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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荩与/ 沈荩案0若干史实的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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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沈荩于自立军起义后在京津地区曾先后由刘鹗安排在北京的掩埋局和5天津日日新闻6报馆工作 � 他并没有 

担任记者 � 也没有利用记者身份向八国联军告密使载漪 !启秀等被处死 ∀被称为5中俄密约6的俄国/ 七条0要求并 

非由沈荩/ 以侦探手段得之0而揭露于报端 ∀因此关于沈荩因揭露5中俄密约6而获罪 � 致被清廷杖毙的说法是不能 

成立的 ∀ 

关键词 � 沈荩 � 沈荩案 � 刘鹗 � 自立军起义 � 俄国/ 七条要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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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 �� 年前在沈荩后人的帮助下撰5沈荩与 

/ 沈荩案06�载5求索6���� 年第 � 期�一文对沈荩生 

平和/ 沈荩案0始末进行了一些考证 ∀ 其中 �否定了 

沈荩因揭露5中俄密约6而获罪 �至被清廷杖毙的说 

法 ∀但此文考证多有疏漏 � 关于沈荩与/ 沈荩案0的 

一些史实仍有许多疑问 ∀近读一些中国近代史和新 

闻史的论著 �都认为沈荩/ 因揭露5中俄密约6于报 

端0而获罪 �并称沈荩为 / 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 

人0 � / 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0 ≠ ∀ 目前最 

具权威 !由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5中国 

历史大辞典6�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年出版�的/ 沈 

荩0词条也称沈荩是/ 因将5中俄密约6内容披露报 

端 � 引发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的反对 ∀ 被清 

廷逮捕杖杀0 ∀另外 �所有这些关于沈荩的论著中 � 

对沈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京津地区的活动都语 

焉不详 ∀有鉴于此 �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接触到的一 

些近人的诗作 !笔记 !日记等史料 � 对与沈荩和/ 沈荩 

案0有关的若干史事再作一番补证 � 以期引起史家的 

注意 ∀ 

一 ! 关于沈荩于自立军起义 

失败后在北京的活动 

沈荩����� ����� �原名克讠 咸�很多文章误为 

/ 克诚0� � 字愚溪�后改为虞希� � 号潇湘渔太郎 � 祖籍 

江苏吴县洞庭山 �太平天国运动时 �其祖经商入湘 � 

寄籍善化�今长沙县� ∀戊戌维新运动中 �他积极参 

与了湖南新政 ∀戊戌政变后 �他到上海会同唐才常 

东渡日本 ∀次年年底归国 �与唐才常一起在上海创 

办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 �并任干事员 ∀ ���� 年 � 

他积极参与上海/ 中国国会0的活动和自立军起义的 

准备工作 � 任自立军右军统带 � 驻扎新堤 ∀自立军正 

准备起义之时 � 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 � 唐 

才常 !林圭等死难 � 自立军起义失败 ∀ 

沈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潜回武昌 �然后到上 

海探听消息 ∀当然清政府缉捕甚严 �沈荩被列于通 

缉名单之首 � 并被悬赏二千元 ∀为避缉捕 � 他改名为 

荩 � 并取道天津前往北京 ∀在北京 � 他首先寄居于好 

友刘鹗之家 ∀ 刘鹗����� ����� �原名梦鹏 �字云 

抟 � 又字铁云 � 江苏丹徒人 �中国近代著名小说家和 

收藏家 ∀刘鹗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曾与康有为 !梁启 

超 !汪康年等过往甚密 � 并曾列名保国会 ∀ 当时 �刘 

鹗住在北京的板章胡同 � 沈荩 !连梦青 !狄楚青�即狄 

葆贤�都曾住在他家的后花园 ≈� ∀在刘鹗的5铁云诗 

存6中 � 还有与沈荩有关的三首诗 ≈���� ��� ∀前两首题 

为5沈虞希以采芝所绘兰花嘱题6 � 

依稀空谷见精神 � 翠带临风别有真 � 

谁料弥天兵火里 � 素心花对素心人 ∀ 

虞弦落落听希声 � 似采灵芝赠远行 � 

一片幽情弹不出 � 冰绡飞出董双成 ∀ 

这两首诗中暗含着沈荩在北京的时间和一些生 

活情况 ∀ / 依稀空谷见精神 �翠带临风别有真0应该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 � 彭平一����� ) � �男 �湖南长沙人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



