下:弟横滨实已与孙逸仙会议妥定，一切预备清楚.

举事之期不远矣 。 今英国有记欧洲列强皆被牵动，正我中国
自立之时也。 广东毫无兵力，岂足以敌我等 。 我等合许多人为

一心，合许多人为一会.其成功十有八九矣。 足下若不信，请

以-品问何启，必能如其大概也。

足下本属兴中会人，与孙文同党，又与弟有史惰 。 我草今

日举此大事，开盘之后，正息人才不足用，以足下之才学，必

当请来帮助者也。 今日满洲西后之官 ， 有何可 ilt之处? 保举足

下之人为樵野，今已被罪滴戍，足下之靠山已失。 而今者总理

衙门，又时弟之故，疑?l足' 0 今满任归国，但求不得罪，已

属幸事，尚望升官耶 ? 故为足下计，这宜投入我觉，最为上草

也。 即足下或不欲来.亦何必替满洲贼臣如此尽力 9 现时皇上

之冤枉，岂足下尚不知耶?照本心论.亦应中立而已 。 然足下

既做此官，恐连罩及自己身上，不能不照例出告示，以掩人耳

目 。 元论告示中作何语，弟必不怪足下 。 王若办理之法，则正

当含糊了事而已。 若总理衙门责成足下不能如辞，国'1 足下但且

d一语，谓人会之人 ， ß 出假名，现时未能确壶，侠查确再报

云云.总署#元如足下何也。 延;&.三两月，则足下已Ip任，此

事非足下之贵矣。 今正当将近满任之时，何苦与各埠忠义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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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结此一场大怨，徒惹祸於身上哉9

且弟今年不过二十八岁，自冈聪明才力，断未必长此以

终 。 无论此次之事能成与否.无论足丁肯束帮助与否，要之，

帚自忖度，未必元与足下再相会于中国之时，望足下再三审

思。 如以弟言为可行. IL在而行之，留此文惰，以为将来相见

之地步.岂不甚善?

弟之所言.非强足下以难行者，弟谅足下断无欲自借此事

以邀功之心，不过迫于总署耳。 如此椎宏，口之后任，而足下

自免结怨，有何难行之处耶?金山领事何君，为;是生( 'p何

启-~I 者)之弟，更不宜与我章为难也，想#不过照例恐吓

耳，望足下并劝告之 。 逸仙有一洋宇信，托弟面主足下者 。 弟

到华盛顿时.足下若不避嫌，当可静中约 -相见，共商大事 。

弟恐罩lI..足下.故作新闻纸痛骂足下.在明与足下实不同党.

使足下不是被提受罩，想足下#会此意.必不怪弟也。 现时檀

山疫症未平，幸如何日始能后程。 足下如有回信.或 主杨领

事.或写洋信封.主檀山日本领事署转立，均无不可。 寺此密

启 。 Jp请招安!

再者.弟所言与i!仙同办之事，无论足下肯助与否.切勿

泄竭 。 足下通晓西立之人，应知此等事实，于国革之进步有

益.即自己本帮助.#不可坏人京之事。 弟闺阁逸仙言，足下

实是同心之人.且与逸仙有书馆*-往，故敢直告，不以足下现

任做官，而避峰疑，实椎心直腹相待也。 若足下邀功首告此

事.则他日结成本解之仇恨，殊非足下之福也。 1此附及。。

全函近 2000 言.可谓不短.较之某些为公开发表所撰的文字，

其可信度是不言而喻的。 此函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如下重要信息·

第一，身为清廷出使美国大臣的伍廷芳根据上谕与总理衙门的

指令，在美国境内对保皇会的活动严加禁止.并以连累家属相恐

(1 ) 19州句 .1)13 f1(血绪 三 l 六 '1 二 ) 1 !JJ二)嘘的 "盟{(，芷 '/i 曲 .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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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 。

第二，鉴于伍廷芳在禁止保皇会的活动方面并不敷衍塞责.梁

启超情文并茂地予以规劝.建议伍氏要么脱离消廷.投入我党"

暗中参与武装勤王 ， 要么保持"中立\对清廷"含糊了事.. ..留

此交情，以为将来相见之地步"。

第三，为了阻止伍廷芳做出连累家属等事，原本在戊戌维新运

动期间与伍氏交情不郁的梁启越针锋相对，以"向足下报复"相威

胁.毫不客气。

第四，身为朝廷钦犯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与清朝驻美使臣伍廷

芳的关系非同一般、彼此之间还有通信往来.孙中山还把伍廷芳当

作"同心之人"。 而遍查〈孙中山全集》、 {伍廷芳集} 等资料与相

关论著，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当时的孙、伍之间哪怕只是一般交往的

线索。 如今不少研究者觉得，关于孙中山的资料已收集得差不多

了，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也快走向尽头了，梁函则无异于提醒我们，

关于孙中山的资料.还有继续收集的余地，关于孙中山的研究 . 也

远非已经无话可说的时候 ， 至少在孙中山的早年活动与多边关系上

是如此。 基于孙中山对伍廷芳的倩任与密切关系.梁氏才将自己与

列呻山等人合作"合许多人为一心，合许多人为-会"等秘密动

向如实相告..推心置腹以相待飞 "不以足下现任做官，而避搬

疑"毫无顾忌.可见当时梁对孙的债任也非同一般，毫无虚情假

意可言，否则，梁就不会在即将举兵的非常时期对各事其主的伍延

芳如此和盘托出而无所顾忌了 。

第五，梁在离日之前.已就联合起义等事同孙中山大致商谈妥

当.并非不了了之。 至于后来情况有变，那是另一回事 。 梁函所称

"弟横滨实已与孙逸仙会议妥寇，一切预备清楚.举事之期不远

矣"此言至少不会离谱太远。 何启既是伍廷芳的内弟.又是同孙

中山关系十分密切之人，何也参与了密谋两广举兵独立等事宜.既

然梁启超在函中提示伍廷芳，倘若不信梁函所说，可找伍氏内弟何

启(沃生)去证实.而伍氏要找何启证实，那是一件十分容易的

事。 可见，梁氏所言与孙中山联合举兵等事不可能在伍面前夸张太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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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否则，就很容易露馅。

