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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想给康有为的《我史》（即《南海自编年谱》）作注，始于1998年。
当时我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的研究，康有为的《我史》本应是一本必读的书，可我在阅读的时候，心情
十分混乱。
一方面，我已知道了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研究先进的结论，康有为在此中“作伪”，他的这一
记录不可以当作信史，另一方面，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
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
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
于是，我便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的《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
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然而，这一想法要能实现，却又有着很大的难度。
当时我对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很少，相关的史料也不熟悉，更何况在我之前的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走
过了漫长的路。
他们没有去做，并非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意义，而正说明了此处水深。
于是，我把这一念头收了起来，开始研究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实。
无论什么人研究戊戌变法，都绕不开饿史》，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再读之，但在研究论文中不敢
轻易使用。
每一次读到它，为之作注的念头就加一分。
到了2000年，正值我的前一研究项目结项，想申请新的研究经费的支持，于是我就试着将其作为课题
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
不料的是，这一申请很陕被批准，反成了有进无退、立限克工的督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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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于1899年初写下了个人回忆录《我史》。
该书予1953年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出版，很快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
记》成为后人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
    《戊戌奏稿》已被证明作伪，是康有为于宣统年间的另作；梁启超称《戊戌政变记》不敢自承为信
史，“不免将真迹放大”；而对于《我史》，学术界已发现多处疑点，以为不甚可靠。
    本书作者对康有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进行注解。
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对康有为的说法进行厦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
作者的这种般般较真，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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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
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
战争的军事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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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导论    手稿本、抄本与写作时间  刊印与书名   《我史》“鉴注”的时段   《我史》的真实性    礼
送康有为出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康有为写作时的心情    “鉴注”的方式 《我史》光绪二十年——
二十四年鉴注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导读      20.1 第一次进京会试      20.2 余联沅弹劾《新学伪经考
》       20.3 曹泰之死      20.4 第一次桂林讲学    20.5 甲午战争与“上清帝第一书”      20.6 桂林山居与著书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  导读    21.1 陈千秋之死与“同人局”    21.2 第二次进京会试    21.3 张荫桓赴
日议和被拒    21.4 《马关条约》与“公车上书”    21.5 “联省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二书”）      21.6 
《冯关条约》画押    21.7 光绪帝战后改革之朱谕    21.8 康有为会试中式    21.9 授工部主事不就    21.10 “
上清帝第三书”之进呈及光绪帝下发改革诸奏章   21.11 “上清帝第四书”    21.12 京师修整街道    21.13 
开办《万国公报》（强学会）      21.14 与翁同稣之相会    21.15 翁同稣改革愿望与毓庆宫之妒    21.16 弹
劾徐用仪    21.17 弹劾潘赞清    21.18 倡立强学会    21.19 与李提摩太之交往及西人参助强学会    21.20 强
学会的捐款收入与内部矛盾    21.21 康有为离开北京及强学会被封    21.22 游历天津、山海关    21.23 与张
之洞之南京相会，创办上海强学会   21.24 杨文会仪器款项    21.25 返回广东与《强学报》停刊   21.26 慈
