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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赴日留學引路人服部繁子的遺文研究（外二篇）

摘  要	 秋瑾“自攜書劍去扶桑”，從此走上革命不歸路。究竟秋瑾是怎樣東渡日
本留學的呢？她是甚麼時候想到要革命的呢？她與王廷鈞的感情生活又是
怎樣的呢？帶引秋瑾赴日的服部繁子，她在七十年前寫下的這篇遺稿，可
以一一為我們揭示出來。繁子介紹秋瑾入讀下田歌子辦的實踐女學校，亦
保留了秋瑾的珍貴遺物和資料。本文還可以看到秋瑾、服部繁子、下田歌
子這三位早有才女之稱、後來又成為傑出女性的歷史交往。

關鍵詞《東西交涉》；服部繁子；王廷鈞；秋譽章；下田歌子；實踐女學校；女子
教育；留日學生；《留學生取締規則》

  黃天 *

* 黃天：畢業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

講授中日關係史，主要著作有《日本事典》《中國澳門》（合著）、

《琉球沖繩交替考》《“起來！”我們的國歌》及論文逾五十篇。

引言

歲 月 如 流， 秋 又 去； 1 秋 雨 秋 風， 不 覺
一百一十秋。2

是 的！ 今 年 正 是 秋 瑾 女 士 壯 烈 犧 牲
一 百 一 十 周 年。為 紀 念 中 國 第 一 位 為 民 主 革 命
而捐軀的女革命家秋瑾，翻出蒐集多年的資料，
再 專 誠 渡 日 走 訪 實 踐 女 子 大 學，細 閱 秋 女 士 遺
物《白 香 詞 譜》，歸 而 撰 成《秋 瑾 赴 日 留 學 引
路 人 服 部 繁 子 的 遺 文 研 究》和《考 察 秋 瑾 的 遺
物〈白 香 詞 譜〉並 及 秋 瑾 和 服 照 來 由》；又 將
刊 載 於《東 西 交 涉》的 米 內 山 庸 夫 的《追 錄 秋
瑾 女 史》文 稿 作 了 研 究 寫 成《考 察 米 內 山 庸 夫
遺文中談到下令處斬秋瑾的貴福》。

2017 年秋 	黃天於愧書劍齋

一、服部繁子遺稿的流轉經過

我 自 1977 至 1984 年 留 學 日 本，有 志 於
研 究 中 日 關 係 史，是 東 京 神 田 神 保 町 舊 書 肆 的

常 客。猶 記 1982 年 底，購 得《東 西 交 涉》雜
誌的第一卷第三號。3 該期主題是馬可・波羅的
研 究，但 令 我 最 感 興 趣 的，反 而 是 服 部 繁 子 那
篇遺作，其題名是《回憶秋瑾女士》。4

當 年，我 一 口 氣 讀 完 服 部 繁 子 的 文 章，始
悉 秋 瑾 能 赴 日 留 學，是 得 到 服 部 女 士 的 帶 引 並
介 紹 入 讀 實 踐 女 子 學 校，回 答 了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對 秋 瑾 如 何 啟 程 赴 日 的 各 種 猜 測。同 時，從
服 部 繁 子 的 回 憶，可 以 看 到 秋 瑾 在 情 感 上 以 及
思 想 上 的 變 化，是 吳 芝 瑛、徐 自 華 之 外，又 一
閨密對秋瑾的解讀，因而史料價值甚高。當時，
曾 想 過 將 這 些 在 中 國 聞 所 未 聞 的 秋 瑾 史 料 翻 譯
出 來，可 惜 半 工 半 讀 的 生 活 實 在 太 忙，故 未 及
執 筆。回 港 後，又 為 家 計 奔 馳，一 晃 多 年，始
終未能實踐。

後 來，看 到 章 念 馳 學 者 於 1985 年 發 表 了
《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5，文內就是引
用 服 部 繁 子《回 憶 秋 瑾 女 士》的 資 料，以 作 為
補 正。章 念 馳 可 以 說 是 中 國 首 位 引 用 服 部 繁 子
資 料 的 學 者。從 他 的 說 明 得 悉 是 由 何 鳳 園 替 他
將 繁 子 的 文 章 翻 譯 過 來 的。也 許 何 鳳 園 沒 有 詳
譯 繁 子 遺 稿 的 流 轉 經 過，致 使 章 念 馳 不 能 準 確
地說出流轉的情況。就算後來鄭雲山也譯出《回
憶秋瑾女士》6，但一樣忽略了文前的《引言》。
其 實，我 購 藏 的《東 西 交 涉》是 刊 有 增 井 經 夫
的《引 言》作 介 紹 的，其 中 便 談 到 遺 稿 的 流 轉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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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已於 1951年

發表在《中國語雜誌》第六卷第一號。後因雜誌停

刊，中、下篇的原稿就這樣存放在中國研究所內。

最近，該研究所搬遷，才又發現原稿。據研究所的

幼方直言說，該稿是由倉石武四郎先生接回來的。

想來應是繁子夫人從筐底撿出舊稿，託請倉石先生

交雜誌刊出。但因為雜誌停刊，未刊登的中、下篇

就交給幼方先生了。7

不 過，增 井 經 夫 並 沒 有 再 詳 細 追 查，所 以
尚有不足之處。這裡容我補充一下：

服 部 繁 子 的 丈 夫 服 部 宇 之 吉，早 於 1899
年 已 在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任 教，並 於 1923 年 出 任
東 大 文 學 部 長。而 在 此 之 前 兩 年，倉 石 武 四 郎
就 畢 業 於 東 大 的 中 國 哲 學 文 學 科。兩 人 都 是 漢

學 者，而 且 同 樣 和 東 京 大 學 有 很 深 的 淵 源。繁
子 在 晚 年 將 舊 稿 撿 出，請 倉 石 先 生 拿 去 發 表，
這 是 可 以 理 解 的。我 們 不 知 道 繁 子 是 在 哪 一 年
將 文 稿 交 給 倉 石，但 當 1951 年 上 篇 在《中 國
語 雜 誌》刊 出 後，雜 誌 便 停 刊，而 服 部 繁 子 亦
於第二年的 1952 年逝世。驟遇停刊，一時中、
下 篇 無 處 發 表，而 繁 子 離 世 後，也 沒 有 人 催 問
刊 期，讀 者 翹 首 以 待 的 中、下 篇，便 被 夾 在 文
件袋中，一躺便三十年。

1975 年 11 月 14 日，倉 石 武 四 郎 病 逝，
終 年 78 歲。8 到 了 1982 年，倉 石 先 生 曾 主 持
過的中國研究所要搬遷，當整理藏書和文件時，
在 倉 石 的 一 個 文 件 袋 中，發 現 繁 子 的 中 下 篇 遺
稿。同 時，更 有 一 篇 由 米 內 山 庸 夫 寫 的《追 錄
秋瑾女史》。據此，可以匡正章念馳所說：“回
憶 錄 的 中、下 篇 原 稿 過 去 保 存 在 日 本 的 中 國 研
究 會，直 至 近 年 被 該 研 究 會 倉 石 武 四 郎 發 現，
才 於 1982 年 9 月 在《東 西 交 涉》創 刊 號 首 次
發表。”

《東 西 交 涉》的 編 輯 加 藤 昭 雄（我 曾 親 到
井 草 出 版 社 購 買 該 雜 誌 時，與 加 藤 先 生 有 一 面
之 緣，並 作 了 一 些 交 流）得 到 繁 子 的 遺 稿 後，
不 想 再 分 期 刊 出，更 追 回 上 篇，一 口 氣 把 上、
中、下 三 篇 全 文 刊 載 於 創 刊 3 號（並 非 章 念 馳
說的創刊號），讓讀者可以一氣呵成來閱讀。

服 部 繁 子 這 篇 回 憶 文，補 充 和 提 供 了 不 少
鮮 為 人 知 的 秋 瑾 史 事，那 是 繁 子 和 秋 瑾 兩 女 士
的 深 情 交 往，非 一 般 轉 述、傳 聞 可 比，因 此 珍
貴 非 常。章 念 馳 的 論 文 雖 已 作 出 詳 細 的 分 析 和
研 究，但 有 兩 點 我 希 望 提 出 來 討 論 一 下，並 就
正於史家、學者們。

二、如何看待服部繁子筆下的王廷鈞

眾所周知，秋瑾的婚姻並不愉快。“1896
年 夏 曆 四 月 五 日，秋 瑾 以 父 命，非 其 本 願 與 王
子芳（廷鈞）結婚於湘潭。”9 秋瑾也非常痛恨
這 段 由 父 母 一 手 包 辦 的 婚 姻。在 她 致 函 長 兄 秋
譽 章 時，還 忿 忿 地 訴 說：“父 母 既 誤 妹，我 兄
嫂切不可再誤姪女。” 10

圖 1. 《東西交涉》的創刊第 3 號封面，1982 年 9 月 15 日出版 ( 黃
天藏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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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西交涉》創刊第 3 號刊出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的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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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麗質天生，才華橫溢，詩文清麗脫俗，
早 有 才 女 之 稱。但 嫁 入 豪 門，丈 夫 王 廷 鈞 雖 然
容 貌 俊 俏，卻 是 典 型 的 紈 袴 子 弟，不 僅 胸 無 大
志，而 且 沉 緬 酒 色，所 以 傷 透 秋 瑾 的 心。二 人
由“琴瑟異趣，伉儷不甚相得” 11，至秋瑾無法
忍受，一度出走住進泰順棧。後來，東渡日本，
參 加 革 命，尋 求 救 國 和 解 放 婦 女 之 道，再 沒 有
回 返 王 家，用 行 動 說 明 與 王 廷 鈞 決 裂、離 異。
她 和 王 廷 鈞 的 糟 糕 關 係，可 以 從 她 致 函 長 兄 秋
譽章中清楚看到：

王宅之事舉動，吾哥切勿信之，彼

家之性情，妹知之深矣，方出此決裂之策

也。曾不見從前之待我之情形乎？後妹出

居泰順棧，則又使其僕婦甘辭誘回，其種

種舉動更厲於前，無一毫改悔之心。況赴

京之情形，乃吾哥所目擊者；在京之種種

暴虐及赴東（即日本）情形，乃妹所身受

者；豈有一年餘不見，隨（遂）能改變性

質耶？吾能決其終身不能改變其無信義、

無情誼、嫖賭、虛言、損人利己、凌侮親

戚、夜郎自大、銅臭紈袴之惡習醜態……

近妹曾有一函與子芳（廷鈞），責其百金

及珠花、珠帽等事，後云：“經濟困難，

商借千金”云云，看彼如何作答。如不借

及置之不答，則遺書斷絕往來，此後王宅

不得云有秋氏之女為媳事，吾哥以為何

如？……如彼至京有無禮之舉動行為，吾

哥即可藉口彼從前之暴狀及對我父母之無

禮種種荒謬之行為，例之今日文明世界，

與之開談判離婚……12

子芳之人，行為禽獸之不若，人之

無良，莫此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為

彼篡取，此等人豈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

待妹為無物，妹此等景況，尚思截取此銀

及物，是欲絕我命也；況在彼家相待之情

形，直奴僕不如！……一聞此人，令人怒

髮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 13

無使此無良之人，再出現於妹之名

姓間方快，如後有人問及妹之夫婿，但答

之“死”可也。14

秋 瑾 與 兄 長 秋 譽 章 一 起 成 長、學 習 15，兄
妹 情 深。秋 瑾 在 王 家 受 欺 凌 的 痛 苦 人 生，連 母
親 也 不 訴 說，就 單 向 親 哥 哥 來 傾 訴。但 秋 瑾 信
中 的 用 詞，頗 使 人 震 驚，如 按 秋 瑾 所 言，王 廷
鈞 就 是 一 名 酒 色 財 氣 之 徒，更 是 一 個 狠 毒 的 丈
夫。

但 服 部 繁 子 筆 下 的 王 廷 鈞，卻 是 另 一 張 臉
孔，另一副心腸。

秋 瑾 是 於 1904 年 2 月 在 北 京 初 會 服 部 繁
子 的。當 時，北 京 一 些 官 太 和 服 部 繁 子 組 織 了
一個“婦女談話會”，以讀書交談來切磋求進。
這 一 天，談 話 會 在 歐 陽 弁 元 夫 人 家 舉 行，出 席
者有：吳芝英、陶大鈞夫人及其女兒以及繁子。
正 讀 書 交 談 中，秋 瑾 突 然 來 訪 請 求 加 入“談 話
會”。服 部 繁 子 乍 遇 秋 瑾，其 裝 扮 令 她 大 為 驚
訝。她在文章中憶述：

