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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百日维新

康有为 （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
素。广东南海县人，１８５８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

康有为早年曾到过香港和上海，阅读到一些介绍西
方资本主义的书籍，由此初步明了当时的国际大势，通
过比较，觉得按资本主义文明所建立的秩序比封建制度
要好得多。他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了
政治上和思想是的维新体系。他写成了 《大同书》一
书，他在书中指出：封建社会是 “据乱世”；资本主义
社会是 “升平 （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 “太平
（大同）世”。大同之世是一个 “天下为公，无有阶级，
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这部书反映了康有为对 “大同
世界”的空想。

１８８５年春，清政府和日本准备签订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拟将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
并赔偿军费二万万银两。正在北京会试进士的康有为探
知了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
上书请愿，请求朝廷拒绝签约。为了扩大声势，来一次
规模更大的请愿，康有为和梁启超串联十八省举人１０００
多人，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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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会上，台湾省举人痛哭流涕，誓死不愿离开祖国的
怀抱。康有为痛述民族所受奇耻大辱，要大家联合上书
皇帝，挽救国家的危亡。到会举人义愤填膺，公推康有
为执笔起草奏书。康有为不负众望，一天两夜，奋笔疾
书了一篇长达１４　０００字的 《上皇帝书》，康有为一针见
血地指出：如果把辽东等割让给日本，那么其它帝国主
义列强也会跟着来瓜分中国。所以必须拒绝签订屈辱的
条约，惩办 “主和卖国”的官僚和 “丧师失地”的将
帅。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变法，改革政治，才能
使中国富强起来。 《上皇帝书》写好后，由梁启超等人
抄写数份，分送大家传阅。大家看了，情绪更加激昂，
签名的举人有１　３００多人。这就是著名的 “公车上书”
（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
“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５月２日，各省举
人排成一里多长的队伍，正式把 《上皇帝书》送到清政
府都察院。都察院官吏找借口拒绝呈递 《上皇帝书》，
光绪皇帝还是没有看到。 “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
《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在社会上却发生很大的政治影
响，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公车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
得到工部主事的官衔。于是他再把 《上皇帝书》加以修
饰润色，以个人名义呈送光绪皇帝。这次上书终于被光
绪皇帝看到并很受赞赏。于是，他又第四次上书请求
变法。

在这个时期，康有为除了不断向皇帝上书以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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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和壮大维新力量。康有为在北
京结识了一批倾向变法的青年官吏，１８９５年，康有为、
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报纸 《中外纪闻》；８月，康有为在北
京发起组织了维新派政治团体 “强学会”；１０月，康有
为离京南下，到上海创办 “强学会”，发行 《强学报》；

１８９８年４月，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又组织一个保国会，
不少官吏、士绅、读书人纷纷参加。就这样，一个以北
京、上海等地为中心的维新变法政治改良运动，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起来。社会大变革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１８９８年 （农历戊戌年）春，光绪皇帝阅读了康有为
的奏折，颇为赞赏，于是让总理衙门传康有为来，当面
申述变法的意见。荣禄、李鸿章等封建守旧顽固派乘机
发难，刁难、指责康有为，反对变法，康有为应付自
如，回答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把守旧顽固派弄得张
口结舌，狼狈不堪。事后，光绪皇帝命令康有为提出变
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赶写了 《应诏统筹全局折》，系
统地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方案。光绪皇帝看后，非常赞
成，加快了变法的步伐。到６月，光绪皇帝乘慈禧太后
移居颐和园期间，颁布了一个 《明定国是诏》，宣布正
式变法。接着召见康有为，详细讨论变法的步骤。二人
谈的时间很长，很投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光
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安排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工
作。准许康有为的奏折可以直接送给他看，康有为实际
上成了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政治顾问。不久，光绪皇帝
又把康有为的好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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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机处。梁启超在皇帝亲自召见后，被委派专门负责
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在这些维新派的大力协助
下，光绪皇帝一连下了五六十项变法命令，修订法律、
精减机构和冗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设立银行、鼓励
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办各种工厂；设厂制
造军火，训练新式海军；废除八股，开办各种学堂，翻
译和出版书籍、刊物，派人到外国留学和考察，办理邮
政，奖励新著作和新发明等。