第六，梁对伍廷芳软硬兼施，情势相袭，表明他还不完全是只

知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而是显得略有政治头脑.其中某些动人的劝

说也比较合乎其理，并且为未来的岁月所印证@。 此函对于了解梁

启姐的政治行为.进一步解读其政治言论.不无梅益。

第七.梁启超一边规劝伍廷芳"投入我党..还希望到华盛顿

与伍..约一相见，共商大事..一边公开撰文，将 1n延芳与李鸿章

放在一起大肆笔伐.斥责他们对西太后的"己亥建储'阴谋装聋作

哑..奉伪i冒着神明，仇新党如蛇蝇..不如 .. .'肯放扪心自问.. ..不

过欲媚吕雄、武氏、曹操、司马魏，以保其目前之禄位而已.不知

国且不保.位于何存?种将为奴，禄更何有7"旬' 原来，是梁启超

"恐累及足下.故作新闻纸痛骂足下，表明与足下实不同党，使足

下不致被疑受累"而已。显然.某些公开的文字宣传并不足以表明

作者的真实态度，简单化的文本解读就容易落入陷阱.难免留下也

待纠偏的后遗症 。

至于伍延芳对壤函有何具体反应.由于资料缺乏.我们还无法

判断 。 不过，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大致可以估计噜此后不

久.伍对梁与保皇会活动的严禁与恐吓似乎略有放松.梁后来还是

打算去北美大陆为勤王运动发动捐款。 在庚子勤王运动期间. lli廷

芳大致没有做过出卖梁启超或孙中山的事.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梁

函寄出后伍对梁、孙的活动向朝廷有何在#报的资料。

三赴美计划一波三折

梁启超原拟在檀香 1111豆留一个月左右.然后赶赴美洲大陆发动

山 倒捆. ~i且..~今'1'1、过二 1 八 岁 n 问聪明~. " 断本必民此U酶吗 X; it此

民主事能成 IHf. A: i~ 且 Hì 米陆肋 V ♂;. '~ Z. ~1I'j忖眩 • '+:;,Q'L'.j Jt F!I~ 

制生于中闲之时.句，且下川 市皿这-j占iI至少 12 'J Ll;!; 1到明智幢、 Ui二 人 一

问前耻于政'.的 JJj 也所 ilf. IUJ

ω .t 地 <!a山中华全 trr I忡 . (讷议报) '1\ J" 册. 1 帕。'f J 1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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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只因当时的情况时有变化，只好姑且留下，等待离岛时机。

迄至同年 7 月离开该岛为止，其赴美计划却-直不曾实现.乃至引

起种种误解 。

3 月 13 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提出走香港或南美的打算.

尤其希望去香港.以便加强港澳地区全盘规划勤王运动的领导力

量，克服那里的散漫状态，顺便加强同孙中山的密友陈少白等人

的联络，继续落实合作计划 。 他自告奋勇地对康有为说..盖弟

子诚见港、澳同门元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

口口口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 。 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

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在幻

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 。 "① 同日.他在致丘

寂园函中也说..弟欲游南美，然恐中原有事，太远去不能速归，

故尚未定也 。 "由 他之所以"未定\是因为还得静候康有为的回

音。

梁氏心里也明白，由于自己近一年来同孙中山来往密切1]. 而且

一再替孙中山说话，顶撞康有为，康氏已失去对他的信任，不一定

愿意派他去香港勤王运动中枢主持其事。 就在 3 月 13 日致康有为

这通函件中，他仍然明确反对康等以"卤莽"、"叛逆"、"大言元

实"等"狭隘"不实之词雷骂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痛恨我觉之乏

才..而且措辞严厉曲。

果然，对于梁启超的主动请求，康氏迟迟不予答复 。 迄至 3 月

20 日为止，梁启超在檀香山逗留已达两个多月的光景，却一直不

曾收到康的回函..良深愤徘"。 他禀告乃师..此间同志自闻去腊

CD 1900 年 3 月 13 日(光蜡二十六年二月+三 日)睡启届草面很有j jJ雨， (黛启随停

f曾任编) ，事 200 页 。

由 1900 年 3 月 13 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 U) 酷启届呈交丘植因函， (黛扇剧作

晴((0蜻)，第 202 页 。

面 1900 年 3 月 13 日 ( 光蜻二十六年二月十三 日)暨启妞踵康有为函 /'H牛不

如何曲.罪氏在此画中为孙咿山 .1111 租严词批评"间门"的边一部分恰恰披

{蝶启届年惜民描〉删去.笔者E曹撞稿〈筹划皮子勤王运动期间'脏、外五; 革真

相》 中补齐，情垂见〈历虫研究) I回8 年第 3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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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能以来.望内地事甚切，每船至辄询先生主意所在.元以为对，

不免稍令人灰心。"

向康有为请求赴港未获允准'梁启超除了考虑走南美，还是觉

得应该实现赴美计划。一方面，梁"拟即往巴拿马、秘鲁两处"发

展保皇会组织，争取捐款.他函请正在加拿大的时恩(惠伯) ..函

知该处同志.并将彼门牌寄下"叭 以便接洽。 另-方面，他计划

"与一美将大有所图"曲，拟同一个名叫鲁云的美国人去纽约.找一

位"前以三千万贷古巴民党者咱，请后者慷慨解囊，支持中国的勤

王运动，计划获得 1000 万元的资助。 梁启超在 4 月 28 日致孙中山

函中，也透露了自己的这一计划，认为若能"得千万左右，则可大

助内地请豪一举而成"曲。 数日后，梁启超便放弃了去南美的计划.