出現在我眼前的這位朋友，到底是

女是男呢？身材苗條，微向前彎，濃密

的黑髮散亂披開，穿着洋式男裝：歪戴着

藍色的鴨舌帽，蓋過半隻耳朵，身穿藍色

舊西裝，卻又不合身。袖子過長，從袖口

中透出纖纖素手，握着幼細的手杖，過於

闊大的褲管下露出一雙破舊的棕色皮鞋，

胸前繫掛着綠色的領帶。這是誰？臉色青

白，大眼睛、細鼻子、薄嘴唇，修長身材。

可以說，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瀟灑的大

好青年。吳夫人（芝瑛）面露不悅。歐陽

夫人有點結結巴巴地說：“師母，這是我

的朋友！”青年隨即朗聲自我介紹：“王

秋瑾！”我伸手握了一下。吳夫人低着頭

對我說：“師母！請勿見怪，這一位是我

們的朋友‘王太太。’哦！原來是穿上男

裝的女子！”16

自 此，秋 瑾 和 服 部 繁 子 便 時 相 往 還，互 有
家 訪。二 人 討 論 最 多 的 是 婦 女 問 題，也 會 談 及
亞 洲 民 族 被 壓 迫 和 中 國 如 何 可 以 自 強。雖 然 意
見 不 一，但 依 然 可 以 各 抒 己 見。當 年，稍 為 年
輕 的 秋 瑾，對 事 情 的 看 法 有 欠 成 熟，令 繁 子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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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服部繁子繪畫的《秋瑾像》，刊於《東西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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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秋瑾的思想來得偏激。但雙方都是真誠表白，
不 但 無 損 情 誼，反 而 交 情 日 深。服 部 繁 子 繼 續
回憶：

今天真的談得很好。我想說：“秋瑾，

你為何要穿男裝而且是洋服？我大概猜想

過，但不知對不對，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秋瑾那白皙的臉頰頓現光彩，撅起薄薄的

嘴唇說：“我作男裝打扮的想法嘛……

夫人是知道在中國男子是強者，弱質女子

一直受到壓迫。我想設法令自己有一顆如

男子一樣的強者之心，便先要從外形裝扮

成男子，這樣，內心也會變成男子的心。

而那種髮式是夷人的風俗，不是中國人必

效的。因此，我就穿上洋服。夫人，是不

是這樣？”我輕輕點頭回答：“這樣你就

如願地成為強中之強的人啦？”秋瑾略帶

羞澀地說：“是的！”我懷着憐憫之心，

望着她說：“我的想法和你有點不同。作

為女子，並非生來就不如男子；作為人，

男女是同等的，亦應同權。孔子論孝，不

是只說孝父，而是並提孝順父母。也就是

說，在家庭裡面，男女是同權的。你作男

裝打扮的想法是充滿幼稚的。對男子的羨

慕而力求在形態上作模仿，這不如說是卑

屈之想。穿上男裝，也不能就改變身體的

本質。女子終歸還是女子，絲毫沒有可

恥，堂堂正正地更會令男子敬慕。”秋瑾

睜大眼睛看着我。不久，她又撅着嘴說：

“夫人說得也有道理，但我不會放棄己

見。”我點點頭答：“那好！你可隨意便

是。現在，我想問一下你家庭的情況。”17

接 着 下 面 就 可 以 細 味 服 部 繁 子 對 秋 瑾 丈 夫
王廷鈞的描述：

她的丈夫是浙江的富商，18年二十五

歲，小秋瑾二年。他們已有五歲和四歲兩

個小孩。19那位比她年少的丈夫，是個善

良溫和的人。秋瑾的意志言行都很自由，

毫不受約束。我拉着秋瑾的手，微笑說：

“那麼秋瑾，你在家裡你是男子；你丈夫

便是女子啦！事實上你是這個和睦家庭的

女王，不不，是女神！中國有‘怕老婆’

的諺語，常有在家庭施威的女神，你是其

中的典型，你的丈夫就是你這位女神的崇

拜者啦！”秋瑾轉動她那圓圓的大眼，朝

我說：“哎，夫人！我的家庭實在過份平

和！我對這種平庸而又不充實的和睦已生

厭倦，反希望丈夫能強暴一些，祈盼他用

強暴來壓迫我，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可

以用更堅強的決心來反抗男子……不，並

不是我一個人的事，而是為了全部婦女，

我定要使男子屈服！夫人，我是希望能夠

做到連男子也做不到的事。”我以一種憐

憫的心看着她：“秋瑾，你太熱衷於空想

和渴求理想了，家庭不是兒戲的！丈夫強

暴反而說更好，那是對家庭婦女的嘲笑。

男子強是其本份，但也有弱的時候；女子

弱是其本份，但也會有強的時候。女子無

論怎樣始終像個女子，那就是強者。你勉

強要勝過男子，反而顯露出弱的本份。”

秋瑾把嘴再撅起說：“但是，夫人，我不

堪這種毫無生氣的生活，我無論到哪也

一定要勝過男子，請你在這方面作出指

導。”她續謂：“夫人，敢請問你對革命

這些事有何高見呢？”我盯着她：“革

命？秋瑾，在我們日本是擁戴萬世一系的

天子之國，聽到革命的聲音就討厭。”說

時，我面有不悅之色。秋瑾握着我的手，

笑着說：“不不！我不是說日本，而是在

我們中國，將夷族擁為天子，我有卑屈之

感！”說到這裡，我將話題結束。我看出

這個婦女有着過激的思想。革命這種思

潮，往往在中國流傳，成為一種流行病，

秋瑾似乎也得了這種流行病。20

過了四五天，我應秋瑾之邀，往訪

其家。她的家在前門外浙江會館旁邊商店

街的盡頭，跟那些達官的豪門邸宅不同，

是一座連街門也沒有的簡樸居所。秋瑾今

天穿上女裝：黑色的上衣，再套上茶色

的裙子，腳踏繡花小鞋來迎接我。今天看

上去，才真是個王太太。書架上雜亂地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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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着圖書和衣服，房間的角落散棄着瓜子

殼和果皮，發出異味，很不整潔。秋瑾後

面跟着她的丈夫，看上去是個比年齡還年

輕的白面青年，又是一個令人憐惜的溫和

的家庭青年。他有點害羞地向我行了揖拜

禮。秋瑾對丈夫低聲地說了些甚麼，他便

一拜而去，好像是出外去了。21

秋 瑾 曾 有 赴 美 留 學 之 想，繁 子 也 覺 得 秋 瑾
到美國留學是很合適的。

我問：“秋瑾，你去美國想研究甚

麼呢？”秋瑾似早知道我有此問，即回

答：“我啊，打算學法律。”這也很好，

但我也表示去美國可以好好地研究婦女問

題。中國的家庭，婦女過多，雖然自古以

圖 4. 秋瑾的男裝照（攝自紹興秋瑾故居）

來如此，但到了現代，不論從家庭和睦和

從經濟方面來看，都是無益的，有改良的

必要。美國是人權發達的國家，正適合研

究這個問題。秋瑾盯着我說：“家庭的問

題太多了，我覺得研究此類問題太沒有意

思。在我國，皺紋受尊敬，白髮受崇拜，

這些情況是很難抗拒的。若埋首研究此等

事情，我也變得衰老，倒不如幹一些令男

士也瞠目震驚之事！”我不禁笑起來，不

解地說：“你只是說說吧！秋瑾，你名譽

心太重了，太要突出自己了，你所說的令

人吃驚之事，大多不是好事吧？”她搖搖

頭回答：“太太，我是作這樣想，但並

沒有作壞事！”我接着說：“你認為不是

壞事，也許是壞事！”我們兩人都笑了起

來。22

秋 瑾 自 從 認 識 服 部 繁 子 後，學 會 了 一 些 日
語，並 逐 漸 改 變 初 衷，想 前 往 日 本 留 學。繁 子
繼續回憶：

“直到今天，我對日本婦女並不了

解，也沒有任何興趣，不要說日本婦女，

就連對日本也有過輕視。但跟夫人結交

後，便很想去日本看看，太太，就請你帶

我去東京留學吧！”秋瑾說時，態度認

真。我緩緩地說：“我們的日本，今天仍

然尊敬皺紋，崇拜白髮，那卻是你所嫌惡

的，所以不是很適合，你還是去美國好。

不過，美國是否符合你的主義，就不得而

知。總之，你到日本留學我不表贊成，還

是按照當初所想，去美國留學吧！”說

時，我心裡想：把這樣的婦女帶到日本去

好好的教育，也是很有意義的事。這天，

秋瑾並沒有下決定，便與我辭別。23

秋 瑾 擬 赴 日 留 學，服 部 繁 子 曾 和 她 的 丈 夫
商 量。服 部 宇 之 吉 不 表 贊 成。而 駐 華 公 使 內 田
康 哉 夫 聞 悉，認 為 秋 瑾 有 新 思 想，也 不 贊 同 帶
往 日 本 留 學。正 在 此 時（1904 年 6 月），王
廷鈞突然登門拜訪服部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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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時，看到他仍如往日那樣，是

個溫順的家庭青年……我率直地問他：

“有何貴幹？”這位青年才惶恐而又羞怯

似地抬起目光：“實在失禮，我有事求

懇！”我看着他，心想：“可來啦！肯定

是要我阻止秋瑾出國。”青年續說：“夫

人，我的妻子懇請你帶她去日本，就求你

允許吧！”我順着答：“好啊！她要去美

國，途經橫濱，我是可以答允同行的。”

可是青年搶着說：“不不！我的妻子更期

望到貴國而非美國，我今天特地前來就是

提出這個請求，懇請你答允！”24

服 部 繁 子 很 想 說 服 王 廷 鈞，推 薦 秋 瑾 留 學
美國，將更適合她學習。但王廷鈞卻懇切地說：

“夫人，我的妻子想去日本之心非

常熱切，我已無法勸阻。如果夫人說到底

也不肯帶她去，我不知她將會是何等的痛

苦！我儘管有兩個小孩，仍要拜托你，請

你帶她去吧！留學也好，或只是觀光後回

來也好，任隨她便。如果是留學，東京有

三四位朋友，我可以請他們來關照，不會

給夫人添麻煩。如果她執意要赴日，跟誰

同去都可以，但在我來說，拜托夫人是最

可放心的！服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學者，

為協助提升我們中國的教育事業而來，我

十分感謝！而夫人又為我國的女子教育事

業盡慈愛之心，就請帶她去吧！懇請垂

察！”出人意外地他善道起來。我若是拒

絕，他也許會受到家庭女神的懲罰，那就

真的可憐了！我稍為轉換口氣說：“如一

定要帶秋瑾去，我有一個希望。”青年靠

前來笑嘻嘻地問：“希望？請說出來，我

會盡力而為！”我直截地說：“不，不是

指你，我的希望是對秋瑾的思想而言，她

那種過激的思想，在我們日本是容不下

的，如果抱着這種思想去日本，很抱歉，

我不能帶她去！”他用力點頭很明確地

答：“我明白，那種思想我也是不贊成的，

好吧！只要身在日本，就要她放棄那種思

想。”我懷疑他能否說服秋瑾聽從他的意

見。我亦表示這件事定要跟我的丈夫商

量，所以未能明確答覆，讓他先行回去。

啊，今回為夫的稍為強硬些；為妻的稍為

順從些吧！ 25

過了兩三天，秋瑾來了，表示會聽

從她丈夫的旨意，只要身在日本，保證

不會表露那過激的思想。我將事情的原委

告訴我丈夫，也把秋瑾的保證說了。丈夫

說：那就帶她去吧！但往後不知會有甚麼

結果。而我的內心，也是無底的。吳夫人、

歐陽夫人和其他一些人，為了秋瑾之事，

都很高興前來感謝我。26

服部繁子回國省親的日子定在 6 月 28 日，
秋 瑾 隨 行，展 開 她 的 留 學 生 涯。他 們 一 行（繁
子 的 家 眷）從 北 京 安 定 門 火 車 站 出 發，由 火 車
牽 引 至 塘 沽，然 後 轉 乘 輪 船 赴 日。這 天，王 廷
鈞帶着孩子來到車站的月台送行。繁子拿起筆，
憶述近半個世紀前的如煙往事：

王秋瑾已坐進火車裡。今天她不穿

男裝，而是穿上淺藍色的簡樸服裝，戴上

帽蓋住短髮，抱着手提袋坐在車位上。在

車舷前，秋瑾的丈夫手拖兩個孩子站着，

其後有老女傭。兩個小孩：五歲的女兒，

長着與秋瑾一樣的圓圓大眼，臉皮白嫩

很漂亮，穿着紅衣和踏着小鞋。四歲的男

孩，是一個胖乎乎、圓鼓鼓的可愛小孩，

梳着短辮，戴上帽子，身穿藍背心，好奇

地揮着小手。（這裡的記述明顯有誤，

因為秋瑾的子女，男的為兄，名沅德，

生於 ����年；女為幼妹，名燦芝，生於

����年。）秋瑾的丈夫，面帶哀愁，頭

上的辮髮被風吹得散亂，狀甚悲悽。儘管

如此，他仍像做丈夫的樣子，叮囑秋瑾路

上小心，到達後寫信回來等等。兩個孩子

可憐地盯着這個無情的母親。秋瑾只是點

着頭，甚麼也沒有說，但到底離愁難掩，

忙背過那含着淚的臉。此際，可以看到她

又像妻子又像母親的感情。至於我自己，

僅僅短暫離開丈夫，便因為時局的情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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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慌起來。而秋瑾可堅強……特別是這兩