但是，清王朝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
首的顽固守旧派手里。９月初，慈禧太后和掌握兵权的
荣禄密谋，企图废黜光绪，取消新政。光绪皇帝得知这
一消息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 “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他们只有向掌握重兵并伪装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召
其进京保驾。阴险狠毒的袁世凯一面满口应允，一面暗
中向荣禄告密。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
皇帝囚禁起来，宣布临朝听政。谭嗣同等 “六君子”被
捕遇害。康有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躲过毒手，逃亡到
日本。至此，戊戌变法归于失败。这次变法仅仅实行了
１０３天，所以，人们又称它为 “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
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当时社会万马齐喑的
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是中国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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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模范妇女领袖

向警予 （１８９５—１９２８），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妇女运动的
杰出活动家。

１７岁那年，为了寻求改造中国的 “真学问”向警予
离开了家乡，来到长沙投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
久，她和蔡畅一道组织了 “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团”，
会同蔡和森一起踏上了出国求学的万里征途。

几个月的勤工俭学生活，使向警予的思想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１９２２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回到了上海，参加了党的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
后来担任了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亲手起草了一系列关于
妇女运动的文件，１９２７年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
叛变了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就在这样极其险恶的
形势中，向警予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后，被派到汉口市总工会宣传部担任领导工
作。她以全部精力，投入到 “打倒蒋介石”的宣传活动
中去。她编写各种通俗易懂、生动有力的宣传资料，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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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短期宣传骨干训练班，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
单，张贴标语，教唱歌曲，呼喊口号。全市两百多支宣
传队，走遍大街小巷，愤怒控诉蒋介石叛变的滔天罪
行，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

１９２８年元月，由于叛徒告密，向警予不幸被捕了。
敌人一次又一次提审，她老是重复着一口咬定的 “供
词”，敌人毫无办法。

她严辞拒绝了老奸巨滑的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的劝
降以后，提审员气急败坏地喊：“给我狠狠地打！”向警
予说：“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露出这副凶相的。”

在刑室里，向警予闭住双眼，咬紧牙关，忍住剧
痛，一声不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这里也同样要战
胜敌人。

在敌人的严刑毒打下，她挺着，挺着，挺着……
除了怒骂和痛斥，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５月１日，向警予被押往江岸区余记里刑场。她不
顾宪兵殴打，阻止，向沿途民众演讲，高唱 《国际歌》。
刽子手用石块塞她的嘴，用皮带抽她的脸，她口流鲜
血，仍然高呼口号，直到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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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不辱使命

杨儒，字子通。１８９２年任清政府驻俄公使。他威武
不屈，不畏强暴，不受利诱，在谈判桌上挫败沙俄的阴
谋，捍卫了国家主权。

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大肆侵华的时
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西
北地区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中
国的东北三省。１８９６年，沙俄诱使李鸿章订立 《中俄密
约》，夺取了东北铁路筑路权；１８９８年，以助华抗德为
名，沙俄强租旅大；１９００年，又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
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１７万军队，
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这种形势下，杨儒负责与
沙俄谈判交还东北三省问题。

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财政大臣维特便要杨
儒奏请朝廷批准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
俄在奉天 （沈阳）派驻 “总管”，中国的奉天将军所办
理的公务，该总管应当清楚；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
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
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当即严正指出：
“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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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唯允准！”经过六次交涉辨驳，维特不得不承认章程
一事 “姑且作罢”。第一回合，杨儒取得了胜利。

沙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沙俄又提出书面约款１２
条。杨儒一眼看出，新约款尽管字面有所删改，但侵略
实事丝毫未改。针对沙俄的无理要求，他逐条批驳，使
沙俄的伎俩无法得逞。沙俄代表懊丧地说： “看来只有
交还东三省这一条未被批驳”。

三月中旬，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沙俄又将条款削去
一些刺眼的字句，但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的实质并未改
变。沙俄大臣声称：限１５天画押，逾期则交还东三省
一事就作罢。并再三威逼，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
字画押。

面对强暴蛮横的沙俄代表，杨儒大义凛然地拒绝签
约，要求继续谈判。沙俄代表借口公务繁忙，拒绝会
见；送去的备忘录被原封退回；连递交光绪皇帝给沙皇
的亲笔信，也被拒绝了！形势十分紧张。

在沙俄威逼胁迫之时，杨儒还受到国内亲俄势力和
投降派的挟制。他们利用主持外交的权力，打电报让杨
儒画押。逃亡在西安的清政府则无主见，要杨儒 “自行
定计，酌量画押。”在内外压力下，杨儒处于进退维谷
的境地。画押签约就要丧权辱国，不画押签约就要得罪
上司和朝廷。

