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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 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请，偕妻子何

震到日本，参与《民报》编辑。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

字申叔，两人因学术趣味相近，反清革命意志相投，

被称为《民报》“二叔”。1907-1908年章太炎、刘师培

同在日本同盟会总部。因《民报》办刊经费紧张及生

活困难，章太炎策划、并与刘师培夫妇实施了向两江

总督“诱窃官金”计划。“诱窃官金”计划的失败，导致

章太炎、刘师培“二叔”失和，刘师培随后公开入端方

幕府。此事在当时的东京以及国内形成巨大风波，

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莫衷一是的公案。随着发

表在报刊上的刘师培 1908年《上端方书》、章太炎

1912年《复浙江统一党支部信》、刘师培 1912年《与

章太炎书》分别在 20世纪 30年代、70年代与 21世纪

初年的相继发现，以及钱玄同①、洪业②、杨天石③、万
仕国④、张仲民⑤、杨婷婷⑥等人研究贡献的基础之上，

使我们有可能对刘师培入端方幕府事件，做出更深

刻地理解和具有“了解之同情”的历史叙事。

一、《民报》“二叔”与倒孙风潮

自1907年起，《民报》团队在日本的境遇，一方面

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遭遇经费

紧张，思想多岐的挑战。《民报》1905年 11月创办伊

始，发刊词由孙中山手撰，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民族、

民权、民生为思想纲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

功于一役”⑦为办刊宗旨。1906年 5月初，孙中山在

新宿主持修改《同盟会章程》，同盟会宗旨继续表达

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⑧。此

皆为章太炎未来日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7月 15
日，章太炎自上海出狱来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大会

上发表演讲，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

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⑨。其“文

治”的思想进路，与孙中山“武攻”的思想进路着力点

有别。随后，章太炎正式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民报》

主笔，组织了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并参与1906年底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制定。

同盟会毕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于一役，以武装革

命推翻清王朝的“劲改革”方案，咄咄逼人。在重重

内部危机和外来压力下，清政府的“自改革”方案，也

不失时机地款款出台。二者构成一种剑拔弩张式的

对立与紧张。1906年 12月 2日，孙中山、章太炎等开

会纪念《民报》周年，到者竟达五千余人，是当年留日

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

关爱和

【摘 要】刘师培 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请赴日本参与《民报》编辑。《民报》作为同盟会总部的机关

报，影响巨大。但也因办刊资金困难，产生了许多猜忌与矛盾。章、刘二位书生在1907年下半年在生存困难的

窘困下，由章太炎策划，刘师培夫妇实施了“诱窃官金”计划。计划实施的结果，是章、刘失和，刘师培最终为两

江总督端方收买，并在 1909年春天公开入端方幕府，章太炎也陷入“以万金出卖革命”的舆论风潮之中。辛亥

革命前的日本同盟会总部，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刘师培的选择与命运，最终成为大时代中令人扼腕的陈年旧

事。这些陈年旧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而不断被充实被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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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强⑩。因此，防范同盟会作乱，

查拿革命党，破获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成为沿海沿江

各省大员最紧要的任务。1907年 2月 8日，袁世凯向

清政府请求更换驻日公使杨枢，并献拔本塞源以遏

祸萌的四策：其一，对日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

党。其二，派员到海外华侨中宣传，使拥护朝廷，望

国强盛。其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人数，安插眼线，使

革命党孤立无援。其四，取缔革命书报，使之不入内

地。驻日使臣兼有监督学生之责，斯任綦重，应派有

能力干预聚众演说等类事端大员担任。两天后，日

本《东京日日新闻》刊出《招抚孙逸仙》的新闻，报道

张之洞寄说当局，除派侦探严查革命党外，还可招安

党首。稍后，日本当局应清政府驻日大使之请，开

除早稻田大学等校的三十余名中国留学生。同盟

会所在地东京，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清王朝实施的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对《民报》

号召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并举，自下而上的平民革

命，构成一定程度的对冲。1906年 12月，全力支持

“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的章太炎，在《民报》12期
发表《箴新党论》，提醒新学学生辅佐清廷而使新政

获得成功的种种设想，绝无实现的可能。12月 2日，

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孙中山演讲《三大

主义之要素》，章太炎演讲《平民革命与督抚革命》，

这是同盟会的高光时刻，孙、章的演讲，特别具有号

召力和冲击力。章太炎秀才造反、万万不可仰攀督

抚的讲述，是对科考废除后渴望出国求学、谋求个人

发展的青年革命者的忠告。此时，刘师培还未到日

本。如对照刘师培 1908年后投靠端方的选择和遭

遇，才能充分体会到进入不惑之年的章太炎洞悉世

事之处。

清政府忌惮同盟会的声势，采用袁世凯釜底抽

薪的策略，与日本当局商议，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

1907年 2月，日本外务省出面，要求孙中山自行离开

日本，承诺三年后可以重返。并赠孙中山 7000元作

为离日费用。日本商人铃木又附赠1万元。此时，孙

中山心心念念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故以1000元用

作告别会，2000元留作《民报》费用，其余留作武装斗

争费用。赠款及使用计划并未告知同盟会总部的

成员。章太炎一是感到孙中山对驱逐事宜，缺乏应

有的抗争。如日中天的同盟会事业，因孙中山离开，

失天下人之望；二是不清楚孙中山所获经费总数，以

为给《民报》所留经费太少，几近于放弃。故生不平

之愤，而摘下挂在民报社中的孙中山照片，在照片背

后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并把照片寄到

香港，以表达不满。至五六月间，孙中山发动的潮

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章太炎的不满再次爆发。在

张继、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支持下，提议同盟会改

选，以黄兴或其他人为同盟会总理，替代孙中山。后

因刘揆一等人反对，由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同盟

会因清、日政府的联合施压，遭遇成立以来的重大信

任危机。

1907年 2月刘师培听从章太炎的召唤，偕夫人

来东京，住在民报编辑部，并参加了日本朝野人士为

孙中山举办的告别宴会。刘师培号申叔，章太炎字

枚叔，其提倡国粹，赞成反满，声气呼应，世遂有“二

叔”之目。“二叔”均有学术之癖。初到日本的刘师

培，除继续为《国粹学报》供稿外，为《民报》所写作的

六篇文章，《普告汉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两篇

是针对《新民丛报》的政论，其他论文如《清儒得失

论》为论学之作，《利害平等论》《悲佃论》均与推阐西

方新学说有关。在同盟会内部的倒孙风潮中，刘师

培倾向章太炎的立场，赞成改组同盟会。冯自由所

著《论刘光汉变节始末》甚至演绎出“攘夺干部职权

之策不成，渐有异志”的种种故事。
6月 10日起，刘师培、何震所办《天义》报发行，

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开办，刘师培的学术重心，偏移至

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研究宣传。刘师培发表在《民报》

上的《悲佃论》，实际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理论有关。

在上海三年之狱中研究佛学宗教学的章太炎，在主

办《民报》期间，希望通过提倡宗教和国粹，使革命党

人情感与行动能够真正团结起来，章太炎连续发表

《无神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学》等长篇论文，

同时又与流亡日本的印度志士密切接触。1907年四

五月间，张继、刘师培与印度所谓东土旧邦革命者组

织亚洲和亲会，后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国人士

参加，章太炎亲自起草《亚洲和亲会约章》，和亲会的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

各得独立。”会员资格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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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

主义，皆得入会。”1906年 4月《民报》提出的对《新

民丛报》辩驳纲领十二条中，标榜《民报》提倡社会主

义，而刘师培 6月起所办《天义》报，提倡无政府主

义。亚洲和亲会是亚洲流亡者的俱乐部。章太炎对

和亲会的事务特别投入。其撰写了《印度中兴之望》

《印度独立方法》等一系列文章在《民报》发表。因

此，对印度文化以及印度小说的译介，成为后期《民

报》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刘师培学术兴趣的转移和

学术性论文连篇累牍的刊发，使原来以政论为主的

《民报》，在对手《新民丛报》1907年 11月停刊后，明

显呈现出民族与政治革命的讨论减弱，学术学理的

讨论偏重的趋势。这也成为1908年后“倒章风潮”兴

起，章太炎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1907年 6、7月“倒孙风潮”发生后，黄兴、胡汉