個孩子的將來……我不由心生感佩！汽笛

一聲，火車徐徐開動。我拉着秋瑾的手站

到車窗邊，秋瑾的丈夫抱着男孩揮着手；

女孩由老女傭抱着，也在揮手，真是一場

離別的悲劇！我和丈夫站在車窗邊，以憐

憫的心情目送這些影子，漸遠漸遠縮小下

去。27

從 以 上 內 容 來 看，可 見 服 部 繁 子 筆 下 的 王
廷鈞，與秋瑾致函兄長秋譽章所痛斥的子芳（王
廷 鈞）截 然 不 同。繁 子 對 王 廷 鈞 的 印 象 甚 佳，
章 念 馳 據 此 作 出 評 論：“誠 然，秋 瑾 在 她 書 信
中 不 止 一 次 地 譴 責 過 她 的 丈 夫，但 是 不 是 她 的
丈 夫 壞 到 如 我 們 史 書 記 載 的 那 樣 程 度，服 部 繁
子 的 回 憶 毫 無 可 信 呢？”28 但 話 得 說 回 來，秋
瑾 之 言 又 是 否 不 可 信 呢？為 探 討 這 個 問 題，今
將繁子對王廷鈞的主要觀感整理如下：

①王廷鈞善良溫和；
②家庭和睦；
③秋瑾是強者，王廷鈞是弱者；
④為使秋瑾能跟隨繁子赴日而充當說客；
⑤王廷鈞對秋瑾表現出的愛意。

① 服 部 繁 子 對 王 廷 鈞 的 印 象 是 來 自 幾 次 會
面，這些在交誼上的見面，表現得“善良溫和”
是 人 之 常 理。但 在 家 裡 沒 有 外 人 時，他 又 是 怎
樣的臉孔對待秋瑾，繁子就無法知曉了！

② 家 庭 和 睦，這 也 是 繁 子 觀 察 所 得，但 秋
瑾和王廷鈞不睦，在京城的朋友很多都知道，29

就 連 陶 成 章 的《秋 瑾 傳》中 也 談 到：“又 與 廷
鈞不睦，同鄉戚屬陶大均、陳靜齋等為之和解，
不 得。”30 這 就 說 明 表 面 的 觀 察 只 能 作 參 考，
不一定準確。

③ 秋 瑾 是 強 者，王 廷 鈞 是 弱 者，這 是 繁 子
在 和 秋 瑾 的 交 往 和 會 見 過 王 廷 鈞 後 綜 合 得 來 的
見 解，情 況 也 和 ① 一 樣。當 他 們 關 起 門 來，誰
是 強 者、誰 是 弱 者？不 是 外 人 所 能 知 道，俗 語
有 云：“家 醜 不 外 揚”，有 事 也 裝 作 無 事，不
能太單純看待這個問題。

④ 王 廷 鈞 為 使 繁 子 答 應 帶 秋 瑾 到 日 本，甘
當 說 客，一 再 懇 請。據 此，是 否 就 可 以 打 破 王
廷 鈞 不 贊 成 秋 瑾 出 國 留 學 的 成 說，進 而 指 出：
“至 少 王 廷 鈞 對 秋 瑾 留 學 日 本 是 抱 支 持 態 度
的。”31 但情況也許會是這樣：

王 廷 鈞 不 想 自 己 的 妻 子 單 獨 出 國 留 學，並
多 方 設 法 阻 止，這 不 獨 在 清 朝 末 年 的 傳 統 舊 思
想 會 如 此，就 是 放 在 今 天，有 了 兩 個 子 女 的 妻
子 若 要 轉 到 外 國 留 學，也 不 是 很 多 丈 夫 會 同 意
的。秋瑾當時是下了決心非要到外國留學不可；
初 時 還 計 劃 遠 赴 美 國 學 習，王 廷 鈞 想 盡 辦 法 阻
止 也 不 成 功。及 後 聞 說 秋 瑾 改 變 主 意，到 鄰 近
的日本留學，而且還有認識的服部太太來引領，
怎 麼 說 也 比 赴 美 國 為 佳。既 然 阻 止 不 來，上 策
不 成 選 下 策，便 充 當 說 客，請 服 部 繁 子 帶 秋 瑾
去 日 本，是 王 廷 鈞 無 可 奈 何 的 選 擇，不 能 就 此
說成是他支持秋瑾赴日留學。

⑤ 王 廷 鈞 為 秋 瑾 赴 日 之 事 又 是 當 說 客，又
是 聲 聲 叮 囑、依 依 惜 別 送 行，流 露 出 愛 意。儘
管 如 此，感 情 是 雙 方 互 愛，才 能 同 在 一 起。王
廷 鈞 的 行 為，雖 令 秋 瑾 極 為 痛 恨，無 法 忍 受。
但王廷鈞仍然可以繼續愛秋瑾，延續夫妻名份，
不 想 秋 瑾 離 去，讓 子 女 的 娘 親 伴 在 身 邊。秋 瑾
的 弟 弟 秋 宗 章 便 有 類 似 的 記 述：“蓋 先 大 姐 與
子芳，伉儷之情，原非甚篤，意見參商誠有之，
名義上則始終為夫婦，從未履行離婚手續。”32

但 王 廷 鈞 的 所 作 所 為，確 傷 透 秋 瑾 的 心，
她 出 國 留 學，已 埋 下 決 裂 之 心，從 此 不 再 返 回
王家。後來自日本歸國，也是回到紹興的娘家。
當 年 一 別，正 如 服 部 繁 子 所 描 寫“是 一 場 離 別
的悲劇！”

這 裡 特 別 要 提 的 是，秋 瑾 向 繁 子 說：“我
的 家 庭 實 在 過 份 平 和！我 對 這 種 平 庸 而 又 不 充
實 的 和 睦 已 生 厭 倦，反 希 望 丈 夫 能 強 暴 一 些，
祈盼他用強暴來壓迫我……”

這 番 說 話，真 的 令 人 難 以 理 喻。對“平 庸
而 又 不 充 實 的 和 睦”產 生 厭 倦 還 可 以 理 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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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 丈 夫 能 強 暴 一 些”，就 有 點 不 可 思 議，
抑 或 秋 瑾 真 有 被 虐 之 想？如 果 繁 子 的 記 述 確 是
秋 瑾 的 原 話，我 們 只 能 夠 細 味 秋 瑾 話 語 中 的 用
意：她 是 否 希 望 王 廷 鈞 能 夠 再 強 暴 一 些，借 此
製 造 藉 口，可 以 離 家 出 國 留 學，因 為 拋 家 棄 子
女而遠去，是一道非常不容易逾越的道德關。

以 上 論 析，未 知 當 否？願 海 內 外 學 者 有 以
教之。

三、質疑服部繁子記述秋瑾和下田歌子反目的
時序

根 據 服 部 繁 子 的 記 述，她 們 是 於 1904 年
6 月 28 日離開北京，坐火車至塘沽，轉乘輪船
赴 日。7 月 12 日 泊 神 戶，再 轉 火 車 於 7 月 14
日 抵 達 東 京。秋 瑾 即 住 進 神 田 區 駿 河 台 留 學 生
會館，並在日語講習所內學習日語。

甫 抵 日 本，秋 瑾 人 地 生 疏，遇 有 疑 難，常
會 想 到 服 部 繁 子。但 曾 兩 次 往 找 繁 子，都 不 遇
而 回。至 8 月，繁 子 發 信 邀 請 秋 瑾 來 家 見 面，
以免不遇而白走。這次晤面，繁子記述：

秋瑾來到後，很溫文平和地說出與

朋友一起學習的近況，並且想到還是留學

好，但不知進哪所學校為宜。我建議她跟

朋友商量一下，再作決定。過了兩三天，

她就來告訴我，想進實踐女校。我對她

想入讀女子師範感到有點意外，便詢問因

由：“你滿意這所學校嗎？”秋瑾答：“嗯，

那裡有我的朋友，而且下田女史 33是位有

名的人，因此我是滿懷希望的。但最近聽

說很難入讀。太太，聞說你和下田女史很

有交情，務請賜助！”其時，實踐女校正

在培育很多中國女留學生。下田先生對中

國女子教育十分熱心。我如果拜托她，相

信一定會應允的。但秋瑾的思想，特別是

她原有的思想尤其難處理。我只好說：

“秋瑾，你原有的主張怎麼辦？你會信守

諾言吧！”秋瑾十分認真地回答：“嗯，

仍然抱着那種思想，但會信守諾言，請你

放心！”不過我總是懷疑，已萌了芽，一

有機會定會展露出來的。34

這 裡 先 來 介 紹 一 下 日 本 的 婦 女 教 育 先 覺 者
下田歌子。

下田原姓平尾，名鉐，1854 年 9 月 30 日
生於歧阜縣惠那市的藩士家庭。幼隨祖母讀書，
五歲能背誦俳句、漢詩，作和歌，有神童稱號。
明治元年（1868 年），祖父和父親應聘往東京。
不 久，亦 隨 往，得 以 親 炙 祖 父，並 師 事 加 藤 千
浪、八 田 知 紀。十 九 歲 拔 擢 為 女 官，獲 皇 后 美
子 的 寵 愛，以 其 善 作 和 歌，因 賜 名“歌 子”。
1879 年，她與劍客下田猛雄結婚，從夫姓。婚
後 五 年，夫 病 歿，旋 為 皇 后 推 薦，創 立 華 族 女
學校，教授皇家貴族子女。1893 年至 1895 年，
被 派 往 歐 洲 視 察 女 子 教 育，遍 訪 英、法、德、
意、奧 地 利 和 比 利 時，看 到 西 方 的 教 育，無 分
男 女，悉 心 栽 培，使 女 子 亦 學 得 豐 富 的 知 識，
有 堅 強 的 意 志，並 能 自 立 生 活。她 還 汲 收 了 育
兒、衛 生、生 理、看 護 病 人 等 的 知 識，更 獲 英
國 維 多 利 亞 女 皇 的 召 見。回 程 取 道 加 拿 大 和 美
國，也作了考察。

圖 5. 秋瑾入讀實踐女學校 （採自《實踐女子校園 80 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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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實踐女學校的校長下田歌子 (1854-1936)，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推動女子教育，培養出新一代的賢妻良母。（採自《下田歌子先生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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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國 後，她 深 感 富 國 強 兵 首 要 提 升 國 民 的
素 質。國 民 素 質 的 提 升，有 賴 賢 妻 良 母。後 者
之成，就必須做好女子教育。1898 年，她創立
了“帝國婦人協會”。翌年，為實現女子教育，
創 辦 了“實 踐 女 學 校”和“女 子 工 藝 學 校”。
1901 年，實踐女校招收了首名中國女留學生。
翌 年，又 增 加 了 十 名，同 年 7 月，京 師 大 學 堂
的 總 教 習 吳 汝 綸 訪 日 考 察，與 下 田 歌 子 會 晤，
談 及 中 國 的 女 子 教 育。吳 汝 綸 此 行，亦 促 成 服
部宇之吉受聘至京師大學堂任教（繁子隨行）。
下 田 歌 子 透 過 服 部 宇 之 吉 和 清 廷 聯 繫，希 望 能
覲 見 西 太 后，陳 述 重 視 女 子 教 育 的 重 要。聞 說
慈 禧 也 很 想 召 見 下 田 歌 子，因 為 同 為 女 流，見
面 較 方 便。但 在 安 排 期 間，慈 禧 歸 西，下 田
的 宿 願 幻 滅。下 田 歌 子 於 1936 年 病 逝，終 年
八十三歲。

她一生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家政學》
《泰 西 婦 女 風 俗》《子 女 教 養 全 書》《女 子 自
修 文 庫》《婦 人 禮 法》等，另 有 和 歌 集，晚 年
整理成《香雪叢書》出版。

繁 子 為 介 紹 秋 瑾 入 讀 實 踐 女 校，踐 諾 往 訪
下 田 校 長，並 且 說 明 秋 瑾 是 一 個 抱 有 過 激 思 想
的女子，繼而談到：