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国内的
爱国官员和爱国的绅士商人，纷纷致电杨儒，要他拒签
条约；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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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也劝杨儒不要轻率签约。
读着这些义正辞严的电报，杨儒感到虽然自己身在国
外，并不孤立，有千千万万爱国的人民在支持着他。他
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表示：绝不受沙俄的逼迫，除非朝廷
作出明确的决定，否则决不签约。

签约的期限一天天迫近，杨儒忧心如焚。冒着风雪
在彼得堡的沙俄财政部、外交部间奔波、交涉。连续两
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已使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身心憔
悴。一天，他回使馆时因雪滑摔倒，跌伤了左臂和
右腿。

３月２５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拖
着病体、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展缓时日，
继续谈判。沙俄代表蛮横地说： “不愿画押，只有
从此不提此事。”并限定次日早晨９点２０分之前作
答。杨儒无奈，只得转回使馆。路上，他再次滑跌
坠地，不省人事。

３月２６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刚刚苏醒的杨儒突然
收了清政府的电报，命令杨儒不在沙俄条约上签字。原
来，英、日、美、德等国不愿沙俄独吞东北，纷纷警告
清政府不得签约；再加上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民的反
对，清政府才下了不签约的命令。杨儒将电文送到沙俄
外交部，沙俄代表接过电报，跌坐在椅子上，气得说不
出话来。至此，沙俄企图长期独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
破产。

杨儒再次跌伤后就一病不起，因劳累过度，于１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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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月５日逝世。爱国外交家杨儒不畏强暴，勇敢捍卫
国家主权，因而名扬中外，永垂青史。

·０１·



冯子材边关破敌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占领越南
后，又策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援越抗法的战
场上，有一位年近古稀的沙场老将，他足智多谋，身先
士卒，英勇奋战，指挥清朝军队，连获 “镇南关———谅
山”大捷，为世人所瞩目。这位老将军就是冯子材。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１８１８年生于广东钦州，
他原是行伍出身，１８５０年参加过刘八领导的广东天地会
的反清起义，第二年接受了 “招安”。从此，他成为清
军中的一员骁将。屡建战功，被升任为广西提督。１８８２
年，６５岁的冯子材，因不满朝廷中一些佞臣嫉贤忌能，
排斥异己的卑劣行径，就借口有病，辞职还乡，闲居
在家。

这时，正值法国侵略者用武力胁迫越南沦为它的
“保护国”后，又大肆挑起反华战争之时。以慈禧太后、
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法国侵略者的挑衅一再妥协退
让，在法国政府的软硬兼施下，签订了中法 《简明条
约》。但法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分兵两路，一
路由远东舰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武力讹诈，一路由陆战队
盘踞在谅山一带，向中国边境寻衅。１８８５年２月，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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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扑谅山和镇南关，清军前线统帅在主和派的示意下，
仓惶逃走。法军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谅山，并一度闯
入镇南关。法军狂妄地在关前立柱，写道：“广西门户，
已不复存在。”镇南关周围的人民，誓死抗战，他们也
在关前立柱，写道： “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
们的门户。”以此表达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强决心。

闲居在家的冯子材，想到国难当头，而自己报国无
门，不由得忧心似焚，整日抚摸佩刀，长嘘短叹。他多
么希望重上沙场啊！

随着南部边境的形势日益恶化，当时的朝野上下，
要求援越抗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清政府在朝廷中主战派
的强烈要求和极力推荐下，重新启用冯子材，令其督率
旧部，再上战场。冯子材虽年近７旬，但他接到朝廷任
命后，毫不犹豫地挑起了保卫边疆的重担。

冯子材到广西就任后，立即被前线各军将领推举为
“前敌主帅”。他整顿溃军、改编队伍；他亲自勘察阵
地、布置防御；在隘口抢筑了一条长三里半的长墙；在
岭顶上修建了炮台；他布置自己所率的 “萃军”当中
路，扼守长墙和山头要塞；布置其它各路军在中路的
东、西方和后方，成犄角之势，以便互相策应。

法军见势，不敢正面强攻，便派出驻扣波的法军从
侧翼偷袭，以求一逞。冯子材得到法军偷袭的密报后，
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令一部清军去侧翼狙击，一
部分 “萃军”直捣法军据点扣波。从侧翼来犯的法军，
遭到狙击清军的迎头痛击，当溃逃到驻地扣波时，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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