是以兰花品质比拟沈荩和绘兰花图的 / 采芝0 的性 

格 ∀从/ 谁料弥天兵火里0一句 �可推测此诗写于八 

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秋冬或辛丑春 ∀ / 素心花对 

素心人0一句应与诗题及下一首中的/ 虞弦落落听希 

声 � 似采灵芝赠远行0两句联系起来看 �后两句分明 

是将沈荩的字和诗题中的/ 采芝0嵌入其中 ∀ 那么 � 

/ 采芝0是谁呢 � 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为/ 冰绡飞出 

董双成0 �董双成是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 �她炼丹宅 

中 � 丹成得道 �自吹玉笙 �驾鹤升仙 ∀ 显然这里是将 

/ 采芝0比作/ 董双成0 � 而从刘鹗对其亲热的称呼 � 则 

/ 采芝0有可能是刘家的侍女 ∀ 那么/ 素心花对素心 

人0则是指/ 采芝0对沈荩的感情了 ∀由此可推论 � 沈 

荩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刘家特别是采芝/ 别 

有真0的照顾 � 很可能两人有了特殊的感情 ∀ 

5铁云诗存6中与沈荩有关的第三首诗是5梦中 

作6 � 

辛丑三月初五夜间 �梦在伊犁为沈君设祖帐 ∀ 

远望山川大漠 � 历历在目 ∀即席赋诗云 � 

瀚海稽留客 � 天南沈少微 ∀关河三万里 � 风雪一 

人归 ∀予意难为别 � 君情不可违 ∀ 离亭开祖帐 � 风急 

片去飞 ∀ 

诗前小序中的/ 沈君0 �即诗中的/ 沈少微0是不 

是指沈荩 � 查/ 少微0一词原为古代星宿名 �又称处 

士星 ∀后常以 / 少微0 比喻为隐居不仕的处士 ∀ 因 

此 � 用/ 少微0 称呼沈荩正符合他当时的处境 �诗中 

/ 关河三万里 �风雪一人归0似乎也与沈荩到北京前 

的遭遇相合 ∀这说明刘鹗对沈荩此前的活动也是了 

解的 ∀从这些诗中可知 �刘鹗与沈荩的关系不同一 

般 � 也可知 � 庚子秋到辛丑春之间 �沈荩确实住在北 

京刘鹗家 ∀ 

另据狄楚青在其5平等阁日记6中记载 �刘鹗设 

平粜局于北京东华门 �从事慈善事业 �又附设掩埋 

局 � / 专掩埋无主尸骸0 ∀ 刘鹗委托沈荩主持掩埋局 

事务 ∀谭嗣同好友王五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曾对 

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 后中弹被捕 �八国联军将 

他作为义和团余部枪杀 �并暴尸于北京街头逾月 ∀ 

沈荩于辛丑年正月 / 乃收五尸葬之 ∀ 且树碣志其 

地0 ∀事后 � 沈荩曾与人谈及王五死状 �/ 五死累月 � 

天寒尸未腐 � 嚼齿怒视 �目光炯炯如生 �犹可想见当 

年愤斗之状 ∀ 0 ≈������ 言语之间 � 表露出对抵抗八国联 

军侵略的壮士的敬佩之情 ∀ 另外 �当时与沈荩同在 

掩埋局的丁士源也在其5梅楞章京笔记6 中回忆 � 

����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 �他与德军翻译葛麟德 

及王文勤之子一起携化装成男人的京城名妓赛金花 

至北京南海八国联军司令部去见瓦德西 �因瓦德西 

外出未见到 ∀ 事后 �丁将此事告诉了沈荩和浙江钱 

塘人钟广生 � 钟广生与沈荩/ 遂各戏草一稿 ∀ 一寄上 

海5戏报6 � 李伯元主笔 � 一寄上海5新闻报6 � 张主笔 ∀ 

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 � 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 �说 

成活现逼真0 ≈����� ���� ∀这两则与沈荩有关的史料从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沈荩与八国联军的关系 ∀ 黄中黄 

