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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日本
!

萧致治

摘
!

要!黄兴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先后进出日本共计
#"

次#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他

曾赴日本考察学务#受过日本新式教育#长期以日本作为策划革命活动的基地"他的革命

活动得到许多日本友人#尤其是梅屋庄吉%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的大力支持"

关键词!黄兴$日本$日本友人

黄兴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他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创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

国同盟会#主办了开展革命宣传的(民报)#策划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把革命一步一步

地推向高潮"经过
7

年的奋力拼搏#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
&$%

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

年的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由于他的出色贡献#在当时就

和孙中山并称&孙黄'#被誉为&开国二杰'"他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和日本的关系最为密

切"他曾在日本受过新式教育#长期以日本作为策划革命活动的基地"他的革命活动得

到了许多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

一%黄兴首次赴日时间考实

黄兴何年何月首次前赴日本#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概括说来#过去有三种说法#

即!

#%((

年秋说#

#("#

年冬说#

#("&

年夏说"笔者根据黄兴
#(#&

年
##

月
%

日(在湖南学

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和田伏隆主编的(忆黄兴)*岳麓书社
#(($

年出版+一书中首次刊载%

汪谦写的(黄兴留日与上师书)#否定了上述三种说法#认为黄兴首次赴日是&

#(""

年
'

月

#*

日以后的事#决不可能是
#%((

年秋#更不会是
#("#

年或
#("&

年'

!

"后来#苑书义等

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

年出版了(张之洞全集)#其中第
*

册第
'""'

(

'""*

页载有

(札0湖1北善后局垫发选派各员生赴日本游历游学费用)*附单+#里面明白载有2黄轸3*黄

兴原名+#进一步证明笔者的推断"由于这份札文署明的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

*公元
#(""

年
*

月
&

日+#因而他的启程日期应在
*

月
&

日之后"

&""(

年
(

月#武汉举行

了&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张遵逵%张厚
!

与李细珠等提供的论文都提到

黄兴这次出国考察是在
#(""

年
*

月初"特别是李细珠从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

书馆所保存的张之洞档案中#查到了一份与黄兴一道赴日考察的游击刘水金回国后禀报张

之洞的赴日考察报告#翔实记载了出国经过#更进一步证明了黄兴此次出国的日程如下"

!

四月初六日*

*

月
'

日+晚上#乘太古公司鄱阳商轮东下"

四月初九日*

*

月
7

日+中午#抵达上海#因候船小住数日"

!

"

详见萧致治!(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载(历史研究)

#(((

年第
#

期#第
#%7

页"

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载冯天瑜等!(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第

&#%

(

&#(

页"



萧致治!黄兴与日本

四月十四日*

*

月
#&

日+上午#经小田切通告#乘日本三棱公司博爱丸商轮东渡"

四月十六日*

*

月
#'

日+半夜#抵达日本长崎#拜见中国驻长崎领事%湖北候补知府张桐华"

四月十八日*

*

月
#$

日+至神户#拜见中国领事%内阁中书欧阳述"

四月二十日*

*

月
#%

日+中午#抵横滨"换乘汽车#一小时后抵东京#租住
"

町区"

由此#黄兴首次赴日的确切时间应是#离开武汉是
#(""

年
*

月
'

日#

#&

日离上海东渡#

#%

日到达东京"

至于黄兴此次赴日何时回国#则有待进一步考查"因为黄兴一行出国不久#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

展#国内局势骤然吃紧"张之洞于是急电总兵吴元凯%游击张彪%刘水金等武官提前于五月二十四日*

$

月
&"

日+返国"黄兴等是两湖书院学生#任务是考察学务#仍然留日继续考察"他的(上黄绍箕师书)写

于五月二十三日*

$

月
#(

日+#估计即是托提前于五月二十四日回国的武官带回的"按照原来计划#此

次考察时间定为四个月"但黄兴
#(#&

年
##

月
%

日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回顾此次回国情况

时说!&既至湖北#适唐君才常密谋起义#友人因以相告"兄弟以北方虽乱#而南方之势力尚坚#且军队未

及联络#实不可冒昧起事"谈论之间#意旨不合#兄弟遂回湖南举办团练"乃未几得武汉之恶4噩5耗#唐

君竟败致死"'

!查唐才常等密谋起义被清朝当局破获#时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即
#(""

年
%

月
&#

日"据此可以推定#黄兴在
%

月
&#

日以前已经返国#时间很可能在
%

月初"由此可以推断!黄兴

首次赴日考察学务#具体时间是
#(""

年
*

月初至
%

月初#为时约三个月"

