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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际
,

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一封密信
,

内容涉及梁启超的行踪
。

一般认

为这是郑观应政治态度和人格 品质的表现
,

说明他在关键时刻出卖朋友
、

落井下石
。

但仔细考

察
,

存疑甚多
。

这个问题又 关系到对郑观应后期政治立场的评价
,

不得不 辨
。

郑观应密告欲置梁启超于死地说
,

源于他 1 89 8 年 9 月 2 2 日致盛宣怀密函
: “

敬密肃者
,

顷

闻梁卓如扮 日装到沪
,

想小 田 切总领事必知确否
,

今 日相见 可询之
,

不可谈闻于何人
。

至祷

… … 阅后付丙
。 ” ①有人据此推断

,

是盛宣怀曾向消息灵通 的郑观应探询过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

所在
,

而郑观应又知道盛宣怀负有逮捕康
、

梁的使命
。

因此才写了这封告密信
。

此信发于政变

后第二天
,

收信人又是盛宣怀
,

盛在变法期间公开反对 变法
,

主 张
“

朝廷锐意求治
,

第一在知人

用人
,

否则虽百 变其 法
,

而 一 效难收
,

甚至 求治太急
,

转为流弊
。

弟 以为 中国根本之 学不 必 更

动
,

止要兵政
、

商政两端采取各 国之所长
,

厘定章程
,

实力举 办
,

此即足食足 兵之 道
,

无 他 奇

巧
。 ” ②政变后他又负有这样特殊使命

。

这样看来
,

郑观应扮演了一个告密者 的角色
。

但事实

并非如此
。

首先是时间不符
。

9 月 1 9 日
, “

上诣赢秀门
” ,

迎西 太后还 宫③
。

21 日
,

上谕
“

康有为结党

营私
,

芬言乱政
” ,

革职并与其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④
,

恭请西太后
“

训政
” 。

2 3 日下令逮捕

张荫桓
、

徐致靖
、

杨深秀
、

杨锐
、

林旭
、

谭嗣同
、

刘光弟
。

2 8 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 口
。

2 9 日上谕
:

“

梁启 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
,

所著 文字语多狂谬
。

著二 并严拿惩办
。 ” ⑤ 可见

,

清廷 下令缉拿梁

启 超是在郑观应 的密函发 出 7 天 之后
,

在一个星期之前
,

郑观应又怎能预知清廷下令逮捕梁启

超
,

并匆忙告密抢功呢 ?

再看盛宣怀负命协助缉拿康有为的时间
。

9 月 2 2 日
,

清廷 电荣禄于天津
、

上 海等地严密

查拿康有为
。

而康有为 已于 1 9 日离京赴天津
,

2 1 日转往上海
,

他 离京是奉上谕往上海督办官

报
。

因之
,

政变事发
,

清廷根据其行踪
,

密饰天津
、

上海两处缉拿
。

也在 2 2 日
.

上海道蔡钧接到

刘坤一 密电
: “

密速觅线派人会知英领事逐船搜捕
” , “

密商盛京卿严伤三公司
,

于今 晚明晨 由天

津来沪轮船下定江中
,

听候查拿奉 旨要犯
。 ” ⑥这道密电布置对 由津来沪中外轮船一 体搜查

,

以

确保逮捕康有为归案
。

9 月 30 日
,

蔡钧密函 盛宣怀
,

转抄刘坤一 密 电原 文
,

并 附言
: “

茸筹饰

遵
,

无论北来何船
,

如遇县委差捕上船 查拿
,

勿稍有 阻格
。 ” ⑦戊戌政 变祸起萧墙

,

事属绝密
,

外

间虽有传闻而不得确知
。

蔡钧收到密电是在 2 2 日午夜
,

郑观应密函是在 当日午 时
,

盛宣怀则

又是在次 日得知密令
。

可见郑观应密函在前
,

蔡钧奉命在后
,

盛宣怀奉命 更在后
,

这 时还谈不

上郑观应知道盛宣怀负有使命
。

连湖南巡抚陈宝咸还在 2 2 日函 电总理衙 门
,

请召 张之洞入都

赞助新政
,

郑观应就更不可 能知道清廷政变内情 了
。

其次
,

蔡钧奉命缉拿对象是康有为
,

并不涉及到梁启超
。

刘坤一 给蔡钧密 电中明白无 误告

诉他逮捕
“

奉 旨要犯
”

康有为
。

就在缉拿张荫桓的上谕 中明确宣布对其他 人不 予追 究
,

其 时梁

启 超尚未被列入缉拿名单
,

即便是在上海
。

未奉清廷和刘坤一谕令
,

也无必要逮捕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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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
,