民、汪精卫、宋教仁先后离开日本。同盟会热闹议

事、共图大业的局面，变得冷清起来。由于《民报》经

费困难，难以为继，加之与印度流亡者频频接触，学

问欲望炽热的章太炎与苏曼殊商议赴印度研究佛经

的想法。此想法可以 6月 28日苏曼殊由东京致刘三

的信作为证明。苏曼殊信中写道：“衲今后决意与太

炎先生同谒梵土，但行期现尚不能定。”此年夏天，

章太炎在黄侃、刘师培的帮助下，完成《新方言》写

作。刘师培作《新方言后序》，预言此著在异日统一

民言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7月，徐锡麟、秋瑾

等光复会、同盟会会员因组织反清活动被杀害，刘师

培、章太炎组织参与了在东京的演讲与悼念活动。

《民报》《天义》报均有纪念文章发表。章太炎还多次

参加刘师培举办的社会主义讲习班活动。本年的秋

冬之际，为了便于探求学问，合作共事，章太炎、苏曼

殊共同搬至刘师培一家所租住的小石川一椽。1907
年初至年底，应该是“二叔”关系最为和谐，配合最为

密切的一个时期。

秉性刚烈、特立独行的“二叔”，处在东京这一暗

流涌动的复杂环境中，其心智、毅力、品格都遭受极

大的磨砺与考验。

一是徐锡麟、秋瑾案后，清政府一方面饬谕严密

查拿革命党人，一方面在封疆大吏中形成共识，主张

对胁从者予以放宽，以免人心激变，国无宁日。倡导

革命与胁从参与之间，有了或可严查、或可放宽的模

糊地带。

二是同盟会确立武装反满的战略后，满清官员

出于各种利益与目的，与居住在东京的改良派、革命

派成员增加交往接触。如《民报》1907年 4月临时增

刊《天讨》，揭发若干皇族官员的劣迹，肃亲王善耆、

陆军部尚书铁良，即派安徽籍革命党人程家柽到日

本，携金攻关《民报》，试图改善与革命党关系。章

太炎有《与肃亲王书》，甚至劝善耆加入同盟会，合谋

革命。在清政府大员与革命派之间存在一个渗透与

反渗透空间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找到“以术取清吏

之财”的办法？稍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合谋的“诱窃官

金”行为，可能就是这一思路的操作实践。

三是清廷1906年9月1日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推

动很快。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的行动，打破

了1906年以来《民报》所鼓吹的自下而上国民革命的

政治取向。预备立宪最重要的依据《考察各国宪政

报告》，系由出洋考察五大臣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形

成的。梁启超在清政府预备立宪后，捷足先登，成立

了以“实现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作为办社宗旨

的政闻社，并停刊《新民丛报》，改办《政论》。对立宪

闻风而动的还有杨度。杨度是没有加入同盟会，但

与改良派与革命派均保持良好关系的留日学生领

袖。杨度响应立宪，创刊《中国新报》，写作宪政报

告，成立宪政公会，组织宪政讲习会，并在预备立宪

后，在袁世凯、张之洞的推荐下，进入宪政编查馆任

提调，如愿以偿地进入预备立宪的实际操作部门。

预备立宪及以后设立资政院，省城筹设谘议局，选举

议员等一系列的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为官绅及可

能成为官绅的留学生仕途发展提供机会，也提供诱

惑。以《民报》为代表的反对“立宪”，主张自下而上

民族与民主革命的革命党，如何做到从容应对？是

摆在驻守同盟会总部人面前的重大考验。

四是此时的东京留学生中，各省留学生组织办

报成为一时风气，报刊数量新增很多，言论立场与办

报风格，趋于多元。《民报》虽仍是舆论标杆，但引领

天下的光耀在日趋暗淡。1906年年底向康有为惊呼

“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

是第一义”的梁启超，转而在 1907年 7月 17日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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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的信中描述东京舆论界格局道：“革命党之势

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

队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全学界人亦无复为彼

所蛊惑者。”“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不必复有

后顾之忧。”

二、《民报》“二叔”的“诱窃官金”计划

对章太炎来说，《民报》是难以放下的。但同盟

会缺乏凝聚力量，《民报》缺少办刊经费，处在难以为

继的边缘。刘师培夫妇一家在日本旅居、办报，开销

颇大。于是，两个学问癖深重，却又囊中羞涩的革命

党人，有了1912年刘师培致章太炎书中所解释的“诱

窃官金”的行为。“诱窃官金”的理由是章太炎计划去

印度学佛，急需资金。“诱窃官金”的途径是通过何震

的关系，秘密运动朝廷大员，以期获得资金支持。何

震的哥哥何誉生与张之洞女婿、时任长崎领事的卞

綍昌亲善，章太炎最初希望通过卞，向张之洞求金。

于是便于 1907年 9月，写信一封，通过何震托卞綍昌

交张之洞。后因卞调离长崎，其回国后，便将何震拜

托之事，转托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何震回国后

运动的人物，遂由张之洞转向端方。

端方，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维新变法后，被

作为清政府中满族出身的新政能吏委以重任。1901
年 5月，任湖北巡抚，为张之洞助手。1902年 10月，

兼署湖广总督。1904年 5月调署江苏巡抚，1905年 1
月，任湖南巡抚。1905年 7月，端方作为五大臣之

一，与戴鸿慈一起，带队考察美、德、俄、意、奥等国。

1905年12月19日由上海启程，1906年7月21日返抵

上海。归国后，在上海与江浙立宪派人物及流亡日

本的梁启超会商，由梁启超捉刀代笔，起草了《考察

各国宪政报告》。流亡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政治

的紧密结合，此事提供了一个成功但又近于荒诞的

例证。端方作为促进预备立宪的功臣，1906年 9月 2
日，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成为清廷官制改

革的主要倚重力量，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刘师培与端方的交道，并不始于其任两江总督

后。1904年 2月 29日，刘师培曾经以刘光汉的名义，

在扬州给时任湖广总督的端方写信，声讨满洲乱华

二百余年的罪恶，告知自己近著《黄帝纪年说》《中国

民族志》《攘书》，寓排满反清之志。汉人光复神州，

应该是早晚之事。为尔辈光复以后的命运着想，“莫

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一个 20岁的少年，以

通牒教训类的口气，写信给清廷大员，是何等的气

概？规劝远在湖广总督位置上的端方舍逆从顺，又

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读刘师培《致端方书》第

一信。可以想见刘师培少年气盛、睥睨天下的做派。

而三年之后，时过境迁。当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

端方实施“诱窃官金”计划，写作《与端方书》第二信，

转向端方表达自首投诚之意时，会经历怎样的一种

心理落差。

1907年 11月上旬，“诱窃官金”的具体实施者何

震，由日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收到章太炎的第一

封信，叮嘱“拜托诸事，务望尽力”。11月 25日，收

到章太炎第二封信，询问与卞綍昌接触事情进展情

况。12月5日，刘师培回上海。12月25日，《民报》第

18期出版，有《本社谨白》，告白章太炎脑病忽作，不

能用心。顷已辞职，由张继接任。《民报》辞职，是章

太炎对刘师培国内接洽的一种呼应。12月 29日，章

太炎收到刘师培夫妇来自上海的信，得知进展。12
月 30日，章太炎第三次写信与刘师培、何震，以为如

改为运动端方，也可请杨文会在南京帮助转圜，“得

之为高阳酒徒，不得也市南宜僚”。1908年 1月中

旬，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第四次信：知刘师培已到上

海，感谢何震于所托事尽力。章欲出家之事，有人自

上海来函询问，可能已漏露，希望刘师培夫妇应更谨

慎从事。收到章太炎的第四封信后，刘师培与端方

接触，有保民五端、弥乱十条的长信呈送。长信定位

于自首与献策：

师培淮南下士，束发受书，勉承先业。略窥

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

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

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

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

华夷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

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

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

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至沪以后，革命党人以师培稍娴文墨，每有撰

述，恒令属草。然仅言论狂悖，未尝见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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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嗣蔡元培诸人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