“你（下田）是知道西太后的意向

對中國女子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你也很

想找機會到中國，親自向西太后建議重視

女子教育，所以就請你以這樣的意念來招

收秋瑾吧！”35

下田先生似視西太后為女中英雄而

有敬慕之心，但同時她又同情反抗清朝的

革命家，庇護亡命而來的革命者。既有此

原則，她對秋瑾亦作同樣考慮，答道：“這

樣的女子很想教育一下，請放心，我會

招收她的！”而我反而生起又是安心又是

擔心的奇妙感覺。於是告訴秋瑾，說下田

先生已允諾她入讀，並作出說明：下田先

生是我國最頂尖的女教育家，關於這位先

生，社會上有種種流言蜚語 36，請不要相

信。同時，秋瑾你要成為中國女子留學生

中的表表者，是眾多女生的模範，又提到

各種規則。秋瑾入了學，並在學校寄宿。

後來，我訪問學校，並到宿舍去看過，秋

瑾已能靜心學習，我便略為放心。37

9 月 底，繁 子 忙 於 準 備 回 北 京 的 事 務，秋
瑾來訪，訴說對學校種種不滿：

“首先是伙食差而且非常貴。一提

到吃和金錢，日本人總會覺得是下品之

事。但一般來說，人世就是吃和金錢，撇

開此二者，還有甚麼人世可言？下田女史

主持華族女校和實踐女校，還要將我們留

學生作為商品般來牟取利益，未免過於貪

婪了吧！”我嚴斥她入學不久就說出這些

謗言，實在太無禮、識見淺。但無論如何，

我也會轉告下田先生，秋瑾便告辭了。38

服部繁子在返回北京之前，走訪下田歌子，
將秋瑾的不滿，轉述一遍，並建議：

“伙食方面，可以請宿舍的工作人

員注意一下，至於秋瑾，其思想如果影

響了其他學生，實在對不起，就請下田先

生視情況令其退學。”下田先生一點也不

介意地說：“不不！對伙食不滿，一直是

她們的通病，不必在意。等她們熟習環境

和漸漸對功課感到興趣之後，就不會那樣

說了。如果這樣的事情都在意，便不能做

好中國人的教育，你是應該明白的！”我

想，秋瑾的本性不會安分，只是下田先生

招收了很多學生，我便沒有言明，但說：

“秋瑾仍抱有過激思想，請多加留意！”39

繁 子 在 百 忙 中 邀 請 秋 瑾 到 來，告 訴 她 已 跟
下 田 先 生 談 過。但 這 一 天，秋 瑾 的 情 緒 異 常 低
落，幾陷於崩潰。首先，繁子說：

“好好學習，如實在不滿，退學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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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沉默了一會，唉的嘆了一聲：

“太太，我最近不知怎麼了，似有不會久

存於世之感，我的靈魂捨我而去，我唯有

鞭打這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說時，秋瑾

快要哭出來。我亦焦急起來：“怎麼啦，

秋瑾！何以說出不似你平日那樣軟弱的

說話。靈魂捨你而去，你便尋找新的靈魂

吧！決不會只剩下軀殼。但是秋瑾，你是

有家室的人，你拋棄家庭，來到人生地不

熟的地方，內心寂寞，導致神經過敏，你

倒不如回家去吧！要研究就從事研究，要

不然，就如當初所想，去美國也好。”我

真心地勸她，但秋瑾搖着頭嘆息道：“回

家？我無法沉浸在毫無意義的平和生活，

夫人的好意感銘了。我雖然對學校不滿，

但沒有想過退學。至於去美國，恐怕和來

到日本所看到的一樣，令人失望，所以沒

有作此考慮。我想我將會不久人世，因此

不鞭打這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是不行的！”

我說：“秋瑾，不要光想那悲傷的事情，

要拿出勇氣，我馬上就要和你分別了，關

於你所主張的觀念，你會信守諾言吧？”

秋瑾囅然而笑：“太太，請放心！對於

（日本）這個國家，我無意要提出我的主

圖 7. 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間的實踐女學校校舍 （採自《下田歌子先生小傳》）

張。啊，太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

是滿族這種異種人的中國。太太！畏首畏

尾，徒具軀殼的人何其多！”說時，用手

掩着臉。我生起憐惜之心，說：“但是秋

瑾，因為我丈夫出掌貴國的新教育我才不

這麼看，天命不可違，中國是易姓革命的

國家，天命一到，命運就會改變，現在還

不是時候。秋瑾，還是回家去，靜心做研

究吧！”秋瑾笑着答：“太太的好意我明

白，太太是孔子的信徒，嫌惡新事物，冥

頑難訓！”我即回應：“你的思想是一種

病態，你才冥頑難訓！”我們兩人都笑了

起來。40

	

10 月 7 日，服部繁子動身回北京。前一天，
秋瑾來叙別。繁子記道：

秋瑾來到，不忍別離而落淚。這樣

堅強的人，也有柔順之心，更動起情感

來。我亦感傷悲，問秋瑾可有話要轉告她

的丈夫。她答沒有。41

繁子回京後，在 11 月收到秋瑾來信，表達
對 實 踐 女 校 的 不 滿，後 來 更 接 到 下 田 歌 子 的 信
函，責備繁子介紹秋瑾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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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 ��月中旬，秋瑾來函，講述實

踐女校的不是和老師的淺學無能。我沒有

給回信。不久，我收到來自學校主任的信

函，指秋瑾發出多封書函，表達對下田先

生的不滿，然後離開學校。因此，我即修

函向下田先生表示歉意。她來了回信，以

責備的口吻：何以把抱有那樣思想的女子

帶到日本，更介紹入讀實踐女校。我頗感

不快。心想：那在我拜托之時，何以不令

她退學？既然沒有做到，我覺得是不得已

之事。42

從 上 面 的 記 述 來 看，秋 瑾 在 1904 年 7 月
14 日第一次留學日本抵達東京，隨後在繁子的
介紹，入讀實踐女校。同年 11 月，秋瑾不滿學
校 和 老 師，並 和 下 田 歌 子 弄 得 很 不 愉 快，投 函
後便離校而去。

根 據 其 他 史 料 可 以 得 知 秋 瑾 是 在 1904 年
12 月退學，於 1905 年初返回中國。而秋瑾突
然 退 學 回 國，不 是 就 此 結 束 留 日 學 習，反 而 是
希 望 繼 續 留 學，只 是 手 頭 拮 据，才 回 國 籌 措 學
費。陶成章在《秋瑾傳》中也點出：“瑾之歸也，
本為籌學費計。”43

秋 瑾 再 想 回 日 本 讀 書，將 要 進 哪 一 家 學 校
呢？下面讓我們看看幾則史料。

秋瑾即將離開東京時，寫信給大哥秋譽章，
提 到：“妹 因 師 範 尚 未 開 班，大 約 四 月 開 學，
暑假不放，故於近日歸家一行。”44

秋 瑾 說 的 師 範 學 校 是 哪 一 家 呢？原 來 在
1904 年底，實踐女校招收了二十名來自中國湖
南 的 女 子 留 學 生，校 務 擴 大，遂 向 文 部 省 申 請
設 立“中 國 留 學 生 分 校”，下 設“清 國 女 子 師
範 工 藝 速 成 科”，新 址 在 東 京 赤 坂 區 檜 町 十 番
地。秋 瑾 很 早 便 懷 有 解 放 中 國 婦 女 之 志，而 且
身體力行，帶頭和推動。她第一次由日本回國，
便鼓動婦女走出“幽密之閨房，乘快樂之汽船，
吸 自 由 之 空 氣，絡 繹 東 渡，豫 備 脩 業。”而 這
脩業之地，正是“實踐女學校”45。

秋 瑾 是 帶 同 實 踐 女 校 的 章 程 單 回 到 蘇 浙，
呼 籲 婦 女 東 渡 遊 學，並 為 此 撰 寫 了《實 踐 女 學
校 附 屬 清 國 女 子 師 範 工 藝 速 成 科 略 章 啟 事》，
誠 摯 地 說：“是 以 秋 競 不 屑 犧 牲 個 人 之 學 業，
於前月頃，回國為我親愛姊妹奔走呼號也。”46

同 時，她 在 致 函 秋 譽 章 時，也 談 到 此 事：“妹
大 約 月 底 動 身 赴 東，近 因 欲 運 動 一 官 費 及 紹 中
多去幾女學生留學，以備學堂師範之用。”47

秋 瑾 的 苦 心 似 乎 收 效 不 大，再 函 告 大 哥 秋
譽章：“運動女生不能得手，日校又復來催促，
故定月底動身也。”48

從 以 上 的 史 料 看，秋 瑾 不 但 有 意 返 回 實 踐
女 校，也 很 擁 護 學 校，並 推 薦 給 蘇 浙 兩 省 的 姊
妹。其 時 她 與 實 踐 女 校 和 下 田 歌 子 的 關 係 應 該
不 是 很 壞。如 果 像 繁 子 的 憶 述 那 樣，秋 瑾 還 能
再 入 讀 實 踐 女 校 嗎？根 據 實 踐 女 校《清 國 留 學
生 部・分 教 場 日 誌》的 記 錄：“明 治 三 十 八 年
（1905 年）8 月 5 日，本日學生秋瑾入校。”
又 舍 監 坂 寄 美 都 子 對“這 位 很 有 個 性”的 學 生
作 了 報 告。下 田 歌 子 的 回 示 是：“好 好 地 視 情
況 來 處 理”49，換 言 之 是 着 坂 寄 舍 監“相 機 而
行”。

那 麼 服 部 繁 子 憶 述 的 書 函 往 來 是 否 有 誤，
談 到 下 田 歌 子 發 出 責 備 的 覆 函 又 是 否 真 確？答
案 是 真 確 的，只 是 時 序 有 誤。因 為 秋 瑾 曾 兩 赴
日 本 留 學，也 有 兩 次 回 國。秋 瑾 第 一 次 退 學 回
中 國 是 1905 年 初，當 時 還 為 母 校 在 中 國 招 收
女子留學生，所以與實踐女校的關係不是很壞，
而 且 是 頗 好。但 秋 瑾 第 二 次 渡 日，攻 讀“師 範
工 藝 速 成 科”時，加 入 了 孫 中 山 為 代 表 的 同 盟
會，又 遇 上 清 朝 成 功 遊 說 日 本 政 府 頒 佈《清 國
留學生取締規則》，引發秋瑾和下田歌子對立。
這個《取締規則》頒佈的起因是：

1905 年，中 國 留 日 學 生 已 急 增 至 八 千 餘
人，且 大 部 分 是 私 費 生。“對 清 朝 而 言，派 遣
學 生 留 日 雖 屬 必 要，但 留 日 學 生 又 是 革 命 的 原
動 力，成 為 朝 廷 的 心 腹 大 患……最 使 她 擔 憂 的
三股革命勢力——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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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05 年 夏 天 團 結 起 來，組 成 中 國 革 命 同 盟
會。”50 於是，清廷便強烈要求日本取締留日學
生。而 日 本 因 為 要 爭 取 清 朝 在 日 俄 戰 爭 的 談 判
上 站 在 它 那 邊，遂 頒 佈 了《清 國 留 學 生 取 締 規
則》。其 中 第 一 條 規 定 留 學 生 申 請 日 本 公 私 學
校，須 附 加 清 國 公 使 館 的 介 紹 書；第 九 條 規 定
須 入 住 就 讀 學 校 的 宿 舍；第 十 條 規 定“不 得 招
收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學之學生。”51

這 樣 一 來，留 學 生 的 活 動 便 受 到 極 大 的 掣
肘，尤其是“性行不良”（可理解為品行不良），
可 以 由 主 事 者 主 觀 評 定，迫 使 學 生 失 學 回 國。
為 此，留 日 學 生 總 會 派 出 幹 事 往 清 廷 駐 日 公 使
館 談 判。但 學 生 的 要 求 未 被 接 納，留 日 學 生 便

發 起 反 對 運 動，集 會 聲 討，抗 議 演 說。有 激 烈
的 學 生 提 出 罷 課，更 激 進 者 認 為 要 退 學 回 國。
而秋瑾就是贊成退學回國的激進者。

據 實 藤 惠 秀 的 研 究 說：“（1905 年）12
月 4 日，連 留 日 女 子 學 生 也 召 開 會 議，開 始 罷
課。實 踐 女 學 校 學 生 秋 瑾，作 為 全 體 女 子 留 日
學 生 的 代 表，出 席 了 翌 日 東 富 士 見 樓 的 聚 會，
發 表 了 激 烈 的 演 說。”52 實 藤 又 引 李 宗 棠 的 記
述：“其時，女學生秋瑾演說，發揮女子愛國心，
至 痛 哭，哭 已，復 演 說。李 宗 棠 隨 後 記 述 秋 瑾
因 此 憤 而 退 學。本 來 實 踐 女 學 校 的 學 生 原 定 在
校 內 商 議 解 決，卻 因 秋 瑾 提 議 聯 合 罷 課，前 往
赴會，實踐女校校長下令‘參加聯合罷課的人，