�章士钊�所作5沈荩6一书称 � / 联军屯聚于津沽 �荩 

通剌谒联军诸将士 �而与日将尤惬 �谋尽覆满族 �徐 

著手以光复吾宇 ∀闻指摘拳魁如载漪 !启秀之流 �皆 

死于荩笔札之间 ∀ 0章太炎为5沈荩6一书作序也说沈 

荩/ 与联军诸将士往来 �伪庄王启秀等皆死其笔札 

间0 ≈����� ���� ∀比较这几条史料 �与沈荩住在一起的 

狄楚青的记载以及与沈荩共事的丁士源的回忆应该 

更能反映沈荩的真实情况 �沈荩安葬王五的行为和 

对王五的敬重以及对赛金花与瓦德西关系的渲染更 

符合沈荩的个性 ∀ 而章士钊和章太炎根据传闻所 

记 � 本身是有史实错误的 �第一 �载漪被八国联军指 

为/ 祸首0 � 但并不处死 � 而是/ 夺爵戍新疆0 ∀ ≈������� 第 

二 � 所称/ 伪庄王0 即庄亲王应该是载勋而非启秀 ∀ 

同时这些记载所记沈荩那些类似汉奸的勾当 �既不 

符合沈荩的一贯性格 � 也不符合情理 � 其真实性当然 

是值得怀疑的 ∀ 

二 ! 沈荩去天津及其与 
5天津日日新闻6的关系 

沈荩在北京刘鹗家住了几个月 �以后离开北京 

到天津 ∀沈荩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 在刘鹗的5梦 

中作6一诗中也可以窥见大概 ∀ 诗中小序写明 �/ 辛 

丑三月初五夜间 � 梦在伊犁为沈君设立祖帐 ∀ 0按 �祖 

帐是为人饯行的宴席 ∀诗中有/ 予意难为别 � 君情不 

可违0之句 � 分明表达了作者不忍沈荩离去的情感和 

不得不让他离去的无奈 ∀ 诗的最后一句/ 风急片云 

飞0似乎说明沈荩是在风声紧张的情况下独自一人 

离开北京的 ∀ 虽然这是刘鹗记载梦境之作 �但想必 

是他现实心境的反映 ∀ 由此推断 �沈荩是 ���� 年 � 

月下旬以后离开北京去天津的 ∀ 

刘鹗的5壬寅日记6中记载他于壬寅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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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 !七月初九 !二十五曾三次去天津 �并都与 