会。该会人数甚稀，然颇饶勇敢之概。吴樾、徐

锡麟，皆其党也。及前岁之冬，孙文居东京，创

立同盟会，势力蔓延于腹地。时师培居芜湖，以

事莅沪，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并以皖

省革命事相嘱。然师培居芜湖岁余，实未敢公

为叛逆之举，惟党人密谋知之较审耳。

暨去岁之冬，东南钩党甚急，乃于今春元旦

移居日本东京。东京为革命党萃居之地。东渡

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

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

徒者，咸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

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而内地之供其使

令者，厥惟会匪。彼等固深冀四方有变，以逞其

淫杀劫掠者也。傥窃据一隅，其为生民之害，胡

可胜言！况内变既生，政府必以兵力弭乱。兵

饷所出，必出于敛民财，而人民之疾苦滋巨矣。

故为中国生民计，必弭消革命之萌，然后可以拯

民于水火。加以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今日

亚洲各国为欧人所凌，以强权相压抑。吾人婴

此时局，凡亚洲弱族之陷于巨厄者，仍当力拯其

灾，岂有同国之满人转可互相屠毒？况国朝入

关以后，所行政治，满汉虽间失平，然较之欧人

之遇属地，已有天壤之判。此民族主义所由当

斥也。师培既持此旨，故将往日之眚，自首于明

公之前。

以上为自首部分。信中将所有参与革命的行为

都解释为少不更事，为人所迫；革命党从蔡元培到孙

中山，均不学之徒，不知道德为何物；满人统治与欧

洲殖民地境遇相比，更差强人意，民族革命、政治革

命与公理相违。自首书中痛改前非的刘师培与报刊

著述中叱咤风云的刘光汉，判若两人。

至于所献保民五端，是为端方所献治政方略，其

分别为民事不可轻，豪民不可纵，外观不可饰，农业

不可忽，浇德不可长。弥乱十条则是个人配合政府

的行动计划。包括个人著述演讲，反对民族主义。

运动《民报》停刊。保证浙江、山西无大乱。暗侦革

命党在东京有势力的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

宋教仁等在东京的活动及与国内的联系。有孙文、

黄兴潜伏内地消息，即行报告。或二三年之内，设法

击毙。对付革命党，只宜用解散之策。若非渠魁，严

加捕获，转以坚彼等之心。信中又言：“乞暂将此次

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之间，

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

抒国家之虞。”刘师培夫妇重返日本后的行为，都应

该是“徐行其志”的行动步骤。

刘师培与端方长信最后，以“又禀”的方式，提及

章太炎所托之事：

又禀者：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

秋左氏传》。解析经谊，继美段、王。复谙通小

学，穷声音、训故之源。旁及诸子百家之术，观

览略备。而行文古茂，近时鲜出其右。

特以未冠以前，嗜阅野史，遂倡民族主义。

后复作《訄书》，兼为《苏报》司撰述，致入上海西

狱者三年。彼入狱以后，日阅佛典，深造有得，

顿悟往日宗旨之非。

出狱以后，拟入山为僧，以毕余年。而东京

革命党人，仰彼名高，迫之东渡，使编辑《民报》。

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报》

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彼所作文词，均言佛

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彼党

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

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亦系

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

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

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傥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

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

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

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有

负于明公。

惟此事宣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

害，所谓以爱之者害之也。《论语》有言：“君子成人

之美。”尚祈明公之力践此言也。师培又禀。

就受人之托，代为说项而言，刘师培文要点清

晰，遣词用心。其关于章太炎的叙述，是一个学问

大，嗜佛学，不排满，因不得志而欲印度为僧的形象。

如给予经费资助，国学可以多一保存之人，革命党失

去一绩学工文之人。章与政府，各取所需，各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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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信中比较费解的，一是对以反满而名震遐迩的

章太炎以不排满予以洗白，端方真的会相信吗？二

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的方案，与章太炎的计划，

在数量与支付方式上，相距甚远。为什么刘师培会

明确写在“请求”之中？

1908年 1月 30日，章太炎在知道“按月支给”的

方案后，写了致刘师培夫妇的第五封信。言按月支

给，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且通过

领事付给，不确定因素太多。希望至少先付所开出

的三万元总数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章太炎希

望的刘师培夫妇的继续“转圜”，没有结果，“诱窃官

金”中有关章太炎的计划，遂胎死腹中。刘师培夫妇

则因与端方的接触，获得了他们自己“转圜”所需要

的条件。刘师培致端方书原件 1932年由周作人购

得，钱玄同亲为鉴真。自此件公布后，学术界认为：

刘师培夫妇这次接触，即是刘师培投诚变节的开始。

三、“二叔失和”与倒章风潮

1908年 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回到日本，3月 7
日，刘氏夫妇与苏曼殊迁至新住地麴叮区，章太炎仍

与刘师培全家同住一处。3月 31日，章太炎从刘师

培住处迁《民报》社。关于章太炎迁出、“二叔失和”

原因，传言甚多，有章太炎生活邋遢不受欢迎、章太

炎撞见何震汪公权奸情、张继与汪公权口角、刘师培

夫妇讨论与端方交往的有关事宜为苏曼殊偶尔听到

等多种记载。章太炎稍后请孙怡让出面协调的理由

是“学术声名之争”。钱玄同是这一时期与章太炎来

往最为密切的学生，4月 24日《钱玄同日记》中所述，

也便成为最早的记载：

在太炎处竟日。知刘林生(刘揆一)与汪寄

生(汪东)拟调和章、刘间，章颇愿，因致函规刘，

托刘林生携去。申叔亦本无不可，而何震、汪公

权二人坚执不可调停。申叔内受制于房闱，外

被弄于厮养，默默无言，事遂不果。噫！立宪党

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

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

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

章太炎宣布辞职时《民报》为第 18期，此期由张

继主编。张继遭日本通缉逃离东京后，陶成章接编

第 19、20期。“诱窃官金”事情未成之后，章太炎自 21

期起继续担任《民报》主编。编成 24期后，《民报》停

刊。章太炎几乎在单枪匹马的局面下，四面出击，与

立宪派、《新世纪》派及刘师培夫妇掀起的倒章风潮

轮番作战。

在 1908年 2月 25日出版的《民报》第 19期，章太

炎有《与刘揆一书》，评王闿运在杨度的策动下，出任

湖南宪政支部会长，是八十老翁，自堕前功的行为。
6月 10日出版的第 21期上发表《排满平议》《驳中国

用万国新语说》，批评提倡无政府主义和推行世界

语，以为“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情状不相应”，“一国

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批评矛头指向吴

稚晖在法国主办的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倡世界语的

《新世纪》，实际也指向与《新世纪》在上述两个方面

互动的刘师培主办的《天义》《衡报》。8月 10日在

《民报》第 23期发表《马良请速开国会》，10月 10日在

《民报》第 24期发表《代议然否论》，与政闻社及立宪

鼓吹者论战。1908年，在准备立宪的汹汹之势中，章

太炎以《民报》为阵地，成为坚持反对预备立宪的孤

勇者。

刘师培夫妇向章太炎的发难，趁势而起。1908
年 4月 2日，章太炎迁回《民报》社后，随着“二叔失

和”的消息传播，章太炎通过刘师培夫妇“诱窃官金”

一事不胫而走，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是否背叛革命

成为坊间议论话题。4月 14日，因《申报》“东京通

信”栏目有“章太炎决意出家，《民报》事从此绝不过

问”一类的消息，4月 21日，章太炎在《申报》发表重

回《民报》办事的声明。此时章太炎虽已感觉刘师培

夫妇与汪公权构陷于己，但仍为刘师培回护，为自己

辟谣：“刘君本非险诈之徒，惟帐下养卒汪公权者，本

一势幻小人，以借贷诈骗为务。刘君素无主张，一时

听信谗言，遂至两家构衅，诚可浩叹。”“若谓从此入

山，摈弃世事，则今日并无山可入。一切 言，愿勿

听纳。”同一天，何震写信与吴稚晖，利用章、吴之间

的恩怨，发泄怨恨。信中言：章太炎与张之洞、李鸿

章、刘坤一、俞明震均有交往的历史；去年曾经程家

柽之手，受铁良二百金；去年九月曾上书张之洞，自

言若助以巨金，则不复闻问政治问题。何震预告，有

关信札，已用针笔版照像法付印，俟成即寄上。何震

此举意味着下决心要彻底与章太炎切割关系，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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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于舆论风暴的中心。5月 6日，《钱玄同日