禧太后之逆施    21.27 康有为晚年所写之眉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导读  22.1 万木草堂  22.2 康广
仁、何廷光与《矢口新报》  22.3 “同人局”购书  22.4 第二次赴桂林  22.5 搜集日本书籍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1897）  导读    23.1 第二次桂林讲学与圣学会  23.2 回粤讲学、筑室花埭、再赴上海  23.3 巴西移
民计划与赴京疏通  23.4“-上清帝第五书”、为王鹏运等人拟奏折  23.5 翁同稣挽留康有为，高燮曾奏
荐人“弭兵会”  23.6 杨深秀欲保康有为，张仲炘与康有为之关系  23.7 运动京师各学会  23.8 德国占领
胶州湾  23.9 联日本策与对日赔款延期  23.10 为杨深秀、陈其璋拟联英、日折，康有为对英国之认识 
23.11 作联英、日策而未被采纳  23.12 英、俄贷款之争  23.13 自开通商口岸  23.14 大同译书局  23.15 “经
济特科”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导读  24.1 总理衙门约见  24.2 “上清帝第六书”与《戊戌奏稿》
之作伪  24.3 京师各省学会  24.4 “上清帝第六书”交总理衙门议复  24.5 “上清帝第七书”与进呈《俄
彼得变政记》  24.6 上书联英、日拒割旅、大，再度发动联省公车上书  24.7 为文悌拟奏折  24.8 进星《
日本变政考》等书  24.9 “昭信股票”发行  24.10 “英德续借款”  24.11 为宋伯鲁、陈其璋拟奏折派容
闳赴美筹巨款办新政  24.12 请改律例  24.13 创立保国会  24.14 孙灏攻保国会，潘庆澜弹劾保国会，《国
闻报》上的反击  24.15 康有为欲回广东，光绪帝催促总理衙门议复“-上清帝第六书”  24.16 与日本“
合邦大会”  24.17 为杨深秀、徐致靖拟奏折，促发百日维新之旨  24.18 为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拟
请变科举、废八股等奏折  24.19 与李盛铎之关系  24.20 徐致靖奏荐“备顾问”，翁同稣之罢斥  24.21 光
绪帝召见康有为  24.22 授总理衙门章京  24.23 上奏谢恩并进呈《孔子改制考》  24.24 废“八股”改“策
论”  24.25 奉旨进呈奏折书籍，未就总理衙门章京职  24.26 生童岁科试请即改策论  24.27 设立特许专卖
制度  24-28 为杨深秀、宋伯鲁拟奏折请定阻挠新政罪  24.29 弹劾许应骥  24.30 文悌弹劾康有为  24.31 优
拔贡朝考改策论，科试之经史分科  24.32 请各省开设高等学堂、中小学堂  24.33 第二次进呈《日本变
政考》  24.34 进呈觥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等书  24.35 《京师大学堂章程》之起草  24.36 孙家鼐
执掌京师大学堂与总教习之争  24.37 孙家鼐请删康有为书中孔子改制字样  24.38 张百熙保康有为“经
济特科”，康党的保荐、保举攻势  24.39 康有为请在上海等处设立商务局  24.40 宋伯鲁请派梁启超督
办上海《时务报》  24.41 康广仁要求康有为回粤办学  24.42 荣禄在天津的所作所为  24.43 孙家鼐请派康
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官报》  24.44 廖寿恒为康有为代递书籍条陈，孙家鼐上奏《时务官报》办法 
24.45 “制度局”、“议政处”、“立法院”  24.46 李端棻请开“懋勤殿”  24.47 总理衙门议复“上清
帝第六书”，光绪帝命“另行妥议具奏”  24.48 军机处、总理衙门再次议复“上清帝第六书”  24.49 
议复“上清帝第六书”诸后果  24.50 设立“农工商总局”  24.51 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 
24.52 陈宝箴奏请《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  24.53 湖南新旧两派之争，杨深秀请力除积习  24.54 弹劾谭
钟麟、松蕃  24.55“万寿节”庆祝、新政谕旨刊刻誊黄  24.56 徐致靖奏请开“编书局”  24.57 进呈《波
兰分灭记》与光绪帝赏银  24.58 王照上书与罢免礼部六堂官  24.59 司员士民上书  24.60 光绪帝召见保举
官员  24.61 新任军机四章京“参预新政”  24.62 曾廉上书弹劾康、梁  24.63 光绪帝任用军机四章京之“
深意”  24.64 康有为上书“官差并用”与光绪帝裁汰冗员  24.65 徐致靖奏请设“散卿”  24.66 新任礼部
堂官，阔普通武请设“议院”  24.67 京外士民亦可上书  24.68 懋勤殿的政治设计，欲留黄遵宪主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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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24.69 光绪帝欲开“懋勤殿”  24.70 “设立参谋本部”、“改元变服”、“迁都上海”  24.71 游说袁
世凯  24.72 徐致靖保袁世凯，光绪帝密诏  24.73 八月初二日明谕康有为赴上海与光绪帝第二道密诏 
24.74 立山、杨崇伊、荣禄、李联英等人请训政  24.75 荣禄“调兵”与杨崇伊八月初三日递折  24.76 谭
嗣同八月初三日夜见袁世凯  24.77 康有为八月初三日晚的活动及初五日袁世凯请训  24.78 与伊藤博文
、李提摩太的会见，欲聘其为顾问  24.79 康有为初五日离京，慈禧太后政变  24.80 上海英领事派人救
康并护送至香港  24.81 康有为到达香港及家人逃港澳  24.82 康广仁被捕  24.83 张荫桓被捕  24.84 荣禄入
京，“飞鹰号”的行动  24.85 梁启超逃亡  24.86 谭嗣同被捕，王照逃亡  24.87 杨深秀被捕  24.88 杨锐、
林旭、刘光第、徐致靖被捕经过  24.89 “六君子”就义，张荫桓等人之处置  24.90 陈介叔、梁元理赴
京拾康广仁遗骨未果  24.91 康广仁事迹  24.92 文悌弹章之后果  24.93 上海捕梁启超之行动  24.94 广东捉
拿康、梁之行动及抄没家产  24.95 从香港中环警署转居何东家  24.96 与贝思福勋爵在香港会谈  24.97 康
有为东渡日本  24.98 改革派人士之处置及改革措施被废止  24.99 “十一不死”  24.100 写作动因与时间
附录  《我史》手稿本所录注文、跋语    韩文举注文    叶湘南跋语    伍庄跋语    刘翰棻跋语    孔昭焱跋
语    钟玉文跋语    吴恒炜跋语    郑雪庵跋语    鲍文跋语    张砚瑜跋语    叶衍华跋语    孔昭鑫跋语  顾颉刚