沈荩会晤 �同时也记载了沈荩于八月至十一月曾六 

次自津入京 � 也都会晤了刘鹗 ∀ ≈����� ���� 可见 � 沈荩在 

���� 年春离开北京后至少到 ���� 年底一直在天津 ∀ 

那么 � 在这段时间里 � 沈荩在天津做什么 � 他频繁往 

来于京津之间是为什么呢 � 现有的大部分记载称沈 

荩担任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 ) ) ) 5天津日日新闻6 

的记者 ∀ 5天津日日新闻6是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于 

���� 年出资创办的一家报纸 �其社长兼总编辑是刘 

鹗的好友方若�字药雨� ∀ 从这层关系来说 �刘鹗介 

绍沈荩到5天津日日新闻6工作也不是不可能的 ∀刘 

鹗的儿子刘大绅回忆说 � / 方拳乱后未数年 �京曹中 

有沈禹希 � 连梦青两先生者 � 均与5天津日日新闻6之 

方药雨先生为友 ∀ 0 这里明确提到沈荩是方若的朋 

友 � 没有提他是记者 ∀ 提到沈荩向方若提供消息时 

也是说 � / 某日沈以事赴津 � 偶语方先生以中朝事 � 方 

先生登之报端 ∀ 0 ≈����� ���� 5刘鹗年谱6也采此说 �/ 梦 

青与沈愚溪同居京曹 �而均善于天津5日日新闻6主 

笔方若 � 愚溪语若以朝事 �若揭诸报端 ∀ 0 ≈����� 刘鹗 

5壬寅日记6中记载他 ���� 年几次到天津见到沈荩 � 

沈荩又几次到北京见他 � 以及他给沈荩写信 � 其中没 

有谈及沈荩的职业 �但也给我们一些借以推测的资 

料 ≈����� ���� ∀第一 � 刘鹗几次到天津 � 都是住在5天津 

日日新闻6的寓所�据刘鹗后代回忆 �因刘鹗与方若 

关系非常密切 �方若专门为刘鹗在5天津日日新闻6 

备有寓所 �供其来天津时住宿� � ≈������ 沈荩都陪同 

他 ∀这说明 � 沈荩也可能住在5天津日日新闻6报馆 ∀ 

第二 � 刘鹗在5壬寅日记6中三次提到沈荩来京与古 

董字画有关的内容 ∀ 壬寅八月初三日����� 年 � 月 

� 日� � / 沈虞希自天津来 � 携一砖 !一五铢范以来0 � 八 

月二十三日�� 月 �� 日� � / 午后沈虞希来 , ,予赠药 

雨之砖嘱其携去0 � 九月十三日��� 月 �� 日� � / 沈虞 

希至�自�天津来 �, ,夜虞希来谈 � 跋5瘗鹤铭6 !5颖 

上兰亭60 ∀ 刘鹗和方若都是著名的古玩文物收藏 

家 � 互相之间经常有古董字画相赠 �可以认为 �沈荩 

来京带来带去的古董字画 �应该是为刘鹗和方若传 

递 ∀由此可以推断 � 沈荩在天津的工作与方若有关 ∀ 

第三 � 在该日记中 � 刘鹗还提到和沈荩的一些似乎与 

印刷有关的往来 ∀七月二十七日�� 月 �� 日� � / , , 

寄信封花样给虞希0 �九月二十八日��� 月 �� 日� � 

/ 午后 �沈虞希来 �所印格那士估单亦来0 �似乎是刘 

鹗委托沈荩给他印了一些信封和估单之类的东西 ∀ 

从这些资料推断 �是否可以这样推测 �沈荩确实在 

5天津日日新闻6报馆谋事 � 但不是记者 � 而是管理印 

刷厂的职员 ∀ 

三 ! 关于沈荩被捕以及告密者的身份 

沈荩是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五日����� 年 

� 月 �� 日�被人告密而遭清廷逮捕的 ∀ 各种记载都 

称向西太后告密的是庆宽和吴式钊 �但似乎都没有 

直接的材料证实 ∀清/ 宫中奏折档0中存有没有署名 

的告密说帖 ∀从其内容中可以大致看出沈荩被人告 

密的情况 � 也可据此对告密者的身份进行一些推测 ∀ 

告密说帖内容如下 � 

谨探访富有票首逆沈克讠 咸 �去岁潜隐京师南城 

外 � 行趾无定 ∀去岁布散逆信 � 难保不非所作 ∀ 而且 

时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 ∀ 

查该逆曾经两湖督臣张之洞奏参通缉 �并知照各国 

领事在案 ∀ 湖北前将康逆所用首犯唐才常 � 获正 

法 � 其余从党多未就获 ∀刻下沈逆既已来京 � 必有密 

谋 ∀若不设法歼除 � 诚恐异外生节 ∀奴才愚忠愚见 � 

探妥踪迹 � 一面觅人具奏 � 一面即时联络同志识认者 

设法诱 � � 庶不至漏风逃遁 ∀奴才虽访有此事 � 甚为 

踌躇 � 究未敢擅便从事 �谨具说帖密陈 �伏乞慈鉴 ∀ 

如何请暂勿露洩 � 俟访确迹 � 再行捕 � 交部 ∀ 非如此 

办法 � 不足以昭慎密 ∀若俟从前捕康逆办法 � 必至打 

草惊蛇 � 任其漏网 ∀奴才谨陈办法 � 伏候圣裁 ≈������ ∀ 

说帖称沈荩/ 去岁潜隐京师南城外 � 行趾无定0 � 

由此可以推测 �可能是沈荩于 ���� 年底或 ���� 年 

初又到了北京 ∀ 说帖中有沈荩/ 时与外洋内地匪党 

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0之语 � 这说明在这段 

时间里 � 沈荩曾结识和游说清朝廷有关人士 � 以刺探 

清廷内幕 ∀ 而他结识和游说的人中有一个是吴式 

钊 ∀吴式钊 � 原籍云南 �生于湖南 �戊戌前在湖南参 

加一个叫/ 湘社0的文人团体的活动 �与沈荩有过来 

往 ∀后到京城 � 为翰林院编修 ∀ ���� 年 � 英国福公司 

以刘鹗为中介与河南豫丰公司合作开发河南煤矿 ∀ 

因刘鹗不便出面 �由吴式钊以豫丰公司名义与福公 

司订立5河南矿务合同章程6 ∀后来此事遭河南士绅 

反对 � 清政府革除了吴式钊的翰林院编修职 � 并被递 

解回籍 ≈����� ∀庚子年他来到北京 �希望寻找机会恢 

复原职 ∀他与刘鹗多有往来 �肯定见到过与刘鹗往 

来密切的沈荩 ∀ 另一个与沈荩来往较多的人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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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庆宽隶正黄旗 � 原为内务府郎中 � / 侍候慈宫 � 颇 