记》记章太炎女婿龚宝铨告知钱：汪公权施放陷害手

段加害于章太炎。5月 7日，一直担任何震佛学老

师，与刘师培一家合住的苏曼殊，因“二叔”失和，而

遭迁怒，被迫从刘师培家迁出。5月下旬，蔡元培从

吴稚晖处知道章太炎委托刘师培夫妇运动端方之

事，并得知刘师培决心将此事公布天下，顿生感叹：

“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然申叔亦太不留余地。

公所谓贻反对党骇笑，诚不免。”蔡元培敏锐地感到

“诱窃官金”与“二叔失和”一事，传播天下，是一件让

仇者快亲者痛的事：章太炎英雄末路，不免可怜；刘

师培投井下石，赫然不仁；同盟会东京总部内讧，被

外界所嗤笑。

身处“倒章”风暴中心的章太炎，6月 1日致函孙

怡让，请求孙怡让以刘师培父执的身份，出面调停

“失和”之事。此时的章太炎，对“诱窃官金”的后果

与“二叔失和”原因，与刘师培夫妇有着不同的认识。

“诱窃官金”，为我所用，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互相渗透

的格局下，并非不可理解不可解释之事；至于“二叔

失和”，章太炎认为刘氏频频发难的原因在“年少气

盛，喜受浸润之谮”，因此请前辈学者出面调解，“劝

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

局”。章太炎并在请求信中写明刘师培东京与上海

《国粹学报》馆的地址，便于孙怡让使用。章太炎的

一厢情愿与自说白话，终难实现。一是此时孙怡让

已经是重病弥留之际，此札寄到，已不及见。二是

“二叔失和”的原因，在章太炎看来是意气之争，希望

前辈学者出面说合；在刘师培这里，对章太炎的揭发

挤兑，逼章太炎离开《民报》，已成为变节与投诚的一

部分。

刘师培好友山西人南桂馨也参与到倒章风潮的

逼宫戏中。5月 24、25日，《神州日报》刊载南桂馨伪

造的“炳麟启事”，声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

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嗣后闭关却扫，

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南桂馨

伪造“炳麟启事”后，6月 6日即以其父去世的理由，

离开东京回国。6月 20日出版的第 21期《民报》，章

太炎为自己辨诬。并揭露伪造“炳麟启事”的是山西

宁武府人。

章太炎的“诱窃官金”行为，因拒绝接受“按月付

款”的支付方法而告结束。但刘师培夫妇“诱窃官

金”的行为，却依然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悄

悄进行。6月中旬，何震再次回国，筹集办报经费，9
月 3日方回到东京。所筹资金只够交当地警署规定

的《衡报》发行保证金的半数。10月 10日，《衡报》被

查禁，刘师培夫妇决定回国。10月 12日，驻日公使

署参赞兼留日学生监督田吴炤致电端方，为刘师培

回国请款。何震 10月 15日拜访田吴炤。16日端方

汇款到，何震 10月 31日启程回国。11月上旬，刘师

培也回到上海，设世界新语事务所，且有续办《衡报》

的计划。《衡报》10月 10日停刊后，《民报》10月 19日
也被迫停刊。刘师培夫妇离开东京后的11月底，《民

报》发生纵火案、茶水投毒案。纵火投毒者为汪公

权，其因得清使馆之贿而为之。章太炎幸免。汪公

权投毒后即逃离东京回国。

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后，便将章太炎托其运动

赴印度学佛路费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加上何震的

注释，广为散发。何震注释中，对章太炎最具杀伤力

的是第二封信中对章太炎 1907年 9月致张之洞信的

提要：“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革命决难

成功。如赠以巨金，则彼往印度为僧。”章太炎背叛

革命传闻在继续发酵之中。1908年冬，主持同盟会

东京总部的黄兴，接到刘师培关于章太炎背叛本党

的举报信。举报信从刘师培的立场和视角，所描述

章、刘“诱窃官金”“二叔失和”之过程道：

至于仆与太炎冲突之原因，则因彼于去秋

以后，与仆同居。仆因平昔所学，与彼相同，赏

奇析疑，遂成莫逆。然太炎当此之时，已无心于

革命，欲往印度为僧。又以无款之故，欲向官场

运动，乃作函于张之洞，语多猥鄙。乃其稿藏于

书中，猝为仆见。彼亦不复自讳，宣言：“士各有

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

务。”且与仆相商，言今长崎领事卞[綍]昌为张之

婿，于何震为戚属，可将致张之函，(此为第二

函，非仆于书中所见之稿。书中所见之稿，已早

由邮局寄出，无回音。)托卞转致，向张索款三

万元，以二万助彼旅费，以一万归仆，为□印书

之资。时震适以返国，并为彼向余杭家索款(得
··100



中国近代史2025.3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洋八百元)，道经长崎，登岸访卞。适卞已于前

数日卸职，乘轮返国，此事遂成画饼。然太炎之

心仍未已，复作函于震，使之向金陵刘姓索款，

并向卞兄绪昌及池州杨仁山谋，使以此事干江

督端方。复令仆返沪，共商此事。

然仆等均知此事不易成，至沪以后，乃告以

三万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冀

寝其谋。而彼仍作函相促，并于《民报》登告白，

言：“近罹脑疾，不克用心。”(并将此报寄至沪

上，嘱仆等由卞、杨转示官场。仆等一笑置之，

此报旋赠高某。)此众人所共见者。今试将太

炎寄沪之函，摘录如左：

……

此皆太炎寄至沪上书也。观此数函，则太

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嗣仆等返东京，

以彼有学无行，遇之稍薄。彼转疑仆等为彼运

动，已有成效，以干没其款；恒以语言相冲突，因

之仇隙渐深。彼本移居牛込区某所。后以金不

可得，乃处心积虑，与仆等为仇，盘踞民报社以

自固。(彼去岁即与民报社绝，誓不再往。今忽

移入其中，自为社长，其故在利用同盟会，不言

可喻。)当彼未入之前，《民报》编辑及维持事，

已一律由仆担任。

适程家柽之劣迹为《二六新闻》所登载，(此
系谷某所为。或言谷因去岁刺孙文事，程已向

北京运动多金，彼所分甚少，故登报以泄其

忿。)彼疑此稿系仆等所寄，然仆与程素无交

谊，亦无恶仇；彼与程，亦非密友。(时程因北京

运动事发露，刘某迫之，出金五千。程怒甚，乃

思联章以拒刘。故当彼之时，与章往来较密。)
又其所以出而干涉者，盖以仆于程事，既登日本

报章，则彼去冬之运动，其实证已操仆手。今既

绝交，势必出而登报，乃为先发制人之计，妄出

诬词，登入《日华新报》。 (如言将彼收信筒毁

拆。实则当时门首，收信筒仅有一所。彼居其

内，并无另置之筒。)又与彼同居八九月，房饭

之金，伊实分文未付。惟向彼假押租三十元，彼

迁居时，大声向仆索还。此众目所共睹者，而该

报转言仆用彼款。其他妄言，不一而足。

该报既出，仆等乃憾□□□，虽有友人调

停，亦不之□。拟延律师(添田增男)控诉，因所

需之费甚巨，遂以中止。嗣以将彼劣迹及往来

函信，汇印成帙，拟当众宣布，又为某所劝止。

乃偕何震至民报社，将彼痛殴。此均公未至东

京以前之事。

刘师培所描述的“诱窃官金”的过程，更为具体

详尽。依刘所述，在章太炎与其合谋之前，一是出于

研究佛学的意图，二是个人对同盟会失望，曾有过一

次通过邮局，向张之洞投书的经历。“语多猥鄙。乃

其稿藏于书中”，为刘偶见。第一次投书未见回音，

才转与刘师培商量，运用何震的人脉，请卞代转。刘

师培的叙述，还提供了“诱窃官金”的总数为三万元，

二万元是章旅印经费，一万元是刘师培出书经费，丰

富了二人合作“诱窃官金”的细节。

刘师培关于“二叔失和”的描述，隐瞒了他向端

方上书献计的投诚行为，而把“背叛本党”的罪名，专

归于章太炎。又将章太炎独力撑持《民报》的行为，

说成“盘踞民报社以自固”。且声称章太炎未再入

《民报》之前，“《民报》编辑及维持事，已一律由仆担

任”，也并非事实。章太炎在《民报》第18期发布因脑

病不再主持编辑事务的公告后，并没有停止在《民

报》发表文章。《民报》第 19期编务由张继主持、第

20—22期由陶成章主持。自 1908年 8月 10日《民

报》出版第 23期时，章太炎重新主持《民报》。至 10
月 19日，《民报》出版 24期后，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