二%黄兴十次进出日本及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在黄兴
'&

岁的短暂一生中#究竟进出日本多少次- 过去的说法也不一致"日本学者中村义在

#(%%

年所写的(黄兴与日本)一文中说!&自
#("&

年春黄兴被派留学首次来日#到他逝世前
#(#$

年
*

月

至
7

月最后一次再作短暂停留#共计来日
%

次#前后住了六年多"'

"南开大学俞辛蔰在所编(黄兴在日

活动秘录)的(绪论!黄兴与日本)中则说#黄兴在
#*

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八年两个月#其中在日本

五年半左右#在美国一年九个月#在南洋十一个月"'共计进出日本九次#

"中村义和俞辛蔰两先生皆没

有提到
#(""

年首次赴日考察"如从
#(""

年首次赴日考察算起#到
#(#$

年
7

月
'

日最后一次离开#共

计应为
#"

次#留日时间约为
*

年半"其简况如下!

第一次!

#(""

年
*

月
(

%

月初#考察学务#兼习军事"

第二次!

#("&

年
$

月
(

#("!

年
*

月#入宏文学院肄习师范教育#参加大量爱国活动"

第三次!

#("'

年
##

月末
(

#("*

年
##

月*或
#&

月+#因长沙起义失败流亡日本"在日期

间#和孙中山结合#组织了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主办了宣传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策划在国内各地发动反清起义"

第四次!

#("$

年
(

月
##

日
(

#("7

年
#

月
*

日#和孙中山%章炳麟等商讨革命方略#派人回

国策动萍浏醴起义#主持(民报)周年纪念#扩大革命宣传"

第五次!

#("7

年
&

月
#*

日
(

同年
'

月#继续和孙%章商定革命方略#为国旗式样与孙中山

发生争议$在留日士官生中组织&丈夫团'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宋教仁等赴东北运动马侠起义$

第六次!

#("7

年
*

月
(

同年
$

月
#!

日#筹集军事经费和军械#准备发动两广和云南的边

疆地区起义"离日时带走手枪
!""

支#日本军刀
7"

把$

第七次!

#("%

年夏天
(

#(#"

年
#

月
&!

日#在东京成立大森体育会#培植军事力量$抵制陶

成章等的&倒孙风波'$(民报)被日本当局封闭后#谋划异地出版$创立&勤学舍'#延请法学家住

舍指导#研习政治法律$召集同志#到东京郊外试制炸弹"

第八次!

#(#"

年
$

月
7

日
(

同年
7

月
#7

日#和孙中山%赵声等秘密聚会东京#商讨新的起

义计划$

/

##

/

!

"

#

刘泱泱!(黄兴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

**7

页"

林增平等!(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

俞辛蔰!(黄兴在日活动秘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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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在

东京创办浩然庐和政法学校#着重研究军事和政治#培养军政人才$因总结革命失败经验教训

和组织新党#和孙中山发生严重分歧"

第十次!

#(#$

年
*

月
(

日
(

7

月
'

日#为了护国讨袁#重新由美国抵达日本#表明决心#要

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向日本当局筹借军费#拟招集军队#因为袁世凯暴毙中止$动员国内各种

力量#一致倒袁"

在黄兴从事革命的
#$

年中#在日本居留时间共约
*

年半"由于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在清朝的专制

统治下#国内无法从事革命活动#日本因此成为策动国内革命的基地"日本是黄兴在国外居留最久%进

出次数最多的地方"他以日本为基地#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其中主要的是!

#)

形成了民主革命思想"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肄业期间#因为读了一些西方书籍#已萌发了民主共

和思想#但毕竟有限"到了日本#他既亲眼看到了日本因社会变革而带来的巨大进步#更广泛接触到西方

的民主思想#眼界为之大开"由此#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正式形成#并决心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奋斗终生"

&)

形成军国民教育路线"

#("&

年至
#("!

年间#黄兴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师范教育"他的军

国民教育路线与他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紧密相连"他早年的&投笔方为大丈夫'的志向#是他形成军国

民教育路线的思想基础"到了日本以后#他深受日本尚武精神的感染#竭力提倡军国民主义"早在

#("!

年#他就与其他爱国者在日本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宣传军国民路线#以后又在日本创办了各种军

事培训组织"直到去世#他仍念念不忘对全国人民实施军国民教育#主张&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中加

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

军在千万以上'

!

"&中学而上#令学兵学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矣"'

"

!)