见信用0 ∀但后因得罪光绪帝被查办革职 ≈����� ��� ∀ 

因此 � 他也想找机会复职 ∀从说帖行文来看 � 很可能 

是庆宽所写 ∀ 因为说帖中几个地方都是自称 / 奴 

才0 ∀按清制 �内务府官员主要由上三旗�即内务三 

旗 � 镶黄 !正黄 !正白� / 包衣0 担任 ∀ 在满语中 �/ 包 

衣0意为家奴 ∀内务府的/ 包衣0是政府官员 � 但他们 

对皇帝要自称奴才 ≈������� ∀庆宽虽然被革职 � 不再是 

内务府的官员 � 但仍隶上三旗中的正黄旗 � 因此在对 

太后的说帖中必须自称/ 奴才0 ∀这一说帖很可能是 

庆宽委托李莲英带呈给西太后的 ∀ 另外 �说帖中有 

/ 联络同志识认者设法诱 � 0沈荩的打算 �这里所说 

的识认者很有可能就是吴式钊 ∀庆宽后来以/ 缉获 

沈荩功 � 始赏给道员 � 选江西盐法道0 ≈������ ∀ 

四 ! 关于清廷急于杖毙沈荩的原因 

由于庆宽和吴式钊的告密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 

月二十五日����� 年 � 月 �� 日�沈荩在北京东单牌 

楼三条胡同被清廷逮捕 ∀ 被捕后 �沈荩作为要犯在 

刑部受审 ∀开始 �沈荩一口咬定不是沈克讠 咸 �也不 

是湖南人 � 而是江苏人沈荩 ∀ 清廷一方面着张之洞 

致电署湖广总督端方 �命/ 密加询访 �如确有识认沈 

克讠 咸 之人 �迅速资遣来京 �令其辨认 �以别真 

伪0 ≈������ ∀另一方面传吴式钊到案对质 ∀ 沈荩始知 

被小人出卖 �于是对参加自立军之事直认不讳 ∀ 清 

廷对沈荩犹恐杀之不及 � 沈荩既已供认 �就不待湖北 

遣人前来辨认 � 急匆匆于六月初八日�� 月 �� 日�着 

军机处传旨刑部 � 

本日贵部审明会匪沈荩即沈克讠 咸 �照章定拟一 

折 �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 � / 万岁月内例不行刑 � 著即日 

立毙杖下 � 钦此 ∀ 0相应传知贵部钦遵办理可也 ≈�� ∀ 

刑部接旨后 � 即杖苔沈荩达四个小时之久 � 最后 

又以绳子将其勒死 ∀ 据说沈荩死后 �原广西提督苏 

元春 !名妓赛金花都获罪入刑部狱 � 都曾关押在沈荩 

被杖毙的牢房 ∀戊戌时期的著名帝党人士王照也曾 

于光绪三十年获罪入刑部大狱 � 也被关押在此牢房 ∀ 

他在5方家园杂咏纪事6中对沈荩被杖毙事作了较详 

细记载 � 

光绪二十九年 � 湖南沈渔溪�名荩� �被吴式钊谮 

陷入狱 ∀夜半宫中传出一纸 � 天未明而沈已碎尸矣 ∀ 

其明年 � 余入狱所居即沈之屋 �粉墙有黑紫晕迹 �高 

至四五尺 � 沈血所溅也 ∀ 狱卒言 �夜半有官来 �遵太 

后手谕就狱中杖毙 � 令狱吏以病相报 ∀沈体极壮 �群 

杖交下 � 遍身伤折 �久不死 ∀ 边击至两三点钟 �气始 

绝云 ≈����� ∀ 

前述军机处传旨刑部说是/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0 

下令将沈荩/ 即日立毙杖下0 �王照听狱卒传言所记 

为/ 遵太后手谕就狱中杖毙0 ∀ 两种记载有此许差 

别 � 但都反映出西太后急于将沈荩处死的心情 ∀ 为 

什么西太后这样急于将沈荩杖毙呢 � 沈荩死后 �革 

命派的报纸5江苏6和5浙江潮6以不同题目发表了同 

一篇时评 �对清廷要杖毙沈荩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分 

析 � 

沈荩之被惨戮 � 其原因终不得而知 ∀或曰 � 满政 

府与俄人订密约七条时 �沈君适为天津某报馆之访 

事 � 闻之而首发表于某报纸 ∀其事既表白于天下 �于 

是内地各处电达政府 �竭力抗拒者理相接 ∀ 满政府 

因而怒沈君 � 遂杖杀之 ≈������ ∀ 

接着章士钊以黄中黄的笔名写了5沈荩6一文 � 

将这种说法进一步具体化 � 他在列举了所谓/ 中俄密 

约0的内容后说 � 

此密约也 �乃诡秘不可端倪 �虽得联俄派之画 

诺 � 方未得间以暴白于外 ∀无何 � 尽腾载于日本各新 

闻 � 号外号外之声 �大激动东京吾国留学生之脑 �电 

达全国 � 到处响应 ∀ 义勇队 !革命军等名词 �突兀出 

现 ∀而各国亦大起不平之论 �咸用诘责 ∀ 满政府陡 

遇此内部外部之逼拶 �茫然不知所为 ∀ 久之思得其 