请，下令封禁《民报》”。对于封禁《民报》的行为，作

为《民报》主编，章太炎三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亲至

警厅力争，且因交不出罚款入狱。在友人代交罚款

后方才放出。刘师培自办《天义》《衡报》后，已极少

参与《民报》事务。刘师培信中所谈，“二叔失和”，还

缘于房饭费用等生活琐细。

据刘文所述，“二叔失和”还与程家柽事件有关。

程家柽是安徽休宁人，1899年，经张之洞两湖书院选

送，官费到日本学习。加入兴中会后，促进了孙中

山、黄兴合作，并与宋教仁创办《民报》前身的《二十

世纪之支那》。1906年春，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

习，后任肃亲王善耆幕僚。曾因营救萍浏澧起义被

捕入狱的同盟会会员胡瑛，假冒善耆名义，致电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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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乞求轻判。《民报》经费紧张，程家柽借《民报》

1907年 4月 25日增刊《天讨》有文主张使用暗杀手

段，除去包括军机大臣铁良在内的满族大员，说服铁

良以万金运动革命党，消解暗杀之举。程家柽在

1908年春，受善耆委派到日本，办理捐款赞助事宜。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

记此事如下：

当戊申己酉(民前三四年)间，善耆曾派程家

柽辇金三万元赴东献诸同盟会本部，谓此举只

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并无其他条件。时孙总理

及黄克强均不在日本，并不与闻其事。当会中

庶务一职者为湘人刘揆一(字霖生)，刘乃征问各

干事意旨，众中有谓虽渴不饮盗泉者，有主张此

款既出诸馈赠好意，收受无碍者，结果卒为一部

干事收受，致引起党内绝大纠纷。事后章太炎

语人，谓此款如用途正当，收受无碍，惜未开会

解决，致贻同志以口实云。己酉间，太炎特致书

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函由日本同

志携往北京递进，书投后，善耆密语程家柽，谓

不愿入会，愿相扶助，嘱代转达。

章太炎1909年致善耆的信现收入《章太炎全集》

中。刘师培信中所称“程家柽之劣迹”，即指程家柽

代表善耆、铁良用资金运动革命党之事，而章太炎因

为对此事感兴趣，与程家柽来往相对较密。在章太

炎看来，向张之洞、端方“诱窃官金”，与接受清廷大

员的献金一样，并不构成背叛行为。

刘师培关于自己与程家柽的关系，有“仆与程素

无交谊”的表述。其实这种表述也是欲盖弥彰的行

为。与程家柽交往关系甚好的宋教仁 1912年写作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其中有一段刘师培与程

家柽商议，用清廷大员巨款买凶，加害孙中山记载：

某君不知底蕴，以为君 (程家柽)已降心虏

廷，令日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就尚于君，欲

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君即以白于刘揆一、

宋教仁、吴崐、何天炯。某君恨泄其谋，令加藤

位夫、吉田三郎诱君于僻隐之所，与北辉、清藤

朋殴之，以警察闻声，未至于死。然脑被击伤，

迄今尚时疼痛，记忆力较前为之锐减。

文中的某君，即为刘师培。没有立功于清廷的

动机，就不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计划和大打出手的

行为。程家柽 1908年 8月回国，参与了以钱开道，为

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谋取陆军第六镇统制的重要

岗位，营救谋炸载沣未成的黄复生、汪精卫等人的多

起反清事件，被善耆悬赏追杀。潜伏京师，出入于敌

我之间的程家柽，易引起革命队伍同志的误解，1912
年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写作《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表

彰其革命业绩。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被暗杀。一

年后，因参与反袁，程家柽在北京被杀。长期与宋教

仁共事的冯自由，在时隔37年后，发表宋教仁关于程

家柽的遗稿，并作重要补述。宋之《大事略》与冯之

《补述》，共同保存了与刘师培有关的重要历史资料。

加害孙中山与黄兴，正是刘师培与端方信中自我承

诺的内容。

黄兴接到刘师培的揭发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

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宗旨不定，决议以

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向端方谋款，属于“私德”，其

性质是误入歧途，决定不予宣布，希望章太炎反省回

头。不予对外宣布“诱窃官金”的“私德”错误，是顾

全大局的明智之举，但“秘密事情不与商榷”却惹来

大麻烦。稍后，因陶成章到东南亚为《民报》筹款失

败和在章太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汪精卫复刊《民报》

两件事所引发的怨恨，章、陶再次掀起“倒孙风潮”。

此后，为降低章、陶“倒孙”的热度，黄兴等人决定将

刘师培夫妇整理章太炎“诱窃官金”信件在媒介抛

出。上述刘师培致黄兴的信就是1910年1月18日在

《星州日报》上公开转载的，转载时所用题目为《章炳

麟背叛革命之铁证》。其他报刊也纷纷炒作此事。

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内讧，引起严重的政治分歧与组

织分裂。此后，有从同盟会分出共进会，章太炎领衔

重建的光复会，谭人凤筹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等种

种事端。上述事端，显示同盟会总部内在凝聚力的

缺失。

四、刘师培在端方两江幕府

1909年 3月，刘师培感到在上海无法容身，便到

南京，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并进入端方幕府。两江

师范学堂 1902年由张之洞奏陈，在南监旧址上设

建。原名三江师范，1905年经周馥改为两江师范。

1911年停办。1914年改办南京高师，成为南京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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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两江师范学堂 1906年至 1911
年之间由曾任江宁提学使、布政使的李瑞清兼任监