圖 8. 秋瑾反對《取締規則》罷學回國，在歸國前致函大哥秋譽章。釋文：大哥大人手足，前函想接到，今留學界因取締規（則），俱
發義憤，全體歸國。此後請勿來函，大約十二月頃歸來也。此請文安。妹瑾頓白。( 攝自紹興秋瑾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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飭 令 退 學’。秋 瑾 與 同 學 十 七 人，當 時 尚 未 找
到住宿之處，亦要馬上離開學校的宿舍。”53

而 實 踐 女 校 的 校 史 也 有 述 及：“秋 瑾（對
《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表示反抗。12 月 5
日，她 出 席 富 士 見 樓 的 集 會 時，作 出 過 激 的 發
言。對 此，歌 子 下 令 如 果 秋 瑾 聯 結 休 學，即 將
她 驅 出 學 校。秋 瑾 為 參 加 留 學 生 的 反 對（《規
則》）集會，連同十七位女子留學生決定退學，
離校而去。”54

服 部 繁 子 的 回 憶 文 也 有 談 到 秋 瑾 反 對《規
則》的 行 動，但 她 是 放 在 下 田 歌 子 的 責 備 函 之
後。若 按 照 時 序 的 發 展，先 有 秋 瑾 為 反 對《規
則》而 與 歌 子 發 生 磨 擦，歌 子 令 其 退 學，然 後
才 有 歌 子 發 出 怪 罪 繁 子 的 書 函。但 繁 子 的 時 序
是秋瑾第一次從日本回國，已和歌子發生對立，
其 後 更 收 到 歌 子 怪 罪 之 函。接 着，服 部 繁 子 繼
續憶述：

明治三十八年（����年）開歲之初，

接到秋瑾自上海寄來的書函，談到離開東

京回抵上海，並會視需要可能再渡海赴

日。後來，我聽說她在夏天又再到東京逗

留了兩三個月。但我對她為何又到東京抱

有疑慮。不久，從一些友人的來信，得悉

秋瑾批評日本的女子教育，尤其對下田先

生作出人身攻擊，痛斥實踐女校的教師，

曾經站在水道橋的路邊，狠批日本規管留

學生的教育問題，引來一場騷動，以致麻

煩了警察來處理。這個小題大做的事是否

屬實無從知曉，而我內心則非常苦痛。事

發不久，又聽到秋瑾已返回上海，我便稍

為安心。但次年之初，秋瑾已作為革命派

的急先鋒，策劃某一事件而敗露，最終被

捕槍決處死 55。我聞訊，不禁潸然淚下，

往事湧上心頭，體諒到秋瑾的內心，不無

遺憾！但秋瑾這個人，仍如她所想一樣，

以震驚世俗之舉來警勵世人，昂然就義。

而在中國婦女中，可以認同南方婦女是有

一種尖銳的品性。事實上，王秋瑾女士是

婦女革命派，不不，是以中國革命派流血

犧牲的先覺者，並博得今天廣大民眾的尊

敬。56

結論

服 部 繁 子 這 篇 回 憶 遺 文，雖 然 有 一 些 失 誤
之 處，但 無 減 其 珍 貴 價 值。其 中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記 述 王 廷 鈞 並 非 橫 蠻 之 徒，而 是 非 常 善 良，並
支 持 秋 瑾 隨 她（繁 子）東 渡 日 本 留 學；還 有 就
是 對 秋 瑾 言 行、思 想 的 描 述，披 露 秋 瑾 也 有 柔
心 綽 態 之 時，是 鮮 為 人 知 的 逸 事，使 我 們 更 立
體 地 了 解 一 代 女 革 命 家 的 風 姿。繁 子 和 秋 瑾 萍
水 相 逢，即 成 閨 密。她 耐 心 地 傾 聽 秋 瑾 對 家 國
的 牢 騷，交 換 大 家 對 婦 女 地 位 的 看 法；又 看 到
秋 瑾 的 思 想 既 有 單 純 幼 稚 的 一 面，也 有 偏 激 固
執 的 地 方。當 秋 瑾 困 惑、苦 惱、失 落 的 時 候，
也會向這位日本友人傾訴，足證二人感情之深。
繁 子 縱 然 不 認 同 秋 瑾 的 觀 點，但 仍 然 盡 力 幫 助
秋 瑾，儘 管 知 道 會 為 自 己 帶 來 麻 煩，也 竭 盡 朋
友 之 道。其 仁 義 之 高 潔，是 很 值 得 我 們 尊 敬 和
懷念的。

附：服部繁子介紹

服 部 繁 子 生 於 明 治 五 年（1872 年）5 月
19 日，1952 年 7 月 26 日病逝，終年 80 歲。

繁子世代書香，父親島田重禮是文學博士，
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繁子幼承家學，善和歌。
先後入讀竹橋女校和成立學舍女子部。1891 年
和服部宇之吉結婚。1902 年，宇之吉應聘到北
京，出 任 京 師 大 學 堂 教 習，繁 子 隨 夫 來 華。住
北 京 期 間，繁 子 和 丈 夫 為 推 動 中 國 女 子 教 育 而
奔 走，拜 訪 清 政 府 有 關 部 門，進 行 遊 說 工 作。
1905 年，宇之吉和繁子協助沈均夫婦在京開辦
豫 教 女 學 堂，招 收 中 上 流 家 庭 的 女 子 入 學。創
校 之 初，繁 子 邀 請 有 教 學 經 驗 的 龜 田 操 子、服
部 升 子 來 任 教。繁 子 又 助 張 廷 彥 等 營 辦 的 淑 範
女 校 開 設 學 科，招 收 中 下 層 的 女 子 入 讀，免 費
學 習 讀 寫 和 算 術。繁 子 在 京 期 間，得 交 秋 瑾，
助其赴日留學。

2017 年立秋於愧書劍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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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 	 此為秋瑾盟姊徐自華句，引自她的《調寄滿江紅・感懷用岳

武穆韻》，上片為：“歲月如流，秋又去，壯心未歇。難收拾，

這般危局，風潮猛烈。把酒痛談身後事，舉杯試問當頭月。

奈吳儂，身世太悲涼，傷心切。”

2. 		“秋雨秋風”是秋瑾女俠就義前的絕命句，其時為 1907 年 7

月 15 日（夏曆 6月 6 日），距今（2017 年）剛好一百一十

周年。

3. 		 《東西交涉》是一本研究東西交通史的學術雜誌，由 [ 日 ]

加藤昭雄主編，井草出版社出版，創刊於 1982 年 3 月，每

年四期，季刊形式出版。

4. 		 日文的原題名是：《秋瑾女士の思い出》。

5. 		 章念馳：《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政協浙江省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 9 月，第 1-25 頁。

6. 	 	鄭雲山譯：《回憶秋瑾女士》，《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八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22-40頁。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特別顧問景祥祜教授協助，提供抽

印影件給我。

7. 		 參見 [ 日 ]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

刊 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38 頁。該文在服部繁子的

回憶文前加上了增井經夫的介紹文，並無標題，茲以《引言》

稱之。

8. 		 參見日中學院編：《日中學院創立三十周年記念文集》，

1982 年 4 月出版。倉石武四郎是日中學院的首任院長。（黃

天藏書）

9. 	 參見承瑾撰《特定的家庭與社會對少年秋瑾的影響》，刊於

王去病、朱馥生主編《秋瑾評集》，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出版，2000 年 11 月，第 42 頁。作者的外祖父王沅德是秋

瑾的長子。

10. 	[ 清 ] 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四》，《秋瑾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9 月，第 36 頁。

11. 	參見秋瑾弟秋宗章撰《六六私乘》，刊於王去病、陳德和編：

《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 年 3月，第 30 頁。

12. 	[ 清 ] 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五》，《秋瑾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9 月，第 38-39 頁。

13. 	[ 清 ] 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三》，《秋瑾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9 月，第 35 頁。

14. 	[ 清 ] 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四》，《秋瑾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9 月，第 36 頁。

15. 	秋瑾弟秋宗章撰文回憶：“先姊幼隨伯兄就傅”，參見秋宗

章撰：《六六私乘》，刊於王去病、陳德和編：《秋瑾史集》，

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 年 3 月，第 148 頁。

16.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0 頁。

17.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1 頁。

18. 	服部繁子這裡明顯出錯。秋瑾丈夫王廷鈞是湖南湘鄉人。後

來，遷至湘潭城內。而出錯的原因，是王廷鈞與秋瑾在北京

的住處是在浙江會館附近。

19. 	秋瑾生有兩個孩子，長子王沅德，1897 年生；次女王燦芝，

1901 年生。這裡服部繁子亦有誤。

20.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1-42 頁。

21.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2 頁。

22.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3 頁。

23.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3 頁。

24.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3 頁。

25. 	[ 日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

東京：井草出版社，第 4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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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考察秋瑾的遺物《白香詞譜》並及秋瑾和服照來由

摘  要	 秋瑾對日本母校是很有感情的，尤其與舍監坂寄美都子有着深厚的師生情
緣。秋瑾淚別坂寄老師，將《白香詞譜》留贈給老師。作者黃天，專訪實
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得睹秋瑾遺物《白香詞譜》，又看到坂寄回憶秋瑾的
錄音講話整理稿，從而作了研究。最後，更考證秋瑾的和服照，其穿着的
正是實踐女校的校服。

關鍵詞		秋瑾遺物；《白香詞譜》；坂寄美都子；秋瑾照片；和服；校服；懷刀

  黃天

秋 瑾 經 服 部 繁 子 介 紹 入 讀 日 本 實 踐 女 學
校，時 間 雖 然 不 是 很 長，前 後 兩 次 入 讀 加 起 來
也 不 足 一 年。但 作 為 第 一 位 用 頭 顱 來 喚 醒 同 胞
的 中 國 女 革 命 家，其 雪 泥 鴻 爪，也 會 成 為 吉 光
片 羽，所 以 一 直 想 着 實 踐 女 學 校 可 會 留 有 秋 瑾
的 學 習 紀 錄？可 惜 忙 於 其 他 工 作 和 研 究，沒 有
馬上追查。

後 來，我 讀 到 章 念 慈 先 生 的《秋 瑾 留 學 日
本 史 實 重 要 補 正》論 文，談 到 我 所 關 心 的 研 究
項目。章先生作出如下撰述：

退留（學？）的時候，秋瑾把一本

她愛讀的自己寫的詩集《白香詞譜》留

給了學校的舍監坂寄美都子。坂寄美都子
說：“她（秋瑾）走了以後，沒有來過信，

但是，她走的時候留下一本《白香詞譜》。

（山口典子記錄稿，原始複印件）。1

章 文 續 記：“這 本 詞 譜 現 收 藏 於 實 踐 女 子
學 校 圖 書 館 內，承 蒙 日 本 學 者 們 厚 誼，複 製 了
一 冊 給 我。這 是 一 冊 由 秋 瑾 親 手 抄 寫 而 成 的 詞
譜，工 整 的 楷 書，錄 下 一 首 首 詞，旁 用 紅 色 符
號，標 明 了 詞 的 平 仄，優 美 的 行 書，書 寫 了 序
言，實在是一本珍貴而又有意義的紀念品。”2

從 章 念 慈 先 生 所 記，有 引 自 山 口 典 子 的 記
錄 稿，說 秋 瑾 將 自 己 寫 的 詩 集《白 香 詞 譜》留
給 了 舍 監 坂 寄 美 都 子。其 後 看 到《詞 譜》的 複

圖 1. 實踐女學校從 1902 年開始接收中國女留學生。圖為兩位
中國女留學生（後面站立者）和兩位日本舍監合影。右為松之
晴子，左為坂寄美都子。坂寄美都子是秋瑾的導師，二人有着
深厚的師生情緣。 ( 採自實踐女學園下田歌子研究所編刊的《う
た子だより》創刊號 )

製 本 時，點 出 是“由 秋 瑾 親 手 抄 寫 而 成 的《詞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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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踐 女 學 校 舍 監 的 坂 寄 美 津 子（坂 寄 美 都 子 晚
年 改 名 美 津 子）回 憶：“入 學 後 的 秋 瑾，不 論
在 教 室 或 休 息 時 間，都 會 吟 詩 作 詞，有 着 一 種
獨特的氣質。”5 其後，秋瑾為反對《清國留學
生 取 締 規 則》，參 加 罷 課，最 終 離 校 退 學。當
中退時，她將自己愛誦的自筆詩集《白香詞譜》
一冊，送交坂寄舍監，然後離去。6