建立中国同盟会#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起点"这一

建立过程是在日本完成的#而且得到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比如孙中山和黄兴两个主要领导人的结合

是经宫崎寅藏介绍的"召开筹备会和成立大会的会场#都是由宫崎出面借来的"而且宫崎寅藏%末永

节%内田良平也参加了筹备会议"萱野长知在同盟会成立不久也加入了同盟会"由于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实现了全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革命组织得到大发展#就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

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革命宣传得以顺利展开"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兴及时提

议#将他参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民报)创办的过程中#同

样得到日本友人多方面的支援"(民报)的印刷人就是末永节"宫崎寅藏等还创办(革命评论)#配合进

行革命宣传"

*)

筹款购械#招聘军事人员#策划各地武装反清斗争"自从中国同盟会成立起#黄兴即把策划武装

反清起义作为主要任务"他在策划武装反清起义中#曾得到日本友人多方面的协助#无论是筹款购械#

还是招募退役军人#开办军事学校聘请教官#以及研制炸弹等#都曾得到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黄兴的

战略战术#以及各种军事技能#大多是在日本学到的"

#(""

年考察学务期间#他就参加射的会*即练习

打靶+#练习各式枪法#并考查了陆军各校书籍"

#("!

年#他只要有机会便去观看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

还请日本军官给以军事战略方面的指导"

三%日本友人对黄兴和辛亥革命的帮助

黄兴接触的日本友人#范围比较广泛"和他接触最多#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一批具有崇高理想

的民权主义者"他们以振兴亚洲为己任#认为要抵制欧美侵略#振兴亚洲#日本太小#必须扶助中国#使

地大物博的中国强大起来#才足以和欧美列强抗衡"因此#像宫崎寅藏兄弟#由于深受民权主义的影响#

早在
#(

世纪后期#就在努力寻找中国的杰出领袖"他们先是找到了孙中山#后又找到了黄兴#并努力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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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孙%黄两人的结合#共同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在协助中国革命中#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梅屋庄吉是和孙中山最早结识的日本友人#他一生在财力方面给予孙中山以巨大支持"孙中山去

世后#他还特铸
'

座孙中山铜像送给中国#作为永久纪念"同样#他和黄兴也有较多接触"黄兴的革命

活动#同样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与掩护"比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黄兴赶赴前线督师"因为急需日本友人

相助和接济军火#在赴汉途中#即电告萱野长知#请他招集一批军事人才前来相助#并请携带炸药前来"

萱野长知接到电报#即从梅屋庄吉那里拿了七万元#并带领金子克己等一批日本军人前来"梅屋庄吉还

派遣摄影记者同行#拍摄了不少汉阳前线战斗实况!

"

又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相继流亡日本"当时日本当局拒绝其入境"由于梅屋庄吉的

多方疏通#孙中山不但得以入境#而且被安排住在梅屋庄吉的家中"同样#黄兴也是由于梅屋庄吉的精

心安排#才得以顺利登陆"据日本门司海关长古田忠德记载#在黄兴乘坐的云海丸预定入港的前一天#

他的旧友河原林君忽然带了两个浪人秘密来到办公室访问#&他们是为了拯救黄兴来请我帮助的"'古田

也对黄兴表示同情#毅然放弃自己&取缔下关自由出入'的职责#&违背了法律#怂恿云海丸*按!云海丸系

外籍船#按规定不许在此入港+驶入下关停泊"'带着犬养毅%头山满的介绍信的那两个浪人就是梅屋庄

吉派遣的萱野长知和菊池良一"准备隐藏地点的那个人是宫崎滔天"

"由此可想而知#没有梅屋庄吉

的鼎力相助#黄兴与孙中山都不可能那么顺利进入日本"

萱野长知是一位少时受过民权思想影响#毕生从事民权运动的日本友人"黄兴的反清革命活动#曾

得到他多方面的协助"特别是在军事方面#黄兴倚靠他如左右手"

#(#"

年初#黄兴应邀赴广州主持新

军起义"当时他经济上极端困窘#连旅费都无法解决"萱野长知乃致函神户的友人太田信藏"可是#当

时太田也是赤贫如洗"无奈#只得去求援他的哥哥中岛胜次郎"中岛慷慨解囊#不但给了黄兴旅费和若

干军费#还设宴款待了黄兴"

#(##

年
#"

月
#"

日武昌起义后#黄兴即电告萱野长知#托他采购炸药#带

往武昌相助"后来#萱野长知带了多位日本友人抵达"黄兴和他同床共寝#聘请他为军事顾问"这批日

本友人有的深入汉口#刺探情报$有的参与战略决策#有的在反攻汉口时指挥架桥#为保卫汉阳费了大量

心力"汉阳失守之后#他们又随黄兴东下"&二次革命'后#孙%黄在政见上产生分歧#萱野奔走于孙%黄

之间#做了不少的调解工作"萱野长知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刊有革命党人手迹
%"