拟倚仗美国人鲁云的支持，全力图美 o

不久，梁启超发现那个鲁云"不甚诚实.不可恃人..找到

"在檀为有望商家"的另一个美国人赫钦，请求协助 。 据梁氏所知，

"此人曾与古巴之役者也. 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也..@ ..彼发大

心，肯借往纽约，谓若弟子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

之成可望八九..梁拟"下月借往"白。

弱者往往希望出现奇迹。 梁启超本人固然始终明白赴美谋求巨

额援助之事"成之甚难.. ..虽谋之，然不可恃之.盖天下禾有不经

。 1四0 年 3 月 20 1:1 (先绪二 I . "~ "f二 月 二 1 日)蒙自届主u挺有为画. (震 Jil 届 '1

遭长捆).第 204 页 。

曲 l佣0 年 3 月 13 ~ (觉缩二 f 大年二 )) t . ..， 日)暨启翩草叶且画，纱件.

<;!J 1咽0 年 3 月 13 日 ( 血蜻二 卡六年= Jl T ~ 日)暨启届盟丘革国函 〈暨白届年

瞄怔娼).事 202 页 。

<l) 1900 年 4 Jl 29 日(J\';绪二 | 六年四 月 一 日}辑启超盟丘草园画. (量自届作 i持

怔植).第 240 ~( . 

。 1销10 年 4 Jl 28 t1(J\';蜡二 1 六年 月 二 f 儿 R )晕目趟量外中山雨，世件。

多p，e. (量任公先生年ìII K植树J摘》油印本。 酷 3 月 20 日量庸才晴等人曲中也强

调悔一下万Z公司.K:恼蕾舞，庶 )L ií 捕 。‘

曲 t锐灿年 4 月 12 H 睡 fl 届主躏布为前. (章自圆年晴K编).第 219 页 .

。 19惆年 3 川 20 tI ( 血蜡二 +六年ι: )1 二 卡日) !在启踵鼓攘二何为蝠. (繁启届年

讲 K描i 理~ 20.1 - 204 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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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血汗而能得之权利也"田，他甚至还说.赴美之行..或可大有收

获，然恃人不如自恃，仍望各处同胞，发愤团结，是乃脚踏实地工

夫也"曲，但在致乃师函中，他又强调"孤注一掷亦无妨

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飞..泱意如此办理矣 .. 吻∞。 显然，他

已无意于征得康有为的同意，并且兴致勃勃地致函开导孙中山，不

要轻易发难，需做充分准备。

由于梁启超所依赖的那个赫钦在檀香山是个巨商..薪工甚昂，

与之同行六月 ， 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偿其利益"⑥，梁启超还得先

为赫钦补偿一笔商业损失。果原来估计此行补偿费、路费与活动经

费共需华银二万元，稍后又预算"须费二万八千之本钱'吻。 当时，

檀香山保皇会成员"虽捐有五万之数.然尚未开收..原因是檀香

山保皇会因清方领事"极力阻扰..还不曾在当地美属"政府取一

立会文凭"曲 ..现只得同志而有力之各人先行捐出应急用，故其余

更须稍候"。 他估计，在檀香山"扩充之后，必得至十万以外吧。

为丁做好离檀赴美准备，梁启超除了竭力筹措此行经费外，还

抓紧同地方政府交涉，争取使保皇会的合法性得到美属檀香山地方

曲 l帕0 年 3 月 13 日(光蜡二宁式年二月十三 日)暨启届噩匠草园函， (暨启植'f

i茜/(;编)，第 202 页 。

ø 1900 年 3 月 20 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卡 ß) 暨启超量非商书.抽件。

曲 1900 年 3 月 20 日(血绩二卡大年二月二十日)罪启届盟躏有助画 ， (囊启 li 'f

谱挺蜡)，第 204 页 ，

(j) 1900 年 3 月四日〈先蜻二十大年二月二+八日)辑启趟倒置蛐.忠 幢主嚣

书\{罪自届年躏任编)，靠 208-211 页。 幢。据擅瞄第 212 页脚性.腐才常

字{白血忠"即指眉才常. 盖于唐才市主字，许多有是眉之传记且庸之胞~才

质所撰{唐才常烈士年晴》均未提到'才晴字伯思，不过，庸才常 Jj此画追悔

刑量之一，当无歧义。 "稚"指扯平(菁贤)，据《自立舍里料靠}编者估计.

"城"当 3句"谭"字之诅，即指梳理.比1草原名克捕。

面 1900 年 3 月 28 日(光绪二「式年二月二才八日)蛙启超"直蝇忠 幢三百

书\{罪自翘年晴怔编) ，第 208-211 页.

曲 1900 年 3 月 28 日(光绪二十大年二月二十八日)暨启越盟l1li有为画面， (睡启届

年 i黯怔蜻)， 1Il 2 1O页.