故 � 必发难于白云观之中也 �则机事之泄 �群言沈荩 

之所为 � 盖荩乃任日本某报之探访员者也 ∀ 此次密 

约 � 确由荩以侦探手段得之 ≈������ ∀ 

这种分析被当时的革命派及其宣传工具所广泛 

接受 ∀冯自由在5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6中介绍沈 

荩时说 � 沈荩在/ 丁未�一九 � 七�六月 �以揭发中俄 

密约为清西后刑毙杖下0 ≈������ ∀ 其后又在5庚子唐 

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6中说沈荩/ 因在报上揭发清廷 

与俄人私订密约 �事为李莲英 !庆宽告密 �清太后那 

拉命以非刑立毙杖下 �中外哗然 �时在丁未�民国前 

五年�六月初八日0 ≈������ ∀ 冯自由的记载除沈荩被 

杖毙的时间明显有误外 �沈荩被杖毙的原因基本采 

用5浙江潮6以及黄中黄的说法 ∀直到现在大部分近 

代人物传记和词典也基本采用此说 ∀ 

然而考诸史实 � 以上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所谓5中俄密约6 �显然不是指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 

讲的李鸿章于 ���� 年在俄国彼得堡与俄国政府签 

订的5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6 ∀根据黄中黄5沈荩6 

一书中所列/ 5中俄密约60七条内容 � 显然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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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沙俄为实现其侵略野心 � 作为在东北三 

省撤军条件而秘密向清政府提出的/ 七条要求0 ∀但 

是 � 这/ 七条要求0既不如一些文章所称清政府在暗 

中准备予以承认 � 更不是如黄中黄书中所称已/ 得联 

俄派之画诺0 ∀实际上 � 该/ 七条要求0一出笼 � / 差不 

多立刻遭到拒绝0 ∀ � 月 �� 日 � 清政府明确答复俄国 

政府 �/ 在满洲撤军完成以前 �绝不讨论任何条 

款 ∀ 0 ≈������ ���� 清外务部在 �� 日致驻俄公使胡惟德 

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 � 俄方/ 于定约之外 � 另立条款 � 

且要挟太甚 �有损主权 �断难应允0 ∀ 清政府为取得 

其他列强的保护 �有意将 / 七条要求0 向列强透露 ∀ 

清驻俄公使胡惟德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就曾建议 � 

/ 窃以七条俄利于秘 � 若事至吃紧 � 恐不能不密告美 ! 

日友好等国 � 暗为牵制 ∀ 0 ≈�� 奕劻也曾致电驻日公使 

蔡钧 � 希望/ 日政府能密邀英 !美政府相助0 ∀事实也 

是如此 � ���� 年 � 月 �� 日 � 清外务部日文秘书即将 

此消息密报日使馆 ∀当日 � / 日使馆即闻讯派人至外 

务部询问 � 当时由侍郎联芳将−七条. 内容简要告知 ∀ 

�� 日日使面见庆亲王奕劻索取俄照会副本 ∀ �� 日 

日使由联芳处得到中文照会全文副本0 ∀ ≈�� 日本在得 

到俄国提出/ 七条0的消息后 �就将此消息告知美英 

等国 ∀美国公使康格 �� 日就电告美国国务院 ∀ �� 

日 � 美国和英国的报纸都公布了此消息和/ 七条0的 

内容 ∀美国5纽约时报6还发表社论 � 认为俄提出/ 七 

条0是对美国利益/ 特殊的打击0 ∀ ≈������� � 月 �� 日 � 

日本报刊将俄国/ 七条要求0的照会全文公布 ∀由此 

可见 � 俄国提出的/ 七条要求0是清政府有意向外界 

透露的 � 而且最先是在国外的报纸上公布 ∀ 在国外 

报纸公布/ 七条要求0前 �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国内报 

纸登载了俄国/ 七条要求0的消息和内容 ∀ 在日 !英 ! 