督(校长)，缪荃孙、方履中、陈三立分任苏籍、皖籍、赣

籍学生总稽查，并参订课程规则改良。两江师范学

堂的科学课教员，多从日本聘来。刘师培与柳诒徵

同为历史课教员。自3月到南京，至6月28日清廷任

命端方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到 7月 19日随端

方前往直隶督府，刘师培在南京生活的时间不过4个
月左右，公私宴请，雅集赋诗的士大夫生活，成为刘

师培的日常。对此缪荃孙、陈三立、柳诒徵都有记

述。《时报》刊载《刘申叔孝廉之知遇》描述刘师培南

京生活：

刘申叔孝廉光汉，粹于经史之学。午帅闻

其名，延揽之，叹为今世绝学。尝与谈至深夜弗

倦，而供养甚优，俸糈亦厚。燕台好士，古今无

两。而江南一班听鼓者流，见刘孝廉宪眷之隆

也，都有乞孝廉绍介于午帅。一时臣心如水者，

臣门亦如市也。

刘孝廉邃于学而短于视，午帅署中，本可任

意出入，无所拘罣。一日，刘乃误闯入上房，午

帅初不嗔责。今闻将随节北洋，他日可望为京

师大学经学教习。一时同学少年均艳羡之。

曾任《民报》编务与撰述的汪东，20世纪 40年代

有《刘师培传》一文，言在端方幕府间：“师培为方考

订金石。”端方是当时著名的金石藏家。如仅考订

金石，绝不至于“谈至深夜弗倦”。而所谓“供养甚

优”，刘师培入幕每月所得在300元左右，因其出外谋

生后一直承担其伯母及刘师苍两遗孤的费用，加上

他本人肺病迁延，因此，家庭生计肯定比在日本章太

炎向其讨要30元房子预交租金时，大有改善，但生活

也并不宽裕。

到南京后不久，刘师培第三次上书端方，建议向

苏州、湖北学习，以城西朝天宫为校址，设立“两江存

古学堂”专门国学学校，以培养专门国学人才。各省

筹建存古学堂，是张之洞 1907年 9月担任管学大臣

后的重要主张，且已经在湖北奏请实行。保存国学，

是学人刘师培一贯的学术立场，其向端方上书继续

坚持这一学术立场；守礼保邦，是幕僚刘师培念念于

正人心、息邪说的政治立场：

且近年以来，欧美诸国，竞治泰东古学；都

会各书馆，恒远致汉文典籍，断碣残碑，珍袭备

至。而日本大学，亦列汉学为专门。使中国士

风，长此僿陋，非惟自丧其所守，且将贻诮于邻

封。加以青年失学，士习日漓。或留学外邦，侈

为忘本之谈，弁髦道德，蔑侮圣贤；故书雅记，弃

若糟粕，排摈翦刈，靡所不用其极。邪说蔓延，

罔知所届。又或稍窥故编，昧于择别，援饰前

言，穿凿附会，妄歧种界，撼国本而基内忧。思

乱之徒，遂得资彼片言，荧惑民庶。是则学术不

正，下之则为人心之蠹，上之则贻宗社之忧。欲

祛其弊，必自振兴国学始。

振兴国学，是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者，都当

关心的问题。刘师培三封与端方信，可以说是刘师

培人生选择三个阶段的思想标杆。

刘师培在南京期间，个人的学术研究，侧重于诸

子校刊。《吕氏春秋斠补》《贾子新书斠补》等成于这

一时期。1909年 6月，刘师培与堂姐夫林宝麟谈自

己的生活情况与学术计划云：“弟频年漂泊，备尝艰

险。近旅白门，暂为栖身之计。顾念先者未成，于

《左疏》一书，不得不速为赓续，于二年以内刊板行

世，以为缵述先业之一助。现到陵仅两月，支款浩

繁，而家中学费，复需按节汇寄；所购故书虽日有增

益，然非旦夕所可购齐也，故家中所藏书籍，不得不

择优取用。”信中所言《左疏》，指《春秋左氏传旧注

疏证》家藏稿本。

7月底，刘师培随端方到直隶督府。7月 31日，

天津《大公报》报道端方随员名单，刘师培名列幕府

九人之末。因刘师培之名见之报端，其入端方幕的

事情便公开化。随后，便是一场“倒刘风潮”。倒孙、

倒章、倒刘风潮的迭起，性质有所不同，但风潮之间

的彼此关联，成为一种对革命党杀伤力的叠加。

7月 24日，汪公权在上海被革命党暗杀。此事

发生后，章太炎曾有信给刘师培，信中劝其回头是

岸，表达数层意思：一是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

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乃为人诖误。至铤而走

险，非独君之过。二是彼帅外示宽宏，内怀猜贼，非

可以相信依靠之人。猜防积中，菹醢在后，难免受其

所累。三是与君交往，艺术素同，气臭相及。我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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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若先一饭而已。君自谓文学绪业，两无独胜。

仆岂有雍蔽之志哉！畴昔坐谈，盖尝勤攻君过；时有

神悟，则推心归美。此盖朋友善道之常，而君岂忘之

耶？何意株守，乃寻斧柯，令中夏无主文之彦，经术

有违道之谤，独学少神解之人，干禄得鼎烹之悔。四

是君虽 离鞅绊，素非愚暗，亦闻史家成败之论。唐

大儒陆德明、孔颖达，皆尝为凶人牵引，先迷后复，无

减令名。希望刘师培以陆、孔为范，俭德避难，迷途

知返。章太炎以学术之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

劝返，没有得到刘师培的回应。

五、南社成员、蔡元培、吴稚晖对刘师培入端方

幕府的批评

刘师培去日本之前，在上海交往一群年轻诗友。

他们大部分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成员。其中高旭是

江苏同盟会会长，高旭与朱少屏是柳亚子加入同盟

会的介绍人，刘师培是陈去病的入盟介绍人。刘师

培夫妇在日本办报，参加革命，成为众少年仰慕的对

象。刘师培 1907年年底回国，高旭、柳亚子、陈去病

与刘师培夫妇在上海酒楼有倡组文社的结社之约，

即后来于1909年秋成立的“南社”。柳亚子有诗赞扬

刘师培夫妇的参与革命、比翼双飞：“慷慨苏菲亚，艰

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忧患平生事，

文章感慨中。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但一年之

后，刘师培夫妇再返上海，其偶像的人设便轰然倒

塌。冯自由《革命逸史》中《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陶

成章《浙案纪略》、陈去病《致柳亚子书》、汪东《致黄

焯书》均作刘师培告密而致张恭被捕的记载。由张

恭被捕，联想到1908年7月9日革命党人陈陶遗刚从

日本回到上海即被捕，遂怀疑革命党内有人告密。

陈陶遗担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其回国的任务与

谋刺端方有关。当时刘师培在日本，何震在国内。

与刘师培夫妇交往甚多的陈去病、柳亚子均持刘师

培夫妇告密所致。陈陶遗经营救一年后获释，成为

南社重要成员。

柳亚子《南社纪略》记述道：

南社的人物，除掉后来作为发起人的陈巢

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籍的黄晦闻、朱少

屏、沈道非、张聘斋以外，还有刘申叔、何志剑、

杨笃生、邓秋枚四人。笃生和秋枚后来始终没

有加入社籍。

申叔名师培，一名光汉，字无畏；志剑，名

震，同为江苏仪征人。他俩是当时有名的革命

夫妻，曾在日本发刊《天义》杂志，提倡无政府主

义，表面上主干是志剑，实际却是申叔在揽。所

以一九○七年诗上说他俩是布鲁东和苏菲亚，

而一九○八年的诗上又说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

罗兰先生和玛利侬夫人了。但他俩后来摇身一

变，做了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的间谍，南社社友陈

陶遗、张同伯两人的被捕，都是他俩告密的。

由柳亚子文可知，刘师培夫妇是已经提前登记

南社社籍的人员。风流坛坫的革命伴侣，转眼成为

美新卖友之莽大夫，必然为南社社友所唾弃。南社

正式成立于1909年11月。首次虎丘雅集17人中，有

14人为同盟会会员。南社之名，取“操南音，不忘本

也”之意，定位于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南社标榜民族

主义，以提倡民族气节相号召。对处在大浪淘沙时

代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年，是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与重

建。南社以提倡民族气节相标榜，隐隐有刘师培事

件的印痕。

处在四面斗争环境下的章太炎，对刘师培宽容

和对孙中山、黄兴、吴稚晖苛刻，形成巨大反差。章

太炎与吴稚晖的争执，主要是因为章太炎 1906年所

写作的《邹容传》中叙述“苏报案”，认定吴稚晖与负

责缉拿的官员俞明震有通款行为，致章太炎被捕，邹

容投案后病死狱中。章的旧话重提，引发吴稚晖在

巴黎与章太炎以书信往来的方式，互相辩难。在宣

传无政府主义与推广世界语方面，刘师培的《天义》

报、《衡报》与吴稚晖的《新世纪》互动较多。“二叔失

和”后，章太炎发表《排满平议》《驳中国用万国新语

说》等文中，对吴稚晖和《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与

推广世界语发表了批判性的言论。强调无政府主义

不适应中国，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中国语言文字，

具有爱国保种的力量。章太炎借批判《新世纪》，也

悄悄划清与刘师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正因为章太炎与吴稚晖有以上过节，刘师培夫

妇才在“二叔失和”后，把信札复制的照片寄吴稚晖。

在确知汪公权被杀，刘师培随端方入直隶幕的消息

后，吴稚晖在 1909年 8月 21日的 109期《新世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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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对刘师培夫妇的密探入幕行为热嘲冷讽。

在学术取向上，吴稚晖以为刘师培讲无政府主义，主

张用外国新语，本报喜吾道不孤，且能帮助刘氏牺牲

其国粹旧惯习，提倡正当进化之学理。岂不料何震

与汪公权有暧昧关系，金钱不够挥霍，遂有运动端方

之举。刘师培先作侦探，后索性入幕。刘本痴人，无

所作为，明作幕僚，肆恶为难。但廉耻良心，一齐梏

亡的何震，隐在幕后，行将叠演丑剧。吴稚晖对刘师

培行为的分析，却与论敌章太炎一样，不约而同地将

刘师培的歧路，归结为“为人诖误”。

19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读书的蔡元培，与吴

稚晖书信来往密切。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1903年
在中国教育会及《苏报》共事。章太炎与吴稚晖争论