由 1 900 年 3 月 28 日(先蜡二十青年二月二4 八日)繁启越"重罐、忠、辘三权

书\{暨启超年晴民编丸l1li 208-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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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认可。 另外.他将此行计划饲檀香山的组织发动情况函告分

驻新加坡、澳门、横滨、上海、加拿大等地的同人.提醒他们不要

疏远同檀香山保皇会的联络，以免影响土气。 3 月 20 日，他致函唐

才常和狄平，告以"于半月内即倩往纽约"①。 梁氏曾"拟半年遍游

美洲"叭 "现接唐山来信，消息甚急..估计"于日间两三个月肉，

即行起义..辄打算待赴纽约办妥借款后，迅即折回广东西。

3 月 28 日，梁启超再次函告唐才常等人，借赫钦赴美的日期已

定为"三月十一 日"曲，即西历 4 月 10 日 。 同日，他又函告加拿大

的保皇会骨干叶恩，相约在轮船路过加境时与之一晤 。 他说..弟

已决四月十一号(西历，原文如此一一引者)乘阿喊钳船来囔高

华，与一美国人及会中一副总理张君梅如同来。 到埠绝无停留，即

往纽约办一极大极要之事，故先行信|到下 ， 祈到时预备招呼一切。

弟来时写船位乃用西人名 。"梁将他与张的西文名附上，嘱"着上

岸时或有窒碍，望兄妥为照料"。 由于总理衙门多次电请美国政府

阻止梁启超登岸.粱"周美外部实已行文税关.设法阻止..故嘱

叶对此行绝对保密..此事切不可张扬.除兄之外.不可令一人知

(多一人知.则多张扬一分).虽极同志者亦不可使知 。 ... .弟到贵

埠，但住客店.不见一人，惟一见日本领事，即刻搭火车前往.当

日即行.并不逗留.疾雷不及掩耳，乃能妥当 。 兄但会此意，密之

又密，是所切铸! ..。

梁启超原以为此行定能成功，诅料美国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

策..仍以疫防为故，只许白人搭船，亚洲人皆不许"。 其实.包括

由 1领10 年 3 月 20 日(先蜡二÷式年二 J 1 二十日)聚居届盟庸才常 扯平(高帽)

面. (罪启届年iII怔编) .市 203 页 。

(Þ 1900 年 4 月 16 11 (先蜻二 l 式年 Il I- t fl )暨的越盟宫犁悻皇合同志雨，

如件。

Q) 1900 句 3 月 15 11 1 J\";铺二 1 - :六 '1 二 )11-1， 11) 酷的越最黄瞒面，排件。

G) 1900 年 _'1128111 此蜻工 1 六 '1 二 Jt 二 l 八 H ) 睡川剧"擅峰、忠、罹 H 

1γ. (曾启届年谓民编) . ';fl 208 、 211 虫 "

由 l锁则年 3 J1 2811 1 此绪 二 1 六 年二 )1 二 f 八日) 囔白跑敛叶思蝠. (援启届年

i~K植) .寄~211 1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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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内的华人也曾接受种症之法种疫"虽种.仍不许..梁氏

"欲飞元翼，夜夜膏兰 自煎"①，只好被迫取消 4 月赴美之计划 。 在

他看来"此事志在必办"飞'\，不能放弃.即"以全权交赫氏先往办

理

檀香山为打破美国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争取赴美计划的实现而继

续奔波。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设想抽身赴澳洲筹款，只因他已约容闵于

近期赴美协助筹款而作罢。 4 月 14 日，他函告雪梨保皇会同志:

"弟前本拟即来贵埠.顷有与美国政府互商之事，日间容会 *i司已

约定即来美同办，故不得不候之，以此事关系重大也。 " (1) 康有为当

时欲来檀香山 ， 被梁启超劝阻。梁函告"先生来檀之议.万万不

可.檀禁华人更严于金山，弟子之来.乃以柏原名来者，仅能登岸

耳。"由

争取赴美洲大陆的计划可谓-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此檀香山

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借口阻止华人入美的条规经梁启超再三交涉之

后，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随之而来的是护照问题。 梁离日

赴檀时所用的是日本政府颁发的护照，现在日本驻檀领事告诫他:

该护照在美国大陆已不能继续生效"着往金山，彼处日吏不能肩

保护之责，苦口劝勿往，并云已告金山领事，此护照作为废纸，若

① 1900 年 3 月 13 日〈光蜡二十汽董事二月+三 日 ) 蜓启超敛廓街为函. (~ 1f~且<y

请怔蝠) ， 第 201 页 。 1900 年 3 月 28 日(光绪二 「六年二月二f 八 H ) 酷的届

暨攘有为橱 ， (醒自届年世*蜡)， ，再 210 页。

由 19ω 年 4 月 4 日 (光蜻二十大年三月五日)暨自届量靡离为画 《疑自届年晴

任捕) ，第 213 - 214 页 。

由 1900 年 4 月 14 日 (光绪二+大年三月十五日 ) 罪启届盛雪里惺且会请同4、 m画，

抄件。

曲 1900 年 4 月 4 日{光蜡二十大年三月五日)睡启简单瞄有为函， (醒自届 lf il!

*娼)，第 2 1 3 - 214 页 。 醒民称"以拍原名来\章指情剧本峙直柏跟宜太郎的

妒照而来. 近据日本京都大学人立科学研究所辑间直树先生向噎者提供钱章，

相原文太郎在国忆中靡"矗他向.民提供了走费酬所用的妒照。不过 ，据消方

驻檀香山领事在暨民靠蝉菌的擅查结阜所知 暨氏所用的是古由世阴的F照。

当以晴方领事所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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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恐生大不便"。梁启超无奈，又不得不决定"现时暂不往

..暂留招待"①.继续办理当地保皇会事务，盼望赫钦传回佳音。 结

果.赫钦携梁启超辛勤获娟的 2 万元一去不复返，音讯全元。

美商赫钦骗 2 万元而去.梁启超于心不甘，仍然设法争取赴美

资格，镇而不舍 。 经过几番努力，始见转机。

7 月 4 日.檀香山保皇会举行盛宴，为梁启纽的美国之行募捐'

"共力加日捐六千余金

黄、钟"又各加捐三千元..曾经 l句保皇会捐过 1000 元的孙眉也托

人带来 50 元作为馈赠 。 梁启越打算 7 月 10 日乘"阿士梯耶"号赴

美.只因当时船票十分紧张.需要提前两周左右方可..得船f位主

而此时此刻.两湖‘两广的勤王起义在即.他又接到从新加敏、香

港两地发来的催他回国襄理起义的电报 。 经过一番权衡.梁启超对

孙中山之兄孙眉说.襄理国内起义一事"有弟不为多，无弟不为

少\而"美国事则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现时仍 〈 以 ) 往美为

多..他计划于 7 月 20 日离檀赴美.淫接受家住茂宜的孙眉所托.