美等国已经知道俄国/ 七条要求0并开始在其报纸上 

公布的时候 � 国内/ 拒俄运动0的发源地上海于 � 月 

�� 日和 �� 日连续为/ 拒法0举行集会 � 尚不知俄国提 

出/ 七条要求0之事 ∀ � 月 �� 日或 �� 日 � 上海人民才 

得知此消息 �并于 �� 日下午在张园集会拒俄 �但仍 

不确知俄国/ 七条要求0的全部内容 ∀ ≈������ 而在北京 

与天津 � 人们到 � 月底以后才确知此事 ∀ 京师大学 

堂的学生在 � 月 �� 日以前/ 皆不知政府之秘事也0 ∀ 

� 月 �� 日才由日本教习告知此事 ∀ ≈������� 而天津的 

举人直到 � 月份才发起反对/ 七条要求0的活动 ∀ 

据以上分析 �所谓清政府准备承认/ 七条要求0 

和沈荩/ 以侦探手段0探知/ 七条要求0内容并予以揭 

露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如此 � 所谓沈荩因/ 揭 

露5中俄密约6 �被逮捕杖死0之说也就没有根据了 ∀ 

当时革命派之所以着意利用和大力宣传这一点 �是 

为了反帝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 �但这毕竟不是历史 

事实 ∀那么 � 是什么促使清廷急匆匆以非刑处死沈 

荩呢 � 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应当考虑的 ∀ 

其一 � 沈荩作为自立军主要领导人早已被清廷 

通缉在案 � 而且名列通缉名单之道 ∀自立军起义时 

提出的/ 清光绪帝复辟0的纲领和谴责/ 逆后当权0的 

言论无疑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 �这种刺激比革命派 

所想象的沈荩揭露5中俄密约6对西太后的刺激要大 

得多 ∀这应该是西太后要急匆匆杖毙沈荩最主要的 

原因 ∀

其二 � 很多革命派的宣传材料中都提到沈荩想 

通过庆宽结交李莲英 �以伺机行刺西太后 ∀ 目前尚 

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沈荩有此计划 � 即使有此计划 �也 

是非常幼稚的 �是不可能实现的 ∀ 但是沈荩在与庆 

宽和吴式钊交往时表露对西太后的不满 �甚至在气 

愤之时提出要杀西太后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庆宽和 

吴式钊为邀功请赏 �向西太后告密说沈荩想行刺她 

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 如果这样 �西太后对沈荩恨之 

入骨 � 唯恐杀之不及就更容易理解了 ∀ 

其三 � 当时革命风潮高涨 �清政府内外交困 �本 

欲借/ 5苏报6案0杀一儆百 �但章邹等被租界当局羁 

捕 � / 清政府既逆料其野蛮之行为必难如愿 �而积怒 

愈深 �故无端而产沈荩之狱0 �/ 借沈荩等而泄 

恨0 ≈������ ����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 

注释 � 

≠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 � 春扬的5清末报律与言论 !出版自由6�载5法 

学6���� 年第 � 期� !李文绚 � 5百年新闻 ) ) ) �� 世纪新闻事业编年 

史�上�6�载5中国记者6���� 年第 �� 期� !吴永良的5沈荩之死与 

英敛之办报6�载5书屋6���� 年第 � 期� !徐思彦的5社会转型与报 

业现代化6�载5史学月刊6���� 年第 � 期� !澹泊主编的5湖南名人 

传6�中国档案出版社 ���� 年出版�等 ∀ 

参考文献 � 

≈�  庄月江 � 刘鹗在上海 ) ) ) 纪念3老残游记4发表 ��� 周年≈♠ �明 

清小说研究�网络版� ����� ���� � ⋅ ⋅ ⋅ �⊆∇¬� ℘ ∉⊆ � 

≈�  刘蕙孙 �铁云诗存≈ ↑  �济南 �齐鲁书社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史料�下�≈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荣孟源 �章伯锋 �近代稗海第一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 