秋 瑾 對 實 踐 女 子 學 校 是 有 感 情 的，當 年 她
因 為 反 對 日 本 政 府 夥 同 清 朝 頒 佈《清 國 留 學 生
取 締 規 則》，發 動 同 學 罷 課。作 為 校 長 的 下 田
歌 子 須 要 執 行 日 本 文 部 省 的 政 令，出 而 阻 止，
遂 造 成 對 立 的 矛 盾。但 秋 瑾 在 退 學 離 校 時，除
了 將 自 己 隨 身 的《白 香 詞 譜》送 贈 給 坂 寄 舍 監
外，還 流 露 出 依 依 不 捨 之 情。事 隔 六 十 多 年 之
後，坂 寄 美 津 子 在 1972 年 的 演 講 會 中 深 情 地
回憶：

離別之際，秋瑾說：“老師，下次

再見面的時候，希望是歡歡喜喜的！”說

着，轉頭便走，但又回過身來，伸手來握。

（我）強忍着淚水說：“等着大家高高興

興地回來！”7

我 小 心 地 打 開 秋 瑾 留 贈 給 坂 寄 美 津 子 的
《白香詞譜》，又是筆記，又是拍照。

《白 香 詞 譜》線 裝 紙 本，高 21 厘 米，寬
12 .9 厘米。

封 面 褐 紅 色，略 顯 陳 舊。上 下 邊 沿 稍 有 殘
破，但 有 托 底 的 修 補 舊 痕。左 上 方 楷 書“白 香
詞譜”四字。右下方鈐有 3 .5 厘米見方朱文印，
印文模糊不可辨。

扉 頁 三 行 楷 書：首 行“光 緒 庚 寅 年 置”；
次 行“白 香 詞 譜”四 個 大 字；三 行 下 款“呆 厓
子 彭 旭 芝 錄”。楷 法 瘦 硬 挺 拔，墨 色 黑 潤，猶
有 光 澤。下 款 署 名 彭 旭 芝，惜 孤 陋 未 能 查 出 何
許 人 氏。而 上 款 右 下 方 鈐 有 圓 印，亦 模 糊 未 可
辨。從“光 緒 庚 寅 年 置”來 解 讀，該 年 正 光 緒
十 六 年，即 1890 年（時 秋 瑾 十 五 歲）。也 就

按《白 香 詞 譜》是 由 舒 夢 蘭 所 編 撰（詳
後），並 非 秋 瑾 所 撰 寫，這 是 不 爭 的 事 實。為
解 此 疑 團，早 有 往 訪 實 踐 女 學 校 借 閱《白 香 詞
譜》之 想。終 在 去 冬，懇 得 老 朋 友 中 島 健 兄 聯
繫 實 踐 女 子 大 學（戰 後 升 格 為 大 學），並 代 為
辦理訪校手續，取得許可。

2017 年 5 月 23 日的早上，我在中島健兄
的 帶 引 下，坐 上 東 京 中 央 線 電 動 火 車，西 行 至
日 野 市。下 車 後，沿 大 坂 斜 坡 緩 行。是 日 風 和
日 麗，枝 頭 小 鳥 歡 唱，路 邊 杜 鵑 綻 放。我 們 寫
意 地 走 約 十 二 分 鐘，來 到 實 踐 女 子 大 學 的 新 校
園。我 們 徑 直 步 向 圖 書 館，因 已 有 預 約，即 被
請 到 特 別 閱 覽 室。圖 書 館 的 大 塚 宏 昌 部 長 很 快
就 把 秋 瑾 的 遺 物《白 香 詞 譜》交 到 我 的 面 前。
我 恭 敬 地 向《白 香 詞 譜》鞠 了 一 個 躬，然 後 開
始我的研究。

這裡先來介紹一下《白香詞譜》。

《白 香 詞 譜》編 撰 者 舒 夢 蘭，字 白 香，生
卒 年 不 詳，江 西 靖 安 人，乾 隆 初 諸 生。他 性 恬
淡，無 意 仕 途。據 徐 世 昌 輯《晚 晴 簃 詩 匯》評
介：“白 香 不 求 仕 進，而 以 和 陶 詩 得 名。一 時
貴 游 折 節 與 交。”有 詩 名，精 倚 聲，著 有《白
香集》《天香詞》《香詞百選》。又深研詞律，
編 撰 了《白 香 詞 譜》，收 常 見 詞 調 一 百 種，每
調選詞一首，自唐李白至清初黃之隽共 59 人。
譜 以 詞 調 字 數 來 編 次，從 少 到 多。舒 夢 蘭 在 每
首 詞 調 下 加 上 題 名，又 於 字 旁 用 黑 白 圈 標 示 平
仄，另 加 符 號 示 之 以 句 讀 和 押 韻，是 填 詞 人 待
望 的 參 考 工 具 書。故 自 乾 隆 年 間 出 版 以 來，即
通 行 詞 壇，一 版 再 版，未 及 得 手 者，亦 傳 抄 轉
錄，誠 詞 學 難 得 之 入 門 書。今 人 丁 如 明 在 評 訂
《白 香 詞 譜》時 說：“在 舊 時 代，只 要 不 是 死
抱 住 四 書 五 經 不 放，也 看 點 雜 書 的 讀 書 人，是
沒有不知道《白香詞譜》的。”3 又台灣在刊行
《白香詞譜》時也推薦說：“既便於初學之範式，
更足供作家之研討，實為詞選最善之本。”4

再 說 回 秋 瑾 的《白 香 詞 譜》，那 是 如 何 流
到 實 踐 女 子 學 校 而 得 以 收 藏 的 呢？據 當 年 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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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秋瑾就義後六十五年，坂寄美都子憶述與秋瑾淚別的情景。（根據錄音作出的文字記錄、承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借出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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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 秋瑾退學時，將隨身愛用的《白香詞譜》（抄本）贈送
給坂寄美都子老師。其後，坂寄將《白香詞譜》送交學校收存。
現《白香詞譜》藏於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內。（感謝實踐女子
大學圖書館提供閱覽拍影研究）

是說彭旭芝於 1890 年購得這本《白香詞譜》，
並在封面之後的白頁，作此紀錄。

緊 接 扉 頁 是 序 文，共 四 版，以 行 草 書 成。
下款署：“嘉慶戊午秋日，怡親王訥齋甫書”。
按 嘉 慶 戊 午 即 1798 年。怡 親 王 何 以 會 為 舒 夢
蘭作序，其交情若何？幾經翻查，僅見：“（怡
親王）嘗與其客舒夢蘭，合寫槐陰清話圖。”8

因 有 此 書 畫 文 詞 之 交，怡 親 王 在《序》中 力
薦：“吾 友 舒 白 香，頗 留 意 聲 律 之 學，曾 選 佳
詞 一 百 篇，篇 篇 各 異 調，於 其 傍 逐 字 訂 譜，宜
平 宜 仄，及 可 平 可 仄 之 辨，一 望 犁 然⋯⋯白 香

圖 3-b. 《白香詞譜》封面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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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4-a. 《白香詞譜》題簽頁和序文

曩 贈 予 一 編，輿 中 馬 上，偶 譜 新 聲，檢 閱 良
便。”據 此 可 知 怡 親 王 曾 收 下 舒 夢 蘭 送 贈《白
香 詞 譜》，即《白 香 詞 譜》在 此 前 已 經 出 版。
據 丁 如 明 考 證，《詞 譜》最 早 刊 於 乾 隆 三 十 一
年（1766 年）。9 現在怡親王這篇序文是寫於
三 十 二 年 後 的 1798 年，並 談 到：“命 梓 人 仍
舊 式 重 鎸。”至 於 這 篇 序 文 的 書 體，是 否 就 是
怡 親 王 所 書？從 其 書 風 來 看，未 敢 作 準。由 於
《白 香 詞 譜》風 行 詞 壇，雖 經 再 版，亦 不 易 求
得。在沒有影印機的年代，古人就會僱請抄工，
將 全 書 抄 錄。因 此，就 出 現 這 本 手 抄 本 的《白

香 詞 譜》。另 外，在《序》的 下 方，鈐 有“實
踐女子大學圖書館”朱文長方形印。

序 文 之 後 是《凡 例》，佔 一 版，用 端 正 的
楷書抄錄。下款是：“靖安舒夢蘭白香甫識”。

《凡 例》之 後 是 白 頁。接 着 是《目 錄》，
但 沒 有 頁 碼。楷 書《目 錄》分 上 下 欄，由《憶
江南》至《多麗》，共一百種詞調，佔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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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b. 《白香詞譜》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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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白香詞譜》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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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白香詞譜》內文（一）



附一：考察秋瑾的遺物《白香詞譜》並及秋瑾和服照來由       黃天

海外留聲

332020年•第108期•文化雜誌 RC

圖 7. 《白香詞譜》內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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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白香詞譜》內文（三）



附一：考察秋瑾的遺物《白香詞譜》並及秋瑾和服照來由       黃天

海外留聲

352020年•第108期•文化雜誌 RC

圖 9. 《白香詞譜》內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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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白香詞譜》附時人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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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我 翻 查 了《中 國 美 術 家 人 名 辭
典》，看到徐士俊的簡歷：

	

徐士俊原名翽，字野君，仁和人，

工書畫，詩文跌宕，年近八旬貌如嬰兒，

四方才士常駐其家，著有《雁樓集》。 
11

關 於 徐 士 俊，我 又 從《廈 門 志》中 看 到 一
則簡短的介紹：

徐士俊，江夏人，進士。乾隆十年

（1745年），任廈門海防同知。翌年離

任。12

上 述 徐 士 俊 的 介 紹，《中 國 美 術 家 人 名 辭
典》較詳細。藉貫方面，一說仁和（今杭州）人；
另 一 說 是 江 夏（今 武 昌）人。是 否 不 同 人 而 同
名 同 姓？仍 待 詳 考。但 時 代 相 近，進 士 出 身，
亦為文人，也許就是同一人。而最值得注意的，
秋 瑾 祖 父 秋 嘉 禾，亦 曾 出 任 廈 門 海 防 同 知，時
為光緒十六年（1890 年）十月，但僅任五個月，
便告老還鄉。13 他們先後出任廈門海防同知，雖
然 相 距 一 百 五 十 年，但 秋 嘉 禾 有 可 能 看 到 徐 士
俊 那 首《醉 太 平》詞，遂 抄 錄 在《白 香 詞 譜》
內。與 此 同 時，我 們 亦 有 理 由 相 信，這 部 手 抄
的《白 香 詞 譜》落 入 秋 家，極 可 能 是 來 自 秋 嘉
禾，至 於 是 承 讓 購 得 抑 或 是 文 人 餽 贈，就 不 得
而知了！

《詞 譜》別 錄 七 子 詞 調 之 後，尚 留 有 十 四
白 頁，想 是 留 白 擬 續 錄 其 他 詞 家 的 長 短 句。在
封 底 內 頁，有 硬 筆 兩 行 記：“秋 瑾 女 史 愛 唱 詩
集”“白香詞譜原本”。

秋 瑾 的 詞 作，散 失 不 少，能 流 傳 下 來 被
收 錄 在《秋 瑾 集》內，共 有 三 十 八 首。其 中
三十四首詞牌，可在《白香詞譜》中找到。14 而
《望海潮》（送陳彥安、	孫多琨二姊回國）和
《如 此 江 山》，就 是 在 日 本 填 的。其 時，秋 瑾
身邊，就帶着這本《白香詞譜》。

《目 錄》之 後 有 兩 版 白 頁，然 後 是 正 文。
版 面 行 格，一 版 十 行 無 界 欄，每 行 二 十 五 字。
每字右旁以朱墨標示出平、仄、句、讀和押韻。
共 四 十 四 版，全 以 館 閣 體 楷 書 寫 成。但 抄 工 可
能 不 止 一 人，然 亦 秀 麗 端 雅，捧 讀 令 人 暢 然 舒
泰。內 中 偶 有 誤 字，如《臨 江 仙》的“釵 橫”
誤作“釵模”；《青玉案》的“蘅皋”誤作“衡
皋”；《感皇恩》的“長安”誤為“良安”；《驀
山溪》的“恰近”誤為“怡近”等。但整體來說，
全書品相完好。

有 一 些《白 香 詞 譜》的 版 本，在 後 面 會 附
錄《增訂晚翠軒詞韻》，但秋瑾持有的這本《白
香 詞 譜》抄 本，並 沒 有 附 上《增 訂 晚 翠 軒 詞
韻》，反而另外抄錄了七首詞調：

1 . 	集詞名（壽九十翁）顧瑞祥；

2 . 	臨江仙（祝徐越凡二十壽）潘𥈠思；

3 . 	醉太平（壽王丹麓三十）野君徐士俊；

4 . 	金縷鶯（祝瞿懋章四十壽）修雷徐震；

5 . 	鵲橋仙（壽燕公允巧月五十）序珍馮宗
器；

6 . 	沁園春（壽仲昭兄五十）丹麓王晫；

7 . 	滿江紅（壽姚舜葊五十）翰仙袁名世；

上 述 七 首 詞，都 是 賀 壽 之 作，與《白 香 詞
譜》正 文 選 輯 的 詞 明 顯 有 異，而 且 沒 有 標 註 平
仄，抄 工 亦 與 前 不 同，估 計 是 後 來 的 持 有 人 另
有所好而抄寫入內。