准备将自己上门传授过功课的孙眉之子孙昌(1 881 - 191 7)带往美

国深造，嘱孙眉速送孙昌于近日来檀岛候船曲。 一切准备妥当 .梁

启越只待 20 日赴美，以实现自己近年来的一个凤愿。 诅料成行前 3

日..接有新嘉拨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

即日回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 。 梁启超估计..看此情形，必是起

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 他当即函告孙眉.自己不得不取消美国

之行..改而东归..决定交1. 2 万元赴美捐款直接用于国内起义，

于 18 日乘日本丸离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相机进取。 而

..弟既东行.行踪无定，所有阿昌相随之议，似可作罢论。 盖东方

无甚可开见识之事，而阿昌现当就学之年.似仍当令其人书馆.胜

于东归也。 此子循良.弟甚爱之.望其勉学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

飞。 1 <X则 'H 月 20 11 (克蜻二 |六年凹 11 - 11) 睡的届盟IIH"，嗣. (酷的剧作 ið

怔蝙) .事 231 ~L 

I,;!) 19UO 年 7 11 7 11 't !iliI到外们两.忡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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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由于滞留檀香山半年期间不见孙中山的回音，而勤王起义

迫在眉睫，离檀之前.他向孙眉再次表明自己欲谋与孙中山合作的

心愿，嘱将新获捐款"赶收赶汇"以应国内"需款之急咱，然后

匆匆踏上返日航程。

梁启超离开檀岛之日，也就是其庚子年美洲大陆之行的计划彻

底告吹之时。

四就炮筹款

赴美不成，梁启超在檀香山滞留凡半载余，一边就地筹款，全

力支持已折回国内随时准备冒险发难的好友店才常等人的勤王活

动，一边纷纷致函藏居新加被的康有为与澳门勤王运动总机关等，

不厌其烦地献计献策 。 关于后者.因篇幅有限.本文姑置不论.兹

针对梁启超的就地筹款活动稍作说明。

梁启超抵达时，正值瘟疫刚过，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借口，纵火

焚烧华侨居住区，当地华侨不啻雪上加霜。 据梁启超估计..经白

贼，劫火之后.损伤五百余万.元气大耗"飞.能否在那里筹款"十

万之数

梁启超借助于精彩动人的演说告诉广大华侨'只因清廷腐朽.

祖国落后，彼等才会在国外备遭歧视和欺凌。 他大力宣传举兵勤王

的重要性，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号召他们加入保皇会，踊跃解囊

捐款。他在檀岛的短期活动，使那里的保皇会组织发展迅速，有声

有色。他迅速组织起一个以梁荫南为总负责人，钟木贤、黄亮、卓

海等 9 人为骨干的领导集体..许预机密..而且分工明确 。 凡"与

总会会长及各处本会密商事"皆由梁荫南经手曲。 "密{言皆由彼于收

① 1900 年 7 月 17 日量自姐噩孙圃画，抄件 .

ø 1900 年 3 月 13 日{光蜡二+六年二月十三 日)暨启越量丘草园画， (噩启届年

谱!<;娼) ，第 202 页 。

由 1900 年 3 月 20 日(克蜻二+大年二月二十日)暨启越罩曲'有为匾， (晕目圆年

菌桂植)，事 2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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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复"∞。 在梁启粗看来，他们都是"肝胆可托，一切可共者也"(2) 。

尽管新加披侨商丘藐园慷慨解囊 20 万元捐款使康有为所镇守

的新加坡所获款额在各保皇会分会组织中首屈一指，而檀岛→地组

织之严密.发动之普遍.实为包括新加披在内的海外其他分会所不

能企及。 梁启超曾对筹款 10 万左右毫无把握，而一周甫过，根据

会员发动情况.他即改变自己的看法.变悲观为乐观。 3 月 15 日，

他在致简兴仁函中，就重点通报了自己近期内的活动成果..现时

弟在檀香山，檀埠会已大成。 正埠四千余人，而人会已及一万二千

余份。 " <;l>

应当指出.梁启趋之所以能在多灾多难的檀岛克服重重困难.

在短期内使保皇会的组织发动颇见起色，固然同他那名震遐边的著

名改革者与政治流亡者的声名、感情丰富的政治演说、深入细致的

组织发动是分不开的.但同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兴中会的政治基础也

不元关系 。 梁在某函中提到..檀山人心踊跃异常，人人咸怀忠义.

尽力以赞大举"。 其中捐会份二千份者二人·黄亮、钟木贤;捐一

千份者七人;其余锅数百份者百余人 。@ 恰恰是这些骨干带头认捐.