抄本所录丁文江之跋语征引文献目录索引  人名索引  奏折、条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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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皇上对我说，你的书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所说的，大致是把奏议中关于中国的积弱不振，是由于没有进步等等，重复一次。
”“皇帝说，你所说的很对，这些保守成性的大臣们，简直把我害了。
”“我说，中国现在虽然贫弱，但挽救并不太迟。
”“我给他举出普法战后的法国为例。
我说法国所付的赔款，要比我们付给日本的赔款大的多，而且法国所失掉的土地，也比中国多。
法国割去的是两个省，而中国仅割去一省（台湾）。
我问皇上，为什么法国在这样很短的时间中便能恢复，而中国则停战已经三年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做。
”“皇帝对我所说的话，很留神听，他转而问我原因何在？
”“我的答复是：法国总统泰尔（M.THiers）曾向法国人民发布一个公告，促使他们废弃一切腐败的
方法，要请他们合作来恢复国力，并且立即采用一些改革的步骤，以期收复失地。
其结果是法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同一的目标奋斗。
法国之所以能迅速复兴，其原因正在于此。
至于在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我们仍旧是那些保守的旧官僚在执政。
这些人都是维新道路上的障碍，中国其所以处于这种悲惨的情形中，这是主要的原因。
实在说，中国目前的情形，较之三年前中日战争终了时更坏。
”“我请皇上看一看日本在采用近代方法来改革之前，曾克服了一些什么困难。
日本封建军阀的权力，较之目前中国这些顽固的大臣们是大多了，但明治天皇采用了适当的政策，委
任了一些年青而精明强干的人以及下级官员来辅助他。
他命令其中一部分人在国内作改革的工作，另外一部分人则派赴西洋各国考察，因此他们回来之后，
就把日本变的像今日这样富强。
我也把彼得大帝致俄罗斯于富强的经过再讲给他听，并且向皇上说，希望他能放弃以前那种隐居的生
活，勇敢地站到前面来，招致一班年青而精干的官员们来协助自己，步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统治者的
后尘，而你将发现到维新并不会像你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
假如中国没有足够的精干人物可以使你的维新政策有效地推行，那么我坚决地主张聘请外国人来协助
，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我又向皇上说⋯⋯假若皇上要盖一座宮殿，必定先有图样，然后购置材料按图建造。
也许有人向你说，过去几年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改革了，不过根据我的意见，中国不仅没有改革，而且
已经做的，恰恰是我所劝你不要做的那些事。
他买了砖瓦，准备盖一所房子，但计划或图样什么也没有⋯⋯我又向皇上说，你现在的政府，正像一
座漏顶的屋子，而且屋梁已经被白蚁腐蚀完了，再在里边呆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你不仅应当把屋顶拆掉，而且还必把整个屋子，乃至于根基都全部去掉。
你怎么能够把维新的期望寄托在那班旧官僚的身上？
他们是一点西方教育也没有的。
他们从没有仔细研究过西方文明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命令他们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在说，他们所留下的精力也不多了⋯⋯”“皇帝对这
些话的答复是他非常着急，因为实际上他没有黜革这些高级官员的权力。
他说，这个权力是握在太后自己手中。
”“我说，如果陛下没有权力黜革这些高级官吏，那末就至少也应当招致一班精明强千的官员在自己
身边，协助自己，这样终较之毫无举动强的多。
”“皇帝说，我完全知道这些大臣们对于西洋思想是从没有给予过适当的注意的，而且对于世界的进
步也是漠不关心。
”“我说，也许他们对于西洋思想并不是不愿意知道，全是在现存制度之下，他们实在是太忙了。
而且这些人都年龄衰老，精力不继，就是有心学习，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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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要学科是四书五经，这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因此我向皇上请求的第一件亨是废止旧的开
科取士的制度，另行依照西法建立一个新的考试制度。
我问皇上，是不是你可以废除旧考试制度？
”“皇上说，我很知道西洋各国所学的都是有用的东西，而中国所学的是没有用的，因此我将实施你
的建议。
”“⋯⋯此外我叉向他建议派遣宗室中的人员，到外国去考察游历，如此才可以有一些具有世界经验
的人来为他服务。
谈话总结时，我说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我可以随时用奏议的形式呈递。
我坚决地劝告他，必须加强自己与外洋各国间的关系。
”“皇帝答复说，现在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都强了起来，他们好像都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
可惜他的那些大臣不能像皇帝这样了解，因此大多数麻烦的事情，可以说都是由于缺乏这个了解所招
致的。
”“去年十二月我曾经向皇上建议要他设法和英国缔結同盟。
”“临分别时，我又向皇上说，陛下不是曾经以勋章给予李鸿章与张荫桓吗？
这就是西洋的一种办法，那末为什么你不下一道命令，实行西方的其他办法呢？
”“皇帝没有答复，仅仅笑了一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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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已被证明作伪，是康有为于宣统年间的另作；梁启超称《戊戌
政变记》不敢自承为信史，“不免将真迹放大”；而对于《我史》，学术界已发现多处疑点，以为不
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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