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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内容概要

1898年秋，多愁善感的康有为发觉自己所期待的政治变革愈趋无望，他所仰仗的光绪帝或许已被慈禧
、荣禄所废黜。康有为将想象当事实，筹划了一场政变，准备用袁世凯的新军和唐才常的江湖英雄捉
拿老佛爷。结果，朝廷意外获悉这场阴谋，轻而易举地予以制止。
对于这场未遂政变，清政府曾有明确结论，被处死的谭嗣同等人也供认不讳，然而由于康梁后来的话
语强势，将一场未遂政变说成反动势力的镇压。一切都被颠倒了。
本书依据新旧史料重新建构这场政变的来龙去脉，结构宏大，叙事严谨，高潮迭起，悬念连连。著者
创造性回答了究竟是谁走漏了政变消息。　日本、英国、俄国人在这场政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
色，谭嗣同为何坐以待毙，张之洞为何救杨锐，荣禄为何救林旭，特别是李鸿章为何出面保护政治对
手张荫桓，袁世凯究竟有没有泄密，翁同穌究竟是被谁罢免的。对这些历史悬案，作者提供了与传统
说法很不一样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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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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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最后康有为出逃那段，想起了白崇禧从华北出逃的经历
2、马勇的很多关于清末的书都存在着内容重合的现象，需注意。
3、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重新认识真实的历史
4、　　这本书要用心读，还要知道过去的一些说法，这样才能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大致上说，作者
通过重建1898年叙事框架，讲了一个与过去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的故事，应该说作者的讲述比过去的研
究更接近历史真相，更合乎逻辑和人性。
5、对增加文学修养很有益处
6、这是一本批判康有为的书
7、改变大脑的认识
8、合乎太后的人性，今上的人性
9、严肃读物没有板着脸写*
10、这本书真不错 学到了很多东西
11、咳咳，史料什么确实枯燥无味也就算了，竟然不引述原文、自说自话的也能说得这么枯燥的，才
是少见。
12、这是看看有什么新观点，感觉没啥
13、史家笔法，可做历史研究的借鉴。控制住了写作中的趣味倾向，中立客观的表述方式很值得学习
。
14、虽然观点标新立异，但马老师的作品总是以史料和逻辑说话，不得不让人服气。马老师对盛行的
帝后党争论提出了颠覆性的说法，把康梁等人权力欲和书生气渲染出来，到最后铤而走险，再一次感
叹书生误国。而康广仁等人被抓后的囚徒困境，又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政治风暴。蝴蝶效应再次应验，
可叹。
15、是 你也不看看谁写的啊~
16、马老师的书基本可以构成一个近代史系列。
1898,1900,1911.
17、好书，曾经买过茅海建的史事考，枯燥，想看看生动描写 ，这本还不错，略薄，不够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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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做人莫学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他自视甚高，自比圣人，以为天下无出其右者，做
事情为了目标都可以不择手段。但他毕竟又是一个书生，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那点自负与自傲都带
着迂腐的书生味。这注定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的目标虽然高，手段虽然多，但是在老练的政治
家眼里，那点小心思就如三岁孩童的狡诈一样，一目了然。读马勇《1898年那场未遂的政变》可以看
出，戊戌变法不是失败于袁世凯，不是失败于慈禧太后，而是失败于康有为。一则失败于康有为的锋
芒毕露。皇帝初次召见，一同前去谢恩的时候，康有为遇见荣禄，荣禄向他问起改革的事情，并表示
改革阻力较大，康有为竟然说杀一两个一二品大员就没事了。如此霸气侧漏，怎么能不让人反感。他
之所以如此锋芒万丈，是因为他内心自视太高，以为自己不是池中之物，一遇风雨便化龙，如今又得
天眷，皇帝亲自召见，他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推进改革。这在他和孙家鼐出事上就可以看出来，京师大
学堂初设，孙家鼐是主办官员，康有为不是想着和对方一起办好学，上来就要将孙家鼐排挤出去，自
己要独掌大学堂。二则失败于康有为的四面树敌。晚清主张改革并非他一个人，官吏之中如张之洞、
李鸿章都是开明的官员，虽然改革方向与他不一样，但如果善加引导，未尝不是助推改革的一股力量
。但康有为却不，他先和张之洞闹翻，到了朝廷上，又将一个个大臣推倒对立面。孙家鼐原本和他同
一战线上的人，因为大学堂领导之争，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书中说包括慈禧太后本身也是康有为自己
创造出来的敌人，本来慈禧太后交政于光绪，这已经还权了，对于改革慈禧太后也是赞成的，但康有
为却非要自以为是地以为慈禧太后干政，将朝廷上的实力派一个个推倒了自己的对立面。改革成了孤