才使梁对筹款 10 万元充满信心 。 而其中黄亮、钟木贤等人就曾是

兴中会的骨干分子.冯自由所歹IJ <兴中会会银及收入会银时日与

进支表}就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姓名 。 尽管他们在 当时都只是

"娟人会底银五元..远不及后来向梁启超捐银那么大方.但兴中

会毕竟是他们涉足政治活动.以实际行动关心祖国政治命运的起

点 。

梁启超在兴中会的发祥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组织.使昔日的兴

由 1900 年 3 月 2R 11 ( J\';缔 二 l 六年二月 二 |八 (1 )罹白血"直峨 . 忠 幢 ~ fl

格\{酷的剧作晴怔蝠) ， 1Il 208 、 21 J îJi 、

由 19剧年 311 20 日{克绩二 | 六年二 月 二 t . 11 )踵而;目盘磁~，.为雨. (~rl 姐年

谓民植)，事 205 ;i " 
白 19四年 3 月 15 H (趾铺二 | 六年 二 Ht ' lill ) 黠白跑蛊简兴{蝇，抄件

(j) 1 锁则年 3 Jt 11 口(J\';绪 二 1 六 句 工 Jt t 七 11 )戴白跑跑巳 Jii 悻借古 li~ιtl

忡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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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会员纷纷转向.汇聚在并不曾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保皇"旗帜

之下 ..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形同

"鹊巢f呜占"曲，此事原本就容易使孙中山迁怒于梁启超，也容易使

后世研究者根据兴中会会员转向保皇会的结局，去逆向推导和指责

梁启超前往檀香山时的主观动机。倘若由梁启超揭力敦促和牵线的

廉、孙之间的合作或梁启超告别乃师康有为而直接同孙中山的合作

果真成功，过去的一切都好说。既然廉 、 孙之间最终反目，作为康

门大弟子的梁启超最终又不曾抛离师门，而且后来还公开站在暴力

革命与民主立宪论的对立面，梁在檀香山所做的一切 ， 也就容易成

为影响梁 、 孙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对孙中山来说.欲将新账与旧

账一起清算 。 尽管孙中山在复黄宗仰函与 {敏告同乡书》 中并不曾

具体针对梁在檀岛的情况而开火，但感情的疙瘩与愤激已经横贯于

胸。

梁启超于 3 月 13 日致乃师康有为的那通函件写道..……且行

者(指孙中山一一引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 ， 广东一落其手，

我辈更向何处发韧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

-空言可以自欺也。" <:D 不少论著借此认定梁启超当着孙中山说的是

一套.背着孙中山却千方百计争地盘，是十足的"两面派"和"政

治骗子" 。 其实，梁启超此语恰恰是在批评师长等讥笑孙中山..毫

无势力"的 "空言"而发 。 倘若通读金函，梁氏的本意就看得更加

清楚。 此函劈头即说..同门元人才，弟子始终不能不痛恨此事。

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元一字之答(仅有

人代穗回答一书.书中皆闲话).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

事耶? 抑以弟子为不足与语耶? 港、澳近日布置 . 弟子丝毫不能与

闯.教我如何着手?弟子每-念及南中(指梁氏好友唐才常等即将

在南方举兵一事一一引者 ) .时时惶惑屏营. 不知所倍。 今海外之

① 李章所主编{中华民国史) 1自 1.. (中华民国的创立》上跚 . I自 110 DL 

由 章开玩 . 林增平主鳝{辛草革命史F 上fI. lf! 107 页 。

也 1900 年 3 月 IJ 日{光蜡二+大年二月十三 日 } 疑自姐置腹有身面 . (暨启疆军

晴任捕).第 2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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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元一

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恩此，辄觉无地自容。"曲 可

见，梁氏此函与其谋求孙中山合作之意愿并不十分矛盾.因为谋求

合作也是需要实力的 。 何况，当时海外绝大多数爱国华侨的确都对

勤王运动寄予厚望，康、梁师徒理当考虑有所交代。

冯自由称.总理初闻梁专心组织保皇会，尝驰书责其失信背

约.梁竟元词以答。 " <2> 不少论著亦从冯说。 窃认为，尽管我们目前

还无法找到孙中山的这封函件，淫无法断定孙中山究竟是从什么角

度和在多大程度上来谴责梁启超的"失信背约"的，有一点可以肯

定.滞留檀香山期间，梁启超一直在争取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继续

谋求合作 .梁竟无词以答" 云云 ， 当 与史实不符。 及 至 4 月 28

日，梁氏在致孙中山之函中，仍在重申"必当合而不当分"的主

张，期待 "握手共人中原"ÇD 。 至于孙中山是否回函过.倒是不得而

知。 就在函孙之次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仍然为自己的合作主张

辩解，并强调..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

废食。 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 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阙大

大度，而莫恶于猜忌。 盖猜忌二字 . 最易拒人于千里之外也。 夫子

所责弟子多疑之说.弟子今知其弊 ， 痛 自 改之 。 然此义乃欲施之于

同门不同门.皆如是也。 " U!

梁启越不是不知道 ..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

许可'咽，但他坚持要说。 他不仅多次对孙中山说，还冲着康有为等

反复说，这显然不是"两面派"之类所想与所能做的 。 及至离檀前

夕，疑启超还不无自信地函告孙眉 ..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

由 l抽0 年 .1JJ Ll U ( 血站工 1 六年二 II-t 主 n) 耀自届盘磁有为函 . (螺启扭 lf

嗣任编).前 199 J旺 。

I lJ 叫白 111. (等命遇也》 例如，带 16 贞

(~1J 19阳年 4112M II ( 光蜻二 l 六 年 月 二 1 凡 11 ) !1L\'l越盟孙中， 1 ，;，;. (繁们 屈

'f.iø K植l 罪 258 !i! 、

(V I咧旧作 4112911 (j(;蜻二 i 六吁阿月回 }酷的届盟瞒自为曲 . (睡 [1 届年 i量

怔蛐).第 232 页 .. 