多件#其中黄兴

就有
#&

件"

至于宫崎寅藏和黄兴#称得上是&异国兄弟'"宫崎寅藏除了在中国各项革命工作中给予黄兴以全

力支持外#还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根据(宫崎滔天全集)的人名索引#(全集)中提到黄兴的地方多达

%&

处$在新编(黄兴集)*一+*二+中#收有黄兴致宫崎及其夫人信函和题词等共
&7

件#足见两人关系之

密切"黄兴称赞宫崎寅藏是&血性男子'%&儒侠者流'"黄兴成年奔走革命#流离不定"其
#!

岁的长子

黄一欧在国内无法安身#

#("*

年冬流亡到日本后#有好几年都是由宫崎代为教养"当时宫崎家中经济

拮据#常常靠吃糌粑饭*豆腐渣+充饥"黄一欧当然也只能过同甘共苦的生活"可是#黄兴来到时#宫崎

仍然要另外做特别餐供黄兴吃"黄兴对待宫崎及其一家#也十分特别"

#(#&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刚刚

建立#南北和谈尚未达成协议"黄兴身为陆军总长#正在筹划北伐#和谈一旦破裂#就准备亲自率兵出

征"在当时南北军力悬殊的情势下#胜负难料#生死未卜"那时正值黄兴全家迁往南京团聚"黄兴为了

解除后顾之忧#以利一心一意投身北伐#曾进行了一次家庭析产#&核计粮值可达国币一万余元#划分五

股#分与夫人及一欧%一中%振华各二千元#66其余一股分赠宫崎#由其夫人代收#因其不断协助发难之

故'

#

"黄兴这个析产分家方案#可说异乎寻常"一是男女平等#夫人和女儿振华各得一份$二是分给宫

崎寅藏一份#借以答谢他多年对中国革命的全力赞助"这样的分家方案#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足见

他对宫崎的深厚情谊"

&二次革命'后#黄兴全家流亡日本#和宫崎寅藏一家都住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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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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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黄兴得知宫崎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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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日本帝国地方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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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田让治!(孙中山与梅屋庄吉)#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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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纶!(黄克强先生传记)#中央文物供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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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潦倒#曾慨赠日金
&""

元"后来#宫崎为了养病#需要迁居郊外空气清新之地疗养"黄兴又助他在郊

外营造新居"黄兴待宫崎胜过兄弟"宫崎对黄兴也视如至亲"最足以表明他们之间深厚友情的是#黄

兴去世后#

#(#7

年
'

月举行国葬"宫崎为了送别故知#提前于
&

月
#'

日即赶到长沙#协助料理丧葬事

宜#直到
*

月
#'

日离开#整整待了三个月"这也是天下少有的"凡此都表明黄兴与宫崎之间#具有无比

深厚 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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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题

&"##

年
!

月
&!

日上午#

&"#"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

题论证会在我校举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院长许全兴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晓

强教授#湖南省委(新湘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唐春元编审#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兆星教

授和宋镜明教授
*

位特邀专家以及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课题组全体成员%相关专业

教师和研究生共
$"

余人出席了会议"副校长谢红星主持开题论证会"

李达全集编委会的两位主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顾海良教授和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

分别致辞"顾海良教授阐述了该项目的重大意义#强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处理好研究工作与编纂工

作的关系#应把课题研究与关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贡献以及李达对武汉大学

的贡献的研究结合起来#还应把课题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结合起来"陶德麟教授也突出强调了李达全

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项工作及其成果必将载入史册"他还表示#自己一定尽职尽责#与课题

组成员同心同力完成这一项目"

项目首席专家汪信砚教授作开题报告#详细汇报了课题的缘起及立项情况%课题组已完成的工作%

李达论著的总体情况和子课题的设置%课题的研究计划等情况#并阐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即充分吸收

已有相关成果#深入研究李达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学科领域里的全部论著#高质量地完成李达全集的

编纂#抢救性地开掘好李达论著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提供重要思想资源"项目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资料收集的途径%李达全集编纂和出版的相关法律

问题%李达各方面和各学科领域里的论著在李达全集中的地位%如何正确看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李达论

著等方面问题作了发言"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李达全集的整理与研究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又面临许多需要克服的特殊困

难#是一项突出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会议讨论中#专家们还就项目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许多启发

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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