盛宣怀在这次行动中的角色是协助
,

他的具体任务是命令招商局轮船 到沪后
,

不

得靠岸
,

停泊江 中待查
,

在搜查中不得稍有 阻格
,

如此而已
。

盛宣怀对维新变法是持反对态度
,

但对梁启超却颇为看重
。

他对政变后一切复旧也表示 不满
,

认为
“

训政以来
,

百 事皆归于旧辙
,

而环 海疑议纷腾
,

以为更新不求实 际
,

复旧又似太激
” ⑧ 。

应该 讥
,

他与顽 固守旧派仍有一定距

离
,

在政治思想上停 留在早期洋务思想
,

反对激烈的变法
,

也反对全面复旧
。

姑且不论他对康

梁的看法如何
,

未负有逮捕使命是事实
。

认为他可 能向郑观应打听
,

郑又 向他 泄密
,

只 是一种

推断
,

并无 事实根据
。

郑观应把消息限于他们俩人之 间
,

要求
“

阅后付丙
” ,

目的只是通过盛宣怀向 日本领事打听

确切
。

联系戊戌政变前后郑观应对维新 派的态度
,

我认为关注
、

担忧梁启超 的安全更符合实

情
。

他对变法的一贯态度是同情
、

支持
,

又 不敢过多涉入
。

维新派很多主张都来 自于 (盛世危

言》
,

康梁要实行的
,

也正是郑观应早就提 出过 的
,

郑观应与维新派的交往有较深的思想基础
。

从他们的相互联系看
,

也并非郑观应事后辩白的
“

交谊泛泛
” 。

18 9 5 年 1 1 月
,

康有为来上海办

强学会
,

郑观应列名董事
,

同意资助 ; 他赠危言予康梁
,

梁启 超又把书辑入 《自强 丛书》和 《西 学

书目》 ;康广仁办自强报
,

郑观应又列名其中 ;戊戌年
,

郑观应也主张
“

圣宜开国会
,

立 宪法
,

团结

民心
,

同御外侮
” ⑨ 。

光绪帝召 见康有为之前
,

康 曾问计于郑政治能即变否
,

郑观应答 日 : “

事速

则不达
,

恐于大局有损无益
。

譬如大指与尾指交
,

二
、

三
、

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 ” L 可 见他对 当

时的形势分析是准确和 中肯的
。

经元善参加维新 办女子学堂
,

函商于郑
,

他完全赞同
,

并在他

家开过筹备会议
,

筹措经费办法也是他提出的
。

从上述事例看 出
,

变法运动期 间
,

郑观应的思

想倾 向和行为都与维新派相通
,

谈不上在政治态度上有什 么分歧
。

那 么
,

是否在戊戌政变的关

键时刻他卖身投靠呢 ? 情况也并非如此
。

政变后 不 几天
,

郑观应致书迎接康有为 的父 朵到 澳

门避难的何穗田
,

寄 1 0 0 元请他转交康父
,

说
“

虽与康南海时尚无 交情
,

惟念其救 国之心
,

催此

重祸
,

甚可扼腕
” 0

。

赞誉之 情
,

溢于言表
。

并且
“

其旅沪之 门弟子
,

弟 已劝其离沪
” L 。

他赞扬

六君子之一 的康广仁在狱中表现
“

临大节能如此从容者
,

盖 由学有根抵也
” 。

。

可见郑观应
“

幸

康 南海与梁卓如闻风先 出
”

的态度是真诚的
。

正 因为如此
,

才使他在风云 突变
,

康梁前途未 卜

之际
,

为友人担扰
,

传闻梁启超抵达上海
,

即探询确 否
。

如果 出于告密动机
,

他可以直接密告蔡

钧
,

无须密友 中传递消息
。

郑观应与变法又保持着一定距 离
,

他并不积极参加 变 法活动
。

这当中有受盛宣怀影响
,

历

经挫折后东 山再起怕失去前途等
,

更主要的是他预感维新变法的前景艰难
。

所以他对变法运

动瞻前顾后
,

若即若离
。

政变后
,

郑观应几遭连累
,

有舆论说他与维新派关系密切
。

对此
,

郑观

应匆忙 向盛宣怀写信为 自己洗刷
,

称
“

官应早一年 已与督办言及
,

康梁办事毫无条理
,

不知度德

量力
,

将来必有风波
,

岂得谓之 同党乎 ?’’ 。 这是他 出于保全 自己免被追 究
,

是 叶公好龙 的一种

表现
,

与绝情断义
、

落井下石 的恶劣 品质风马牛不相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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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盛宣怀复陆伯葵阁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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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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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刘坤 一致蔡钧 电》
,

光绪二 十四年八月初七 日已刻
。

⑦ 《蔡钧致盛宣怀函 )
,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 日
。

⑧ 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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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庆亲王 》
,

光绪 二十四年十月初五 日
。

(戊戌亲笔 函稿》
。

几功 0 0 (郑观应集 ) ( 下 )第 2 9 0
、

11 6 5
、

11 6 6
、

1 16 7
、

1 16 5 页
。

<郑观 应致盛宣怀函 》
,

光绪 二十四年九月十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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