军深入，焉有不败之理。就这么一个不知收敛的改革孤军竟然要发动一场政变，拉拢的对象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天生做官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从不得罪人，那怕像康有为这
样的不靠谱改革家。再加上他作为年轻领导，内心倾向于改革，难免对康有为说两句奉承话，这竟然
让他信以为真，谭嗣同上门竟然逼迫人家入伙。我们的“正史”将这段政变的失败的归咎于袁世凯的
高密。但是袁世凯手中兵士不过六千人，枪械弹药又是分开保管的，即便他没有高密，即便他像康有
为一样头脑简单，见识迂腐，他经谭嗣同一番热血鼓舞，立刻答应一起干，要去把荣禄杀了，他的胜
算又有多大？这场政变就能成功？康有为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忽悠，戊戌政变失败，他流亡海外，忽
悠别人说自己有皇帝的衣带昭，四处找华人华侨骗钱，有人想要看看这衣带昭，开口便被他当头棒喝
，而这个衣带昭，按照马勇在书中的分析，那其实就是皇帝给杨锐的一份圣旨，含义就是让康有为出
去，表示着皇帝开始讨厌他，想要抛弃他这个改革的导师。康有为却把这个旨意忽悠成了一份救亡图
存的圣旨。有趣的是他在海外还四处封赏官员，封赏的条件就是交钱。他因此捞了大笔银钱，过上了
钟鸣鼎食地生活。晚年还回国开矿，与人争执，不惜杀人。这样的人，你怎么能相信他能改革成功。
2、转杜树人先生文章一篇，同是批评马勇的笔法，写得比鄙文好太多了：《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
史》（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4.shtml最后两段太刻薄，没发。方
舟子应该来收拾这类书才对。如今纠结在韩寒的身高上，实在是可惜了。如果将这本《1898那场未遂
的政变》交到方舟子手上，他肯定会如获至宝。因为书中大量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没有作任何说
明。例如，袁世凯第二次觐见光绪之后所收到的荣禄电报，其实是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中
得到澄清的，即，所发电报是对当时社会谣言而做出的正常反应，而非有意要欺瞒袁世凯。然后马勇
先生却在书中完全不提茅海建的功劳，而巧妙地将成果都归到了自己的头上。他这样写道：“荣禄的
电报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就将茅海建的成果简述在后面，继而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对于这个
大背景，史料记载很明白，但过去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戊戌话语的深刻影响，许多研究者以为荣
禄的电报指示在制造一种紧张空气⋯⋯”继而说道：“这个说法太具想象力了。显然也是对荣禄人格
的侮辱，具有很鲜明的康有为色彩⋯⋯”（页390）仿佛过去包括茅海建在内的学者都是被康梁瞒骗了
，而只有他马勇一人看穿了历史的迷雾。运用同样的方法，马勇在书中地大量地吸收了茅海建、孔祥
吉、黄彰健、汤志钧等人的成果而没有加以任何说明。什么方法？具体说来就是，虚构出一个当下已
经没有人主张的“当下主流观点”，然后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拿来，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英勇地和这种
官方欺骗世人的“主流观点”作战的真猛士。于是，世人皆醉我独醒，大家别被教科书欺骗啦，快跟
着我来读历史吧。有人或者会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所以不能要求作者给出引注。这其
实混淆了编和著的分别。如果是编辑一本书，声明书中所写都是他人创造的话，就可以在书中不给出
引注。例如，教科书就可以不处处引注。但是，如果是“著”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虚构性
著作，那同样也可以不注，比如写小说。但如果是像这本书这样，是属于非虚构性著作的话，那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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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是要引注的，散文集、游记之类的例外。因为知识是财富，而用他人的财富则要声明，如果没有
引注，就要在正文中说明。引注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诉别人这项财富拥有者。如茅海建的《苦
命天子》同样不是学术著作而只是社科科普书，但同样给出了必要的引注，在引用到孔祥吉的研究时
专门给予了说明。又如蔡鸿生的《学境》，不过是随笔，但用到他人成果时都是引注了的。此前方舟
子被指抄袭其导师的论文，并因此被其导师发邮件责难，就仅仅是因为他在一篇科普文章中用到了其
导师的研究成果而没有注明。当然，当今中国引注不规范的情况俯拾皆是，按照这个标准，当今中国
大多数的文史消遣读物，像《明朝那些事儿》和于丹的书，都能算是抄袭。但马勇先生作为一个多次
感叹学术风气不善的学术圈中人，就应当做一番表率才对。所以学者写学术要引注。张鸣在《辛亥：
摇晃的中国》里头说引注导致文风不畅，因此就不引注了。然而学术规范不应该是一句文风不畅就可
以丢开的。若说文风不畅，那能不能等全书写完之后把引注加上去？若说为了是要为大众普及文史常
识，那加上引注难道就会把大众吓住了于是不看这本书了？如果大众真的是为了兴趣爱好想看着玩的
话，他们大不了不看引注、翻过就算，你加了引注又有何害？所以，窃以为，学者在写作之时不加引