《苏报》案有无通款行为时，吴稚晖便求援蔡元培，希

望帮助澄清真相。蔡元培 1907年冬在章太炎发表

《邹容传》的原刊——日本《革命评论》上，发表自己

写作的《读章氏所作〈邹容传〉》，为吴稚晖辩白。蔡

元培认为：《苏报》案的形成，主要原因是革命党人没

有料到，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清政府抓捕有涉国事政

治案人。爱国学社诸教员多被警局传讯，吴稚晖被

传四五次，不存在吴与俞的通款。蔡元培对吴稚晖

的支持，让吴稚晖十分感激。吴稚晖在得到刘师培

夫妇寄来的章太炎五封信的照片后，即将信札内容

告知蔡元培。吴稚晖在《新世纪》117号刊出《党人》

一文，并将刘师培夫妇寄来的照片作为附录，加记者

按语刊出。吴稚晖在加叙加议的按语中，提出 1907
年年底刘师培夫妇已经开始为端方效力的推论：

当刘、何发表此五封信之前，太炎先生固亲

代彼等开无政府党之社会讲习会。彼时刘光汉

与何震，非寻常疑似间之革命党也。在《天义

报》上，大名大书特书，以书函与端方通问，固犹

可曰此用强硬手段也。今第三书则曰：“四弟既

不往宁”，是本欲往宁也。第五书则曰：“如或未

能，当面回复、此则当令六弟任之”。何以以当

时刘光汉与何震之煊赫革命无政府党，可以直

往江宁，面见端方？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

孙毓筠固名亚于刘、何者也。端方已以狱

中之精舍待之。即或怜二人之才而不杀，独不

能使与孙氏同居乎？野鸡大王者，能力远减于

二人者也。然亦必任一侦探之污名，方令逍遥

于沪上。乃端方独厚于刘、何，任使大开无政府

党之讲习会，畅发天义报之革命原理，从而且令

续刊《衡报》。今日天日已见，方知彼固实为秘密

之侦探。野鸡大王尸空名，豕韦夫妇出实力耳。

太炎先生一面丐其见官，一面代其开会。虽

生出一千张嘴，做上一万篇秦、汉、唐、宋之文章，

恐亦不能于此龌龊垢秽之中，寻出一点光明。

孙毓筠为同盟会会员。1906年从日本回国，被

派运动新军与刺杀端方，事败入狱。吴稚晖从孙毓

筠遭监禁与刘师培夫妇重返日本的不同遭遇中，判

断刘师培夫妇 1908年春回日本时，便已与政府有

某种约定，故可以继续回日本办报，继续鼓吹无政

府主义。

1909年 8月 21日蔡元培复函给吴稚晖讲述刘师

培故事：

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

是书呆。惟尚杂以三种性质：(一)好胜。此尚是

书呆本色。盖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弟

尚记得一段笑话，有一日，吴彦复言：夏穗卿到

彦复处，见申叔所作《攘书》，有言黎民即汉人指

目苗种之名，则大诧曰，光汉小子，好盗人书。

盖穗卿曾于《汉族纪□》(见《新民报》)中有此说。

以为申叔袭之，而不著其所自出也。时陈镜泉

在座，曰：申叔前见屠敬山之《历史讲义》有此

说，尝曰：吾书不可不速刊。否则人将以此说为

创于屠氏也。(二)多疑。此则在其与何震结婚，

及主任《警钟日报》以后，始时时发见。其最著

者，在芜湖任安徽中学堂事，敖梦姜、陶焕卿(成
章)、龚未生诸君皆与其事。后校中有冲突，敖

君为某某等所殴，寄居于申叔家中。一日，敖君

不知以何事到衙门一次，而申叔家人即大猜疑

之，谓其告密于官，将捕拿申叔。顿加敖以白

眼，立即欲驱逐之。(三)好用权术。此则弟已不

能举实事以为例证。惟曾忆有此情状而已。此

三种性质，甚之为老实人之累。

……

最后之希冀，或者彼将为徐锡麟第二乎？

徐君当将到安徽之时，其刎颈交攻之颇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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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之事，大出意外。然则论定一人，非到盖棺时

竟有未可质言者。此先生所谓与进与洁之意也。

蔡元培对刘师培概括描述是以近距离观察和多

年接触为依据的，因而真实可信。好胜，因立说追求

新奇，援西说中，创立新学的需要，刘师培对学术界

成说的借用，及对其他人借用的敏感，是经常发生的

情况。刘师培办《天义》报、《衡报》，即有领先《民

报》，不受章太炎学术笼罩的意图，掺杂其中。故章

太炎在刘师培入幕府后的信中有“猥以形寿有逾，恒

人视之，若先一饭”，“然仆岂有雍蔽之志”的自我表

白。多疑，则是敏感性格与恶劣环境所致。安徽属

两江治域，刘师培一度承担安徽同盟会的发展会员

的任务，是最容易触动结网之处。机警与多疑，是一

个分币的两面。多疑加心术不正，则可能走向害人。

虽然已经明确刘师培的变节，但蔡元培仍然希望已

入端方幕府的革命少年刘师培，突然有变，成为徐锡

麟式的人物。

六、刘师培在直隶总督端方、陈夔龙幕府

刘师培最终没有如蔡元培所愿成为徐锡麟式的

人物。但在直隶幕府，却是一种冷暖自知、颇为敛迹

的生存状态。端方接任直隶总督不久，便遭遇了被

解职的命运。端方以善办朝廷内务著称。1889年筹

办光绪婚礼，1892年监修菩陀峪东陵，1900年西狩护

驾，都使他获得能臣干吏的声誉和步步晋升的机会。

但没有想到，在端方任职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却因办

理慈禧移葬事务而遭受弹劾。端方担任慈禧移葬事

务的总办，移葬在1909年11月9日举行。数天后，李

鸿章孙子御史李国杰以“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安

然乘舆，横冲神路”，“风水墙内，绵亘电线”三条理

由，奏劾端方。端方竟因此而被撤职罢免。在端方

之前，是袁世凯被解职。端、袁两家是儿女姻亲。看

重端方的张之洞也在不久前离世。端方因此事被解

职，反映了清宫廷权力之争的复杂性与执政王载沣

的倾向性。

端方去职后，陈夔龙接任直隶总督，刘师培仍留

直隶幕府任事。据 1910年 3月 23日《申报》上《北洋

督幕之人才》一文报道，刘师培与其他三人“充书记

员。专司拟办笺启、缮写要折等件”。1910年 2月，

刘师培夫妇得一女，取名为颎。8月，因病夭折。刘

师培作《女颎圹铭》《伤女颎》诗两首，记其哀痛。同

年，刘师培的《左庵集》8卷木刻本出版。此书应是

1909年编成，端方挂名署检。《左庵集》为刘师培自选

学术文集，收入其学术论文159篇。涉及经学、史学、

文字、音韵、史学、文学等多方面。其中在《国粹学

报》刊发的论文居多。

端方去职后，在北京琉璃厂建陶斋博物馆，将藏

品陈列其中，成为端方周围文人的聚集之处。刘师

培继续参加端方组织的雅集活动。1910年 1月 29
日，端方召集刘师培等在北京举办纪念苏东坡生日

活动，刘师培作《东坡生日集无闷园》诗。此年 9月，

刘师培整理旧时诗作，在第一部诗集《匪风集》之后，

订成《左庵诗》1卷，其文风进入高古诘屈模式。

1909年 6月 7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到南京访

问端方，9月，又到北京。由于端方介绍，得到京师硕

学鸿儒的接待。对伯希和所携敦煌文献，抄录者有

之，参观者有之。经端方协调，将伯希和所携珍本留

京由学部用摄影法印出并排印，又将已送往法国的

文本，照相后将照片寄来。很快得到三四百片，分交

罗振玉、刘师培考释。此后，学部电令陕西总督将藏

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学部保存，政府终于有了亡

羊补牢之举。此后的一年间，刘师培根据所阅唐写

本印片，写作《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计 19篇，分别

刊于《国粹学报》第 75至 80期。因此机缘，刘师培参

与了最早期的敦煌学整理研究。

刘师培居直隶幕府间所做的另外两件与学术有

关的事情。一是1910年冬在北京白云观京师图书馆

筹备处阅道藏，其曾作《读道藏记》记其事，讲乾嘉诸

儒治学，常援引《道藏》，而《南藏》毁于火，《北藏》览

者不多，京师多暇，刘师培故有利用白云观京师图书

馆筹备处阅览之便，作《道藏》提要，以利学界。刘师

培整理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读书提要，约37篇，在

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中，集录为《读道藏记》。

刘师培在两江、直隶幕府做的第二件与治学有

关的事情是向徐绍桢学历法。徐绍桢，广东番禺人，

长刘师培 23岁。1894年中举，曾任道员、总兵、新军

第九镇统制、江北提督等职。在南京任职，曾筑“藏

书楼”。辛亥革命中，率新军起义，击溃南京清军，进

驻总督署，被孙中山称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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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在端方两江督府曾向徐绍桢学历法。刘禺生