上 述 七 位 詞 人，除 王 晫 外，其 他 各 人，皆
不見於《中國詞學大辭典》。王晫（1636 -1698
後），原名棐，字丹麓，號松溪子，浙江仁和（今
杭州）人。好讀書，著作等身。刊有《霞舉堂集》
三十五卷、《今世說》八卷、《遂生集》十二卷。
詩餘有《峽流詞》三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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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秋瑾手執懷刀的和服照 圖 12. 實踐女學校早期的校服（採自《實踐女子校園 80 年史》）

上 述 對 秋 瑾 革 命 家 傳 留 在 日 本 的 唯 一 一 件
遺 物《白 香 詞 譜》作 出 不 成 熟 的 考 察，誠 盼 博
學方家、詞學研究家不吝賜正。

秋 瑾 英 年 早 逝，但 其 短 暫 人 生，足 以 驚 天
地、	泣鬼神。其英烈形象，可從她身穿和服、	
手執懷刀的照片中逼射出來。

秋 瑾 生 活 的 年 代，照 相 並 不 普 及，且 耗 費
不 菲，是 以 秋 瑾 遺 下 的 肖 像 照，就 只 有 這 一 幀
英氣凜然的照片，教人肅然起敬。

照 片 中 的 秋 瑾，鬒 髮 如 雲，玉 顏 似 霜，秀
眉 含 翠，星 眼 橫 波，靈 心 慧 性，氣 質 清 雅，別
有美人風致。

秋 瑾 身 穿 的 一 襲 和 服，原 來 就 是 她 留 學 日
本、肄 業 實 踐 女 學 校 的 校 服。據 東 京 實 踐 女 子
大 學 保 留 的 校 史 資 料，仍 然 可 以 看 到 明 治 年 間
至 大 正 時 期 的 校 服。秋 瑾 入 讀 實 踐 女 學 校 是 在
1904 年至 1905 年，正是明治三十七至三十八
年。從《實踐女子學園 100 年史》所刊出明治
年間的校服，15 跟秋瑾照片的和服相比，其衣紋
極 為 相 似。後 來，我 在 紹 興 的 秋 瑾 故 居，看 到
秋 瑾 和 共 愛 會 成 員 的 一 張 合 照。秋 瑾 和 其 他 成
員 所 穿 的 都 是 同 樣 的 服 飾，而 且 衣 紋 更 清 晰，
確 為 實 踐 女 校 的 校 服 無 疑，也 是 很 好 的 明 證。
只 是 秋 瑾 別 具 心 思，在 校 服 之 上 披 上 圍 巾，去
掉那校園學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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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秋瑾留學日本期間，與陳擷芬重興“共愛會”。這是“共愛會”會員合影，其中幾位穿着同一紋式的和服，應是實踐女學校的校
服。（攝自紹興秋瑾故居）

圖 14. 特寫照片。後排右一是秋瑾，身傍幾位穿着的和服是同
一紋式。

同 時，秋 瑾 更 有 驚 人 之 舉，在 拍 照 時，手
執 懷 刀，與 當 時 日 本 的 淑 女 手 持 摺 扇 拍 照，來
了 一 個 大 逆 轉。因 為 摺 扇 可 喻 為 文 雅；懷 刀 自
然 與 武 道 相 關。這 樣 手 持 懷 刀 拍 照，不 獨 婦 女
界 未 曾 有 之，就 連 當 時 留 學 日 本 的 男 生，也 未
有 此 造 型。但 獨 立 突 行 的 秋 瑾，亮 出 懷 刀 拍 照
留念，更顯出她英氣高邁，恰似杜甫詩句所云：
颯爽動秋骨。

秋 瑾 文 才 出 眾，嫻 於 辭 令，亦 好 舞 劍。徐
自華就憶述她：“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
拂劍起舞，氣復壯甚。”16 另一位閨密吳芝瑛也
有記述：“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喜作《寶
刀歌》《劍歌》等篇。”17 吳芝瑛更詳記秋瑾自
日 歸 來 出 示 懷 刀：“後 女 士 自 東 歸，過 滬 上，
述其留學艱苦狀。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
以 弱 女 子，隻 身 去 萬 里 求 學，往 返 者 數，搭 船
只 三 等 艙，與 苦 力 等 雜 處。長 途 觸 暑，一 病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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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實踐女學校明治年間校服的布料。（黃天攝自實踐女子
大學圖書館）

不 起。所 賴 以 自 衛 者，惟 此 刀 耳，故 與 吾 形 影
不 相 離。’……既 而 行 酒。酒 罷，女 士 拔 刀 起
舞，唱 日 本 歌 數 章，命 吾 女 以 風 琴 和 之。歌 聲
悲壯動人。旋別去，不復見。” 18

往 昔，不 是 很 多 人 家 都 擁 有 照 相 機，何 況
是 清 末 時 期，更 加 是 昂 貴 的 奢 侈 品。但 人 們 都
想 借 此 科 技 產 品 留 下 倩 影，所 以 願 意 花 錢 到 影
樓、寫 真 館 去 拍 照 留 念，甚 至 將 自 己 的 近 照 題
寫 上 下 款，致 送 給 親 友，以 作 紀 念。而 日 本 在
這 方 面 一 直 都 很 專 業。秋 瑾 留 日 期 間，就 為 自
己拍下這張英氣逼人的經典照片。

2017 年黃天於愧書劍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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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考察米內山庸夫遺文中談到下令處斬秋瑾的貴福

摘  要	 貴福執意處斬秋瑾，壞事做盡，千夫所指，一度避地隱伏，行踪難覓。日
本米內山庸夫與貴福父子有舊，此遺文揭示了貴福的報應。

關鍵詞		米內山庸夫；貴福；秋宗章；偽滿州國；凌陞；呼倫貝爾；趙景祺

  黃天

《東 西 交 涉》創 刊 3 號 除 了 刊 出 服 部 繁 子
的《回 憶 秋 瑾 女 士》遺 文 外，還 有 一 篇 由 米 內
山 庸 夫 寫 的《追 錄 秋 瑾 女 史》接 續 於 其 後。也
許 米 內 這 篇《追 錄》的 史 料 價 值 遠 不 如 繁 子 的
回 憶 遺 文，所 以 未 受 重 視。但 細 閱 之 下，又 可
發掘出一宗十分可貴的逸史，值得為大家介紹。

《追 錄 秋 瑾 女 史》全 文 約 二 千 六 百 字，作
者米內山庸夫（1888 -1968），精通華語，長
期 派 駐 中 國 各 地。偽 滿 州 國 成 立 後，他 是 日 本
駐 海 拉 爾 的 領 事。著 有《支 那 風 土 記》和《蒙
古風土記》等書。

米內山庸夫在《追錄》文中講述他於 1908
年 9 月 初 抵 上 海，也 就 是 秋 瑾 就 義 的 第 二 年。
米內對身穿日本和服、	手握懷劍的秋瑾充滿敬
意。辛 亥 革 命 後，他 在 杭 州 西 湖 中 山 公 園 一 帶
的 物 產 店 內，看 到 秋 瑾 那 張 英 氣 的 照 片，井 井
然 陳 列 在 西 湖 風 光 明 信 片 的 架 上 銷 售。米 內 簡
述 了 秋 瑾 被 捕 的 經 過，最 終 由 貴 福 下 令 將 秋 瑾
處 斬。一 直 以 來，人 們 對 心 狠 手 辣 的 貴 福 知 之
不 詳，尤 其 是 北 洋 軍 閥 亂 政 後，其 行 踪 更 是 諱
莫如深。這裡，米內山庸夫給了我們一條線索。
在揭開這條線索前，先來檢視一下貴福的行藏。

秋 瑾 弟 秋 宗 章 曾 翻 閱《大 通 學 堂 黨 案》，
因 此 能 訂 正 貴 福 不 是 滿 人，清 楚 指 出：“紹 興
知 府 貴 福，字 壽 君，廂 黃 旗，蒙 古 人，翻 譯 進
士。” 1 又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氣憤地指：
“張 曾 揚 與 貴 福，內 慚 衾 影，外 顧 清 議，卒 至
不 敢 於 位。未 幾，曾 揚 調 晉，貴 福 亦 調 安 徽 寧
國 府。皖 人 習 聞 貴 福 之 悖 謬，一 致 拒 絕，不 克

履 新，卒 清 之 世，蹭 蹬 終 身，顧 猶 不 自 咎 責，
強 顏 語 人，憾 及 秋 氏。入 民 國 後，易 姓 名 為 趙
景 祺，鑽 營 入 仕。此 獠 不 殺，誠 不 能 不 疑 於 天
道矣。”2 迨 1935 年，秋宗章仍然憤慨地指斥：
“貴 福 自 辦 理 大 通 一 案 竣 事，自 謂 不 世 之 功，
指 顧 遷 擢。第 內 則 街 談 巷 議，竊 竊 數 其 殘 忍 ﹔
外則滬上各新聞紙，盡情指摘，幾令無地自容，
卒 至 不 安 於 位，調 任 安 徽 寧 國 府。皖 人 又 不 樂
有 此 賢 太 守，拒 之 甚 力。貴 福 進 退 維 谷，不 敢
履 任，坐 是 終 清 之 世，廢 棄 終 身。入 民 國 後，
自 知 不 容 於 清 議，改 姓 名 為 趙 景 祺。甲 子、乙
丑（1924、1925 年）之 交，猶 老 而 不 死，夤
緣入北京外交部辦事。間語所親，謂宦途風順，
為 秋 案 所 累，乃 致 顛 躓，甚 非 意 料 所 及。言
次，憤 懣 見 於 辭 色。吁 呼！此 獠 不 殺，得 保 首
領 以 沒，吾 秋 氏 尚 有 遺 憾，彼 尤 欿 然 以 為 未 足
乎！”3

秋 宗 章 痛 恨 貴 福 殺 害 其 姊，同 時 他 和 兄 長
又 險 受 株 連，須 四 處 逃 躲，艱 苦 異 常。及 至 秋
宗 章 長 大 後，不 忘 大 姊 英 勇 事 迹，裒 集 史 料，
訪 謁 世 交，撰 成 多 篇 私 乘，並 追 踪 貴 福 下 落，
其恨怨之深可見。

又 有 陶 在 東，撰 有《苗 山 今 昔 談・秋 瑾 遺
聞》，其 中 述 及 貴 福 的 去 向：“此 公 入 民 國，
冠姓趙，為奉天省城附郭承德縣知事。”4

回 說 米 內 山 庸 夫 提 供 給 我 們 的 線 索。原 來
駐 在 海 拉 爾 三 年 的 米 內，與 貴 福 父 子 相 識，他
在《追 錄 秋 瑾 女 史》文 中 提 到：“貴 福 和 被 殺
的滿族人恩銘 5 有親戚關係之說，但貴福不是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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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滿族人，而是達斡爾族人 6。其後，去了北
滿，在呼倫貝爾 7 當了副都統。及至（偽）滿洲
國成立後，出任（偽）滿洲國參議員。”8

貴 福 成 為 偽 滿 洲 國 的 參 議 員 此 一 信 息，尚
見 於 偽 滿 洲 國 新 成 立 即 出 版 的《（偽）新 滿 洲
國 要 覽》，其 中《新 國 家 的 組 織 和 首 腦》列 出
為 首 的 參 議 員 有：袁 金 凱、湯 玉 麟、羅 振 玉、
張 海 鵬、貴 福 等。更 點 出 貴 福 是 呼 倫 貝 爾 獨 立
黨的首領。9 當然，偽滿洲國的成立，是由日本
一 手 監 製、導 演 而 成 的，溥 儀 乃 至 鄭 孝 胥、羅
振 玉、貴 福 等，都 只 是 演 員 而 已。但 是，甘 願
參演這樣的醜劇，就要付上名聲的代價了。

米 內 續 說：“其 子（貴 福 子）是（偽）滿
洲國興安北省之長凌陞。” 10

《（偽）新 滿 洲 國 要 覽》也 有 記 述 凌 陞 在
“九・一 八 事 變”之 後，趁 機 現 身，宣 告 呼 倫
貝爾獨立。11 正因為這樣，貴福和他便為日本賞
識，獲安排要位。（偽）滿洲國轄五省，分為：
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熱河省和興安省。
而興安省又再特別劃分為興安東省、興安南省、
興安北省，各有主席。12 這樣的省主席，也就是
米 內 說 的 省 長，即 貴 福 的 兒 子 凌 陞 出 任 偽 滿 洲
國 興 安 北 省 的 省 長。至 於 達 斡 爾 族 的 貴 福，與
兒 子 凌 陞，看 不 到 有 甚 麼 姓 氏 的 關 連，米 內 山
庸 夫 沒 有 作 出 說 明，但 我 們 相 信 他 長 駐 海 拉 爾