。} 例~ -- ift. (睡川剧 ~ I : ì自 K描l 币 211 ft J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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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 " (}) 梁启坦白日

本转道上海。 据日本东亚同文会驻沪成员井上雅二估计"梁启超

和孙中山不久前似在东京会见"但彼此"没有成为同志 "ø 当与

孙中山的挚友宫崎寅藏 、 清藤幸七郎因康有为误解和指控而在新加

披被捕一事发生关系甚大。 此后不久，梁启超仍在通过陈少白而谋

求两派合作曲。 滞留檀香山期间.梁启超究竟在孙中山背后搞过哪

些小动作?冯自由的著述似乎并未提供具体的实证，尚需相应的资

料挖掘。 窃以为.地盘与经费固然属于暴力革命者与保皇者在留日

学生与海外华侨中的必争之物，夸大自身力量与前景之言行在所难

免，但置身檀香山的梁启超毕竟仍在着眼于两派合作之全局，常从

"同门元人才"的现实中看到反清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过人之处.故

对孙中山等人还是比较尊重.为携手合作留有余地。

正因为梁启超对保皇会内部的种种缺陷与漏洞了如指掌.他才

深感焦虑，忧心如焚。 他对康有为说，自己在原兴中会会员钟木贤

等人面前宣传保皇会时"不元夸张之词，实愧见之"曲，心里总感

到有些空虚，这显然不是一个惯耍阴谋诡计者所应有的态度 。 尽管

康有为多次函嘱梁启超在檀岛选派"海陆军人\充实港、澳等地

机关的力量，梁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其中一个顾虑就是..此间保皇

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此间人无论其人兴中会与否.亦皆

与行者有交) . 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

彼党耳。 若一旦归来 ， 吾党之人既已如此{弟子此言非轻镜、介

也。 其人慎密之甚，乃至同志中得力之人亦不交一字，则不拒人于

千里之外者几希矣) 。 而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

祥 、 如邓从圣(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 ，

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闽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元人也).此间人皆称之。

。 1900 年 7 月 17 日罪自越堕孙圃画，钞仲.

面 {井上雁二 日记). (近代史暨斜) .74 号. l院 1 25 :øl .

@ 陈少白 ， (典中告革命史10. '"固近代史暨料丛币J (辛~革命)!自 1 册 . lII 64 页。

(j) 1 9∞年 3 月 13 日(光蜻二十武等二月十三 日 ) 螺白面擅自便有为曲. (囔自届年

晴桂蝇).罩 20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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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辈一归，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 吾赔了夫人又折兵，

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 为了满足

康有为的派人要求.梁启超还是打算"拟派三数人来.但不欲派曾入

兴中会之人"曲，以免兴中会中人看破保皇会的底细。

梁启超对坚持站在孙牛山一边的兴中会骨干刘祥、邓从圣等人

相对尊重，可i胃难得 。 他在致函徐勤时， 一边嘱徐动员刘 、 邓工人

加人保皇会，充实本会的力量， 一边提醒徐，不要再像康有为那样

诋毁对方和轻视对方 。 他说..行者之党有自檀归稽办事者， 一 日

刘样，→日邓从盛，檀人皆极称其才，以为出现今檀居诸人之上 。

邓尤为倾家数万助行事者也。 今皆在香港.刘则在东西轮船公司为

买办云 。 兄不妨借同rj 、智 (即负责广东勤王事宜的江之岛结拜者梁

炳光和张学一一引者)往见之.说其入我党.看能否?若得之.可

帮多力 。 但说彼时，不可诋行者。 但云今日 用‘勤' 字机会最好.

而我党众多力厚云云可耳。 盖闯其于行者.尚始终不渝也。 此间人

至今元背行者.彼能令众人所服之邓某倾家而不怨.至今犹助之 。

此两人岂可全轻者? 吾党鼠诋之.谓其本来无一物，未免掩耳盗

铃。 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得无太不知彼乎?吾辈日轻行者，

其毋使他日之所成，尚不及行者也。 行党今亦轻我.其 i肯吾党皆书

生，必不能成事。 吾党其思何法可以间执海慧、之口也。 然我辈同心

实痛.攸弟每闯行者之言 ， 未尝不愧也。 .. ..教会诸入，望兄极力周

旋之。 行党亦不可得罪 ，多与少口委蛇可也。 相见时不可与驳论，

或当偷学其方术，彼辈用心于此事既久 ，阅历深于我也。 " (2)

l j) J锐)()年 4 月 29 日( 趾站 工 / ' 1".、句 问J/削 )睡 (1 眉致i艇{j为画画. (峻的届年谓忙

!Q). 111 m 茧，

白 ro咽1 年 4 JI 29 11 (业结二 1 六句阳 J I 1I1一 )醒民届世悻勤雨.持件 ， 据， (紧

的挡住事情怔蝠 ) ::n 2 站 、 240 ~t性法过此闹的大部分 ι 锥4虫.jo成 111 ~'1继蜡E酬~

A'l 副主于孙中 111 科D~lll去的忐幢 i主一段 " 且 水利l 串咕 I;J .PI!剧样墨幌 ff 山 剑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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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X I~I 去创 古时早世丑: Jl肉 Ih&农崎 . 击n、 -.U、远之 lk心\参加过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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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学其术"固然属于不可告人的"小动作'\但毕竟是以

"学"为核心，它表露了梁启超指望以孙中山之长补己之短的意念

与决心。 在檀香山发展保皇会会员与建议徐勤争取兴中会骨干刘

祥、邓从圣时.梁启超为日后继续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始终留有可

供争取的余地，并未同兴中会闹得势不两立 。

梁启超原本指望借助于麓钦此行的成功去大干一场，最终却大

呼上当，悔恨交加，康有为及澳门等地师友纷纷怨责，更使他有口

难言。 他默默地前往道威等小岛发动筹款，迅速寄往国内，以便排

解自己的悔恨.尽可能弥补一点由自己的空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损

失 。 在道威，他只用了 20 天的时间，就为勤王运动筹款 3 万余元。

梁启超在檀香山究竟筹集过多少款额?所曾寄出的款额又是多

少?由于资料不全，至今众说纷纭。冯自由估计梁启超"募得款项

华银十余万元"曲，似乎略嫌夸大。

梁氏于离檀前一月即 6 月 17 日款港澳同人一函中及时通报了

有关情况。 他说，迄至此时为止"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 。

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在这"六七万"数字中，已

奉唐才常之嘱，寄往日本购械歉1.6 万元"拟日内再凑-万四千

寄往气两项共 3 万元。 又.已寄澳门中枢等处 2 万元，其中寄港

澳1. 4 万元，寄"东者"即上海 6∞0 元，还剩 1 万 - 2 万元禾寄，

是因为尚未到手..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曲。 钟工宇回忆说:

"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 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

元。"<3)由于资料限制，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钟工字是否属于专门负

责寄款港澳者，也难以知道钟氏所寄是否包括了梁启超离檀折返前

夕准备寄出的1. 8 万元捐赠，但至少可以由此判断.梁启姐所说"此

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还是有所践诺的，钟回忆寄港澳本部约 3

① 吗自囱， <革命通史}韧量，第 16 页。

ø 19∞年 6 月口日(先蜻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暨启超量槽檀同人画. <lI!启

越年槽1(0蝙). 1自 240-241 页.

@ 口、ung Kun Ai , My Seventy Niat Yeus in Hawaii ，辑引自[费]史性邻 t孙中山

与中国革命的起醺).中'本i 111162 页.



90 近代申国弓世界 (第三卷)

万元，就大大超过梁启超此函所说的已寄港澳1.4 万元，即可以断定后

来又补寄约1.6 万元，此数就符合所剩 1 万-2 万元的估计。

台北张朋园先生同意梁筹款额为"八九万"之说，但又认为.

梁"二万元被骗，再加上自己的消耗，一部分又收不起来，四五万

元便没有了着落"曲。 窃以为 ， 若将"没有了着落"之数估算为"四

五万元"似有夸大之嫌。 即使钟工字的回忆有误，包括被骗的 2

万元在内的"没有了着落"的款额亦当明显低于"四五万元"之

数。 况且.我们目前还没有别的依据来证明钟的回忆有误。 因而可

以说，梁启超在经济上的疑点大致可以冰释.应将他与在用款等问

题上确有琅疵的康有为稍示区别 。 至于秦力山等事后借题发挥 ， 欲

将疑启超与康有为一锅煮，只因篇幅有限.且容另文辨析之。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赶赴美洲大陆途中.原本打算只在檀香山

停留一月许，结果却因屡屡变故.事与愿违。 美洲大陆没走成.檀

岛一停就是半年有余。 他原本指望保皇会与兴中会合作成功 ， 共i某

举兵救国 ， 抵檀前即已与孙中山达成口头协议 ， 旅檀后仍与孙中山

保持通信联系，尤其为合作一事再三向乃师康有为犯颜力争.结果

是康氏我行我素 ， 而且忠言逆耳，孙中山的合作兴趣也已不浓.梁

氏的合作规划又是事与愿违。 檀岛的兴中会组织原本并非固着金

汤.像刘祥、邓从圣那样始终追寻孙中山的革命身影者并不多见。

梁启跑在檀香山继续谋求合作的过程，同时又是他在该岛通过发展

保皇会组织而全力筹款的过程. 二者本属悖论，欲期兼顾 . 其难度

似不亚于顾鱼与熊掌之类 。 这是因为. 一方面.梁启垣既然无法离

开檀岛.又不愿断然与康有为的保皇党分道扬镰，势必就地为筹款

勤王而效力.就地宣传保皇会的宗旨.另一方面.染启起在兴中会

的发源地檀香山筹款发动越多，孙中山在该地的政治地盘与影响力

UJ 张朋~ ， (睡的扭 叮晴参革命L 币 1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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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越小，就容易使孙中山怀疑梁启超的合作诚意，为双方谋求合

作带来新的阻力 。

由于梁启超谋求合作之愿最终付诸东流.喧嚣一时的勤王运动

又虽终夭折，并未酿出什么奇迹，梁氏在檀香山的所作所为就易遭

对方与后世研究者之非议 。 个中尴尬.实由檀岛之行的多种因素所

造成.并为梁氏始料所未及.主要不是梁氏的主观意愿所招惹.这

至少不应影响我们对梁启超的合作思想及其人品方面的道德评判与

历史评判 。 梁启超固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活动家，但他的为人处

世并非十分糟糕。 即使是这位"流质易变"的政治活动家的思想活

动之变，亦多属学者型的变，而不是政客型的变.与翻云覆雨的政

客手法无涉。 梁启越那较重感情、较讲信义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瞻

前顾后，当决未决的风格，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

象与相关成就.倒是值得专题研究的 。

平心而论，在清末各路救国志士中，较之地缘、学缘、业缘观

念与小团体观念，团结合作的观念要淡薄得多，也重要得多。 谋求

团结却堪称梁启超→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只可惜不曾引起后世研究

者的适当关注，好像那不过是"政治骗子"的陷阱勾当或过街老鼠

的乞哀求饶，不足为训 。 掩卷思之，我们似有理由视为辛亥革命史

研究的一个缺憾。 后世研究者最难傲的，大概就是透过双方合作不

曾成功而反清志士的政治理想最终成功并且俨然以"正史"的名目

载入史册的结局，回头考察复杂的历史过程.清理形形色色的因果

联系以及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历史真相与评

判标准面前，用职业行动去体现人人平等或派派平等的学术原则 。

人们常说历史是复杂的.显然主要不是指相对简单的历史结局

而言，而是就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言。只因研究者常受历史资料的数

量与质量的种种限制匮乏或杂乱，加上主观性较强的价值判断标准

对事实判断的影响.欲期切实把握复杂的历史过程.良非易事 。 不

过.惟有尽可能地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感悟历史的真实，也许才有

可能行之有效地去接近与解读深沉的历史内涵，掂量历史的分量与

代价，问心无愧地显露-份属于自己的职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