《世载堂杂忆》中有记。此后，刘师培有《古历管窥》

上、下卷之作。应该是刘师培研习古历的学术成果。

其文在《国粹学报》74、75期发表，有《后序》。《后序》

检讨过去治学中对古历应用常犯的错误，但没有提

及向徐绍桢学古历之事。

1911年 4月 18日，刘师培有《为东汉大儒贾逵学

行卓绝请从祀文庙事呈文》，东汉贾逵因有功于经学

习传，曾于唐入文庙配祀，明嘉靖九年与刘向同遭罢

祀。刘师培呈文，以“方今士习嚣张，诐辞竞作，荡覆

礼教，播弃纲维，势必犯上凌长，靡所届极。非表章

逵说，不足崇正学以靖人心”的理由，希望将贾逵重

新从祀文庙。呈文由都察院都御史张英麟代奏。未

准。从呈文可知刘师培身份为“兼任学部、拣选知县”。

七、民国初立后刘师培、章太炎对“诱窃官金”的

自辩

1911年 5月 9日，清政府在数十年借债筑路与商

办铁路的重重矛盾中，做出了铁路干线国有、支线商

办的决定，这一铁路国有化决定所带来后果，成为辛

亥革命引爆点。因为端方在湖南曾在张之洞麾下参

与铁路兴办事宜，故在 1911年 5月 18日被盛宣怀推

荐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会同湖广、两广、四川

总督妥善办理铁路国有化事宜。端方因此任命，重

遭身败名裂的命运。端方迟迟不愿出京，与清政府

提出若干南下条件，方赴武汉。路经卫辉，晤见袁世

凯，商榷要政，劝袁出山。7月 5日到武汉后，刘师培

从上海赶来，充任随行。端方在武汉迁延数日，在清

廷的一再催促下，9月 10日乘军舰往宜昌，开始了极

不情愿的入川行程。因保路风潮四起，武汉、成都的

局势瞬息万变，端方试图在拖延与观察中，避祸求

生。武昌起义爆发后端方仍滞留夔州，11月 13日到

达资州。在资州盘桓期间，事情在迅速变化。清政

府任命端方为四川总督，在信息隔绝的资州，端方浑

然不知；11月 22日，重庆宣布独立，同盟会员张培爵

被推为蜀军政府都督。11月 26日，随端方入川的湖

北新军发生资阳兵变，杀死端方及其弟端锦，将两人

头颅呈送黎元洪，响应武昌起义的目的十分明确。

端方被杀前，指派朱山、刘师培到成都游说起义军，

刘师培因此幸免于难，后避居于朱山之家。

1912年 1月 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政府忙着求

从优赐恤端方兄弟，而革命党在急于寻找刘师培。

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是在1911年11月15日上海

光复后。1912年 1月 11日，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在章

太炎任社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

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

误，陷入藩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

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

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

馆，以慰同人眷念。章炳麟、蔡元培同白。

4月 17日，刘师培方有回应。其致章太炎书，6
月4—6日刊载于北京《亚细亚日报》。其对八年亡命

的追悔有二：

夫八年亡命，丧乱末资，公所知也；家室勃

溪，交相谪韬，公所睹也。顾乃任重力少，希张

言微，訾业有限，诱窃官金，始衿齐给，终罹胁

持，其罪一也。《衡报》既封，孑身如沪。希情作

述，不能引决自裁，至为赵椿林、洪述轩甘言所

蛊。困株入幽，三岁不觌，其罪二也。

两位共和大佬在寻找信中将刘师培误入歧途预

设为“宵人所误，陷入藩笼”，刘师培也就顺水推舟将

自己的投幕行为归纳为两罪：一是诱窃官金，终罹胁

持；二是甘言所蛊，困株入幽。

接下来，刘师培在与章太炎信中继续为自己行

为自辩：入幕后，无结引旁驰之务，无政党时论之议。

且立有“证段昭以无罪，促吴昆使速飏”之功。段昭

即同盟会会员段云，在安徽公学与刘师培同事，因萍

浏醴起义与孙毓筠同时被捕，系于端方衙门。刘师

培自言曾施以援手，证之无罪。吴昆为同盟会员，在

湖北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败逃脱。刘师培自言曾帮

助其逃脱。此类立功行为，与程家柽入肃亲王善耆

幕府，回护汪精卫等人的情况相似。

回国后的章太炎，此时热心于调解同盟会、光复

会关系，促进已光复的各省、各地、各派的联合，且提

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为孙中山所反对。

章、孙 1912年 2月 7日在南京有个会晤，会晤后章太

炎仍返上海，并没有介入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在

上海，章太炎忙于尽早结束南北对立的局面，但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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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展，且组建统一党，主张建都北京，并发表若

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与同盟会裂痕加深。

1912年年初，同盟会阵营把“章太炎以万金出卖革

命”的事情重新抖搂出来。为说明真相、自证清白，

当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此事电询章太炎时，章太炎对

“万金”之事有以下说明：

同盟会南北诸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

辞，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

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

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

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

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

是，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

□在东京，关于文字、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

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属

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之洞婿也。卞回国后，

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属卞来

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

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

欲致之鼓山(福建岛)、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

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弛，同盟会人遂云仆

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

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咸而归者，亦多仕

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

之言，心所不可。《天铎》《民报》诸报，市井丑谈，

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辨哉！

章太炎的自辩文字，发表于 1912年 6月 6日的

《越铎日报》，其对“诱窃官金”事情的描述，与事实符

合。向清政府高官谋资发展，是当时同盟会会员可

以接受的行为，并不就意味着投靠变节。黄兴留学、

程家柽为《民报》筹资，与章太炎向张之洞、端方的

“诱窃官金”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章太炎才

可以不加隐匿没有悔意地向统一党部及公众舆论坦

诚交代。

1912年 6月，刘师培、章太炎两封自辩书的公开

发表，似乎为“二叔”参与的“诱窃官金”事件，做了一

个当事人共同的自证。但随着刘师培 1908年《上端

方书》20世纪 30年代被发现，刘师培“诱窃官金”自

证得到认同，而“入端方幕”的自证，颇受怀疑。综合

报刊史料的新发现与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笔者对

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做出新的梳理与勾勒，

以求接近历史的真相。

注释：

①刘师培 1908年《上端方书》，1932年 8月由周作人购得，

钱玄同 1932年 8月 21日日记，记其去周家观看并鉴定，以为

此书为刘师培所亲书：“阅此始知其讲社会主义时已做侦探

也”。见钱玄同著，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4年，第876页。

②刘师培 1908年《上端方书》，首刊于 1934年 11月 2日天

津《大公报·史地周刊》，文前有洪业识语。洪业识语及书信，

见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

第943页。

③章太炎《致浙江统一党信》1979年由曾业英发现，杨天

石在《章太炎与端方关系》一文中引用此文，用以证明吴稚晖

谓章太炎出卖革命是无稽之谈。杨天石文见其论文集《从帝

制走向共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④《1912年刘师培与章太炎书》原载北京《亚细亚报》1912
年 6月 4—7日第 7版，万仕国发表《刘师培佚文两篇》(《扬州文

化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介绍此文。

⑤张仲民：《南桂馨和刘师培》，《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⑥杨婷婷《刘师培变节自述及诗旨发覆：以新发现〈与章

太炎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1期)等有所论及。

⑦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 1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7年，第473页。

⑧⑩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 2卷，第

492，539，548，549，550，552页。

⑨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

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第556，594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

292页。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 3，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第243页。

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年，第481页。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郭汉民、暴宏博编：《宋教仁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337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3年，第373，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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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u Shipei Joining Duan Fang's Governor Office 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an Aihe

Abstract：In the spring of 1907, Liu Shipei刘师培 accepted Zhang Taiyan's章太炎 invitation and went to Jap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of MinPao Daily民报 . A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ung Meng Hui同
盟会(Chines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MinPao Dail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However, due to the financial difficul⁃
ties in running the newspaper, many suspicions and conflicts aro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07, Liu Shipei and his wife
carried out the plan of“stealing the govemment money”which was designed by Zhang Taiyan. The outcome of the
plan was the falling out between Zhang and Liu, and Liu was finally bought off by Duan Fang端方, the governor-gen⁃
eral of Jiangnan(today's Jiangsu, Anhui and Shanghai)and Jiangxi. In the spring of 1909, he publicly joined Duan
Fang's governor office. Zhang Taiyan was also caught in the wave of public outcry of“betraying the revolution for ten
thousand gold”.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many talented people gathered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ung Meng Hui in
Japan to withstand the tests in the fierce struggle. Liu Shipei's choice and fate finally became a regrettable event in
the great era, which is being constantly enriched by the discovery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

Key words：Liu Shipei; hang Taiyan; stealing the govemment money; Duan Fang's governor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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