社 ����� � 

≈�  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一�≈ ↑  �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中国历史大辞典≈ ↑  �上海 �上 

海辞书出版社 ����� ����� � 

≈�  刘德隆 �刘鹗与5老残游记6资料≈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 

≈�  蒋逸雪 �刘鹗年谱≈ ↑  �济南 �齐鲁书社 ����� � 

≈�  丁名楠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  何刚德 �沈太侔 �话梦集 # 春明梦录 # 东华琐录≈ ↑  �北京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  王钟翰 �内务府世家考≈ ϒ �王钟翰 �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 

≈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 

≈��  沈其震 �先叔祖沈荩事略≈♠  �朔方 ����� ����� ��� �� � 

≈��  冯自由 �革命逸史�第三集�≈ ↑  �北京 �中华书局 ����� � 

≈��  冯自由 �革命逸史�第六集�≈ ↑  �北京 �中华书局 ����� � 

≈��  1美2安德鲁 # 马洛泽莫夫 �俄国的远东政策����� �����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王益知 �驻俄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报≈♠ �近代史资料 � ���� � 

��� ��� �� � 

≈��  柏森 ����� 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 � 近代史资料 � 

���� ���� ��� ��� � 

≈��  复旦大学历史系 �沙俄侵华史≈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  杨天石 �王学庄 �拒俄运动≈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 

≈��  佚名 �苏报案≈ ϒ �张枬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 

集�第一册下�≈ ≤ �北京 �三联书店 ����� 年 � 

×⊕¬  ∏ ℑ ⊂ ⊕ ⊕ℑ  ℘ ∪ ∉ ∅ ⊕√⊕  ℑ ⊂ ∪ ⊃   ∉ ∧ ∅ℑ℘   

∉∈ ≥♦∞→♠ ⊃ ∈ ℑ∈⊗ ∪⊕ ℘ ℑ ⊕ ∉ ∅ ≥♦∞→♠ ⊃ ∈ 

°∞→♣ °⊃ ∈∩ 2∧⊃ 

�≥℘ ∪∉∉⊂ ∉∅ °∉⊂ ⊃  ⊃ ℘ ℑ∈⊗ ϒ⊗⊆⊃ ∈⊃    ℑ  ⊃ ∉∈ � ≤⊕∈  ℑ ⊂ ≥∉∏  ∪ ∝∈⊃ √⊕   ⊃  ∧ � ≤ ∪ℑ∈∩  ∪ℑ� ♦ ∏∈ℑ∈ ������� 

ϒℜ   ℑ℘  �ϒ∅  ⊕ ≡♥← ♥♠∝ → ∝∠  ⊃  ⊃ ∈∩� ≥ ♦ ∞→ ♠ ⊃ ∈ ⋅ℑ ℑ   ℑ∈∩⊕⊗ ⋅∉ ⊄ ⊃ ∈ ′∝ ″ ≠ ↓ ″ ♣ ϒ → ∅∉ ″ ∞ƒ ∝ ♣∞∞ ∉∅ 

′∞♥♠ ♥→♣ ℑ∈⊗ ×♥ϒ → ♠ ♥→♣ ⁄ϒ♥←≠ →∞ • ≥ ℜ∧ ← ♥∝π∞ ⊃ ∈ ′⊕ ⊃ ⊇ ⊃ ∈∩ ℑ∈⊗ ×⊃ ℑ∈⊇ ⊃ ∈ � ♦⊕ ⋅ℑ ∈πℑ ⊕∠∉  ⊕ ℑ∈⊗ ⊗ ⊃ ⊗∈π 

⊃ ∈∅∉⊆ ℑ∩⊕∈≡ ϒ♥ ≠⊃� ±♥ ÷⊃ ∏ℑ∈⊗ ∉ ∉∈ ℑℑ  ⊕∠∉  ⊕ � ♦⊕ ⊗ ⊃ ⊗∈π⊕¬∠∉ ⊕ ≥⊕√⊕∈ ♥ ⊕⊆ ″ ⊕ ∇∏ ⊃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 ⊕∈ℑℜ ⊂⊕  ∪ℑ ≥ ♦ ∞→ ♠ ⊃ ∈ ⋅ℑ ∠∏  ∉ ⊗ ⊕ℑ  ∪ 

ℜ⊕ ℘ ℑ∏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ℑ 

≈编辑 � 颜关明 

# � � � # 第 � 期                   彭平一 �关于沈荩与/ 沈荩案0若干史实的补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