注，人们至少可以怀疑其居心叵测。尤其让人感觉不易的是，马勇在大段大段地吸收了茅海建和孔祥
吉等人的研究之后，其最后得出的成果居然还能落后于他们。例如，在记述袁世凯和谭嗣同的夜会时
，马勇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之后，试图自己指出谭嗣同所持的密诏是没有依据的：“只见这份所
谓硃谕并非朱笔所写，而是墨笔所书，字甚工，口气倒很像皇上，大意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
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很显然，这份所
谓硃谕只是皇上交给杨锐的那道密诏抄本，且不是逐字逐句照抄，而是归纳大意的记录。大约是杨锐
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页395）由
此可见，马勇甚至可能连研究戊戌变法最基本的史料之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都没有看过，上引
的引文只是从别人处引得。因为《戊戌日记》中非常清楚地记着，在马勇的那段引文后，就记载谭嗣
同如此说道：“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
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第552页。]谭嗣同这里讲得一清二楚，硃谕在林旭手上，他看到的是杨锐抄给他看的。如
此，试问又怎么会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
默写出来的”？？？而且谭嗣同所出示的是原硃谕的由杨锐抄下的抄本，而非什么归纳大意的记录。
《戊戌日记》为日后袁世凯追忆所记，因此归纳大意的是袁世凯，而非康有为。就连这么基本的层次
都看不出来，马老师是粗心，还是学疏？此处马勇很可能吸收的是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然
而却没有看仔细，因为在黄书中，在这段被他吸收的段落后面马上就有和他上文相抵牾的内容：“⋯
⋯光绪赐杨锐密诏，杨锐需传知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又需照例将密诏缴回给光绪，则杨锐势需用
墨笔过录数份。谭八月初三日见袁时，所持光绪密诏为杨锐墨笔过录本，与事理相合，袁《戊戌日记
》所记这一点确凿可信。”[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年。第434页。]马勇如此，真是用真人真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感人的真理：学者是超越其时代的
，陈寅恪那样的学者是超前于其时代的，而有人则是反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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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笔记-第1页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历史记忆。问题是如何面对这种苦难，是从此消沉、堕落，还是奋力改
变？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单纯的
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国必须改变先前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
必须逐渐消除、减弱自己的特色，逐步与世界同步。知耻而后勇，这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在经历
了空前的奇耻大辱之后重新起步，追随对手走上微信道路，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
改变，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巨额资金砸到中国，中国经济地图日新月异，中国人信心倍增。

2、《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笔记-第440页

        康有为的出走路线

按理说，“1898年中国故事”至此可以结束了，“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都
交代清楚了，我们的叙述似乎可以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只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或者说这个重大案件的
首犯康有为，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下落。至于那些追随者、合谋者，在后来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遇，
值得一说。

我们知道，康有为在9月20日天亮前凄凉离开了北京，正式他的悄然出走，终于引爆了这个惊天大阴谋
，引发出后来的故事。

悄然出走的康有为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所以他没有接受友人的劝告，绕开荣禄
的辖地天津，更没有换上僧人的装束远走蒙古，而是带着仆人李唐于凌晨四时许直奔马家堡火车站，
也就是后来的永定门火车站，现金的北京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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