圖 1. 紹興市中心的軒亭口大街立有“秋瑾烈士紀念碑”，這就是秋瑾犧牲就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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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深 研 蒙 古 風 習，而 且 又 與 貴 福、凌 陞 有
交往，二人是父子關係，應該是可信的。接着，
米內筆鋒一轉，足令大家駐足諦聽：

而這位凌陞，於 ����年，在省長任

中，犯了通謀外蒙古之罪，被（偽）滿洲

國官憲逮捕，經審理，結果被處死。這稱

得上是因果的輪迴。當時，我身在海拉

爾，和貴福、凌陞相識。回想秋瑾女史遇

害和凌陞被處死：那時，我初抵中國，對

三十一歲的秋瑾女史遭受斬首之刑，不禁

生起無盡的哀愁；而三十年後，看到命運

的輪轉，那下令處斬秋瑾女史的貴福，他

的兒子被處死。那如果是偶然的話，就那

麼說吧！至於我，不禁感慨萬千！ 13

專 研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的 著 名 學 者 王 慶 祥 先
生，在 其《偽 滿 洲 國 皇 宮 揭 秘》中，也 有 幾 筆
觸及凌陞被殺的史事：

偽滿初年，溥儀為了與蒙古王公聯

姻，把四妹許配給蒙古王公、偽興安北省

之長凌陞的兒子。訂婚不久，凌陞因在省

長會議上發牢騷被日本關東軍砍了頭，溥

儀也被迫解除了四妹的婚約。這是 ����

年 �月間發生的事。14

翌年 12 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德王
謁 見 溥 儀，當 談 論 到 日 本 人 的 氣 焰 時，德 王 氣
憤 地 說：“你 們 日 本 人 不 好，改 了 就 行，為 甚
麼我們蒙古人凌陞有錯就殺了呢﹖” 15

圖 2. “秋瑾烈士紀念碑”的碑記（拓本）。碑文由蔡元培撰寫，于右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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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紀念碑旁樹有秋瑾塑像，其後的石壁鎸刻了孫中山的“巾幗英雄”題字

這 裡 說 凌 陞 是 蒙 古 人，而 且 達 到“蒙 古 王
公”的 顯 貴 地 位。米 內 山 庸 夫 也 說 凌 陞 不 是 滿
族，而是達斡爾族人。王慶祥也有接近的說法：

郭文林和“皇后”婉容同屬達斡爾

族的郭布羅氏一支，顯然也是受到溥儀信

用的人。����年二月間，郭文林為凌陞

的翻譯。16

凌 陞 的 地 位 顯 貴 至“蒙 古 王 公”，會 否 是
他 敢 於 宣 傳“呼 倫 貝 爾 獨 立”，並 當 上 興 安 北
省 的 省 長，故 地 位 上 升 至“蒙 古 王 公”。其 實
貴 福 也 是 挾 呼 倫 貝 爾 獨 立 黨 的 首 領 之 名，成 為
偽 滿 的 參 議 員。這 些 關 連 事 迹，可 以 看 到 貴 福
和 凌 陞 有 着 緊 密 的 關 係。但 王 慶 祥 並 沒 有 特 別
指 出 貴 福 是 凌 陞 的 父 親。我 們 可 以 理 解 王 慶 祥

不 是 專 研 貴 福 和 凌 陞。但 王 慶 祥 的 著 書 有 一 處
提到貴福：

筆者找到一次“參議府”會議的記

錄。時間是 ����年 �月 ��日，地點在

宮內勤民樓，大概因為內容重要，“皇帝

幸臨”，使這次會議成為“參議府御前會

議”。“參議府”議長張景惠主持開會，

除貴福外，全部參議都出席了。17

“皇 帝 臨 幸”的 參 議 府 會 議，是 何 等 的 重
要 而 隆 重，所 以 全 部 的 參 議 員 都 出 席 了，獨 欠
貴 福，事 情 頗 為 蹺 蹊。在 這 裡 我 作 出 大 膽 的 推
想：米 內 山 庸 夫 指 凌 陞 犯 通 謀 外 蒙 之 罪 而 被 逮
捕 是 昭 和 十 年，即 1935 年。而 上 述 參 議 府 的
會議時間亦是 1935 年，貴福因是凌陞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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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牽 涉 其 中，所 以 缺 席 會 議。米 內 沒 有 清 楚
言 明 凌 陞 被 處 死 的 年 月，只 說：“經 審 理 被 處
死”。而 王 慶 祥 描 述 凌 陞 被 砍 頭，是 1936 年
4 月 間 的 事，也 就 是 說 凌 陞 被 捕，經 過 大 約 年
餘 的 審 查，最 終 被 判 死 刑。總 體 來 說，米 內 和
王 慶 祥 各 自 表 述 的 時 序 是 可 以 連 接 起 來 的。貴
福缺席的蹺蹊，便可以破解。

米 內 山 庸 夫 和 貴 福、凌 陞 有 交 往，知 道 他
們 二 人 是 父 與 子 的 關 係 應 該 不 會 錯 的。但 孤 證
不 可 靠，我 很 想 多 找 出 一 條 證 據 來。最 後，在
我 完 成 上 述 文 稿 之 後 兩 個 月，我 在《九・一 八
事變史》內，有如下驚喜的發現：

���� 年 � 月 �� 日 召 開“ 建 國 會

議”），“�月 ��日又召開了第二次會

議，決定成立偽東北行政委員會，指定張

景惠為委員長，熙洽、臧式毅、馬占山、

湯玉麟、齊王（即哲里木盟的齊默特色木

丕勒）、凌陞（即呼倫貝爾盟的凌陞）等

六人為要員。”18

1932 年 3 月 9 日，舉 行 了 溥 儀 的“就 職
典禮”。參加就職“典禮”的有：

漢奸鄭孝胥、 羅振玉、張景惠、熙

洽、臧式毅、張海鵬以及清室餘孽胡嗣

援、陳曾壽、三多、趙景祺，蒙古王公貴

福、齊默特色木丕勒和貴福的兒子凌陞等

等。19

這 裡“趙 景 祺”和“貴 福”同 時 登 場，該
書 的 幾 位 作 者 卻 不 知 道“趙 景 祺”是“貴 福”
的 化 名，貴 福 即 趙 景 祺，趙 景 祺 即 貴 福。反 而
在 同 頁 的 腳 註 中，把 趙 景 祺 的 臭 史 翻 了 出 來：
“趙 景 祺，清 末 曾 任 紹 興 知 府，是 殺 害 秋 瑾 的
劊 子 手。”20 但 最 大 的 收 獲 是 點 出 了：“貴 福
的兒子凌陞”。

米 內 山 庸 夫 的 遺 文《追 錄 秋 瑾 女 史》，清
楚 地 告 訴 我 們，下 令 處 斬 秋 瑾 的 貴 福，他 的 兒
子 凌 陞，被 日 本 關 東 軍 處 死（砍 了 頭）。至 於

米 內 指 凌 陞 犯 下“通 謀 外 蒙 之 罪”，和 王 慶 祥
說 的“牢 騷 罪”大 相 徑 庭，孰 者 可 信？不 過 只
要 想 一 想，在 鐵 蹄 下 求 生 的“偽 滿 洲 國”，日
本關東軍就是太上皇。那年頭，淪陷了的東北，
日 本 皇 軍 要 誰 的 人 頭 落 地，還 要 講 道 理 原 因
嗎？

歷 史 不 能 忘，歷 史 教 訓 不 可 重 複；仇 怨 可
放開則放開，能化解，最上善！

謹 以 此 文，告 祭 秋 瑾 女 俠，附 薦 秋 宗 章 先
生。

2017 年重陽於愧書劍齋

後記

拙稿撰成得以刊出，首先要感謝中島健兄，
他 為 我 多 番 往 來 聯 繫 實 踐 女 子 大 學 的 圖 書 館 和
資 料 館，並 預 約 好 參 訪 時 間，使 我 甫 抵 東 京，
馬 上 可 以 展 開 研 究。當 然 也 感 謝 實 踐 女 子 大 學
圖 書 館 的 熱 情 接 待，讓 我 觀 賞 了 秋 瑾 的 珍 貴 遺
物《白香詞譜》，更提供很多有用的參考資料。
而 高 孝 湛 先 生 青 眼 頻 加，迅 速 搜 來 研 究 秋 瑾 的
文 史 資 料 集，令 我 得 睹 同 行 前 輩 的 研 究 成 果，
謹 向 高 先 生 致 以 深 切 謝 意。最 後 要 感 謝 林 玉 鳳
博 士 在 百 忙 中 推 介 拙 文 給《文 化 雜 誌》，後 者
的編輯部為拙稿勞神費心，謹表謝忱。

在 擱 筆 之 際，我 躊 躇 了 一 段 日 子 ─ ─ 是 附
錄 還 是 不 附 錄，最 終 決 定 將 2007 年 那 段 奇 異
的情節，謄錄下來：

余 白 天 從 商，晚 則 燃 燈 夜 讀，每 至 凌 晨 三
時半始就寢，廿餘年未嘗稍懈。

某 夜，研 習 過 久，靠 向 椅 背，稍 事 休 息。
沉 思 間，環 視 書 櫥，《秋 瑾 集》映 入 眼 簾。隨
手 取 閱，讀 之 愈 發 入 神，深 佩 秋 瑾 女 士 不 但 巾
幗 勝 鬚 眉，詩 詞 造 詣 也 教 人 折 服。其 慷 慨 激 昂
處，能 振 奮 人 心；憂 戚 處，又 令 人 鬱 悶 終 日。
展 卷 吟 誦，未 忍 釋 手，以 至 東 方 微 白，始 掩 卷
寢息。



附二：考察米內山庸夫遺文中談到下令處斬秋瑾的貴福       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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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秋宗章著：《大通學堂黨案》，王去病、	陳德和主編：《秋

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 年，第 102 頁。

2.	 	秋宗章著：《六六私乘》，王去病、陳德和主編：《秋瑾史集》，

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 年，第 46 頁。

3. 		 秋宗章著：《關於秋瑾與六月霜》，王去病、陳德和主編：《秋

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 年，第 84-85 頁。

4.	 	陶在東撰：《苗山今昔談・秋瑾遺聞》，王去病、	陳德和主編：

《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179頁。

5. 		 恩銘是安徽巡撫，為徐錫麟所殺，即“皖案”。正是由此案

牽連到秋瑾。

6. 	 	中國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佈於內蒙古、黑龍江和新疆等地，

與鄂溫克、鄂倫春、蒙古、漢、哈薩克等族長期雜居。（參

考自《辭海》）

7. 		 日本在中國東北取得主導地位之後，將長春以南稱作“南

滿”；以北稱作“北滿”。呼倫貝爾位在大興安嶺以北。

8. 	 	[ 日 ] 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 3號，東京：井草出

版社，1982 年 9 月，第 50 頁。

9. 		 朝日新聞社：《新滿洲國要覽》，東京：朝日新聞社，1932

年 5 月，第 45 頁。（黃天藏）

10. 	[ 日 ] 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 3號，東京：井草出

版社，1982 年 9 月，第 50 頁。

11. 	[ 日 ] 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 3號，東京：井草出

版社，1982 年 9 月，第 34 頁。

12. 	[ 日 ] 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 3號，東京：井草出

版社，1982 年 9 月，第 44 頁。

13. 	[ 日 ] 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 3號，東京：井草出

版社，1982 年 9 月，第 50-51 頁。

14.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頁。是書將“陞”作簡體字“升”。

15.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年，第 50 頁。引德王回憶錄《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前後》。

16.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年，第 63 頁。

17.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年，第 88 頁。

18.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事變史》，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10 頁。

19.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事變史》，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13 頁。

20.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事變史》，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13 頁腳註。

晨起，覺夜來捧讀《秋瑾集》，頗有奇異，
突 靈 光 一 閃：此 際 莫 非 日 來 似 是 秋 女 士 之 紀 念
日 乎？即 翻 查 本 集，赫 然 發 現 夜 來 正 舊 曆 六 月
初 六，而 紀 元 恰 為 二 零 零 七 年，乃 一 百 年 前 秋
瑾 就 義 之 日；也 許 余 捧 讀 詩 卷 之 際，正 是 殉 義
之辰。

若 非 巧 合，便 是 秋 女 士 有 意 召 喚。可 歎 百
年 之 紀，社 會 卻 已 忘 懷！今 雖 未 能 趕 及 撰 文 為
紀，仍簡記數語，以備他年製稿之資。

二零零七年孟秋追記

黃天 	 	庚子世紀疫症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