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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爆发后 日 本驻华使领馆

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

戴 东 阳

内容提要 甲 午 战争爆发前一个月 ，
曰 本在逼迫朝 鲜 否定 与 中 国 宗藩关 系 的 同 时 ， 以 中 国

阻碍其实 行朝 鲜 内政改革 为 辞 ，开始秘 密 向奉行 中 立政策 的美 国 托付撤使后代为保护其

在华利益 事宜 。 曰 本撤使准备 虽早 ，但 甲 午战 争爆发后 ，
曰 本却 等 到 中 国 驻 日 使馆发 出 撤

使照会之 后 才下 达撤使命令 ， 且只 准备撤离长 江 以北 的北 方各大使领馆 ，试 图 以局 外 中 立

之名 保 留 上海 总领事馆及所辖长 江 以 南广 大 地 区 的 日 本势 力 。 后 因 清政府 强 烈 要 求 ，
加

上 中 国 民 众群情激愤 ，
在顾虑 重重 的美 国 驻华使领馆 的敦促之 下 ， 才不得不撤离所有在华

使领人 员 及重要通商 口岸 的 日 本人 ，但仍 用 巧 妙 的 办 法在 京津 、烟 台 和上 海等地布 留 情报

人 员 ，深入探查威海卫 、 天津 、牛庄 、 山 海关 、 鸭绿 江 等地军 情 政情 ， 为 日 军 作 战提供便利 。

随着 三大 间谍案 告破 ，美 国 方面不得不 明 确其代 为保护 的权限及性质 ，潜伏 的 日 本情报人

员 陆续 回 国
，
回 国 后 继续为 战 争推波助 澜 。 日 本撤使 实质上 是其备战 的

一个环节 。 在 曰

本撤使过程 中 ， 中 国 方 面大体本着 国 际法原则处置 ，有理有据 。

关键词 中 日 甲午战争 日 本驻华使领馆 撤使 情报人 员 美 国

甲午战争爆发后 ， 中 日 两国各 自撤离驻在对方国家的使领馆 ，

一

般认为这不过是一项战争爆发

后 的善后工作 。 但对于精心策划这场战争的 日本方面而言
，
撤使可谓是其备战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1 8 9 4 年 7 月 2 5 日 ， 日 本在牙山海面不宣而战 ，挑起中 日 甲午战争 。 但早在一个月 之前的 6 月

下旬 ， 日本已着手秘密 向美国托付开战后代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事宜 ，至 8 月 1 日 中 日两国正式宣

战 ，
日 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一行撤离北京 ，

日本的撤使准备前后长达一个多月 。 其间 ，
日 本为 了

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精心为战争准备了一套说辞 。

日本撤使准备虽早 ，但战争爆发后 日 本却等待中国驻 日 使馆拟正式撤离东京以后才迟迟下达

撤使命令 。 不仅如此 ，
日本还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各大使领馆 ，

试图 以局外中立之名保留其上海总

领事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大片地区的 日本势力 。 后因清政府强烈要求 ，加上中 国民众群情激愤 ，在顾

虑重重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敦促之下 ，
日 本才不得不撤离所有在华使领人员及重要通商口 岸的 日

本侨民 ，但仍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在中 国各军政要地用心布留 间谍人员 ，继续探查中国军情民情 ，为

战争输送情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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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撤使是 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起底 。 撤使过程中 ，
日 本与美国 、英国 、法国等西方列强多有互

动 。 考察甲午战争爆发后 日 本复杂的撤使始末 ，
可以揭示 日本阁议正式启动战争准备的大概时间 、

其向 国际社会所宣传的战争理 由 、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 日本在华势力的分布及间谍人员的活动等 ，为

我们审视甲午战争开战前后 日 本备战之精心 、中 国应战之被动 、欧美势力在战争中的复杂立场等提

供事实依据 。

目前 ，海内外学界关于这
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还没有看到 。 日本驻华使领馆撤离经讳史料 ， 中方

档案文献虽有
一定记载 ，

但主要保存在 日本和美国的档案 中 。 本文试利用 中 、 日 、英文未刊 和已刊

档案 ，结合相关文献 ，就 甲午战争爆发后 日 本撤使问题做一较系统的考察 ，
以求教于方家。

一

、 委托美国代为保护在华利益

甲午战争爆发后 ， 日本外务省在致其驻华使领馆的训令 中 ，
开篇即称因 中 国已撤离驻 日 公使

馆 ， 故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 、领事馆及邮局也将撤离 。 日本政府令驻美公使建野乡三
“

公开
”

向美国

政府提请代为保护在华利益 ，
也是在接到 中国驻 日使臣汪凤藻致 日本外务省的撤使照会之后 。

？

中国政府正式商讨撤使是在丰岛海战爆发后② ，而 日 本早在此前一个月 已通过 阁议决定采用

秘密方式就撤使问题与美国政府接触 ， 当时中 国正在为阻止战争想方设法。

6 月 2 8 日
，
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质问朝鲜外署 ，

朝鲜究竟是否 中 国属 国 ， 限次 日 回复 ， 引起

中朝两国极大不安 。 次 日
，
日本外务副大臣林董奉外务大臣陆奧宗光之命访问美国驻 日 公使谭恩

（
ＥｄｗｉｎＤｕｎ ） ，

开始向美国请托 日本撤使护侨事宜。 林董称 ，
虽然朝鲜的状况没有改变 ，

日本政府

也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中 国 的麻烦 ，但两国关系非常危急 ，
日本随时可能从中国撤 回公使馆和领

事馆 。 他又称 ，只要与中 国的和平商谈仍有望 ，
日本不会向美 国提 出代为保护的要求 ，但万

一

与中

国 的和平关系中止 ，请美国保护 曰 本在华利益 ，询问美国意向 。
③ 显然 ，

曰本强调 的是它正在不断

寻求和平方式与 中 国处理朝鲜问题 ， 向美国提出保护 日 本在华使领馆问题是在万一和平无望情况

下的
一

种准备而巳 。 林董访问谭恩虽是
一

次非常私密的行动 ，但这不仅仅是奉外务大臣陆奧个人

的指令 ，
而是 日本政府的 阁议决定 ，是 日 本准备开战的

一

个环节 。
④

林董的要求事关重大 ，谭恩回称需致 电国务卿葛礼山 （
Ｗａｌ ｔｅｒ

Ｑ
．Ｇｒｅ ｓｈａｍ

）请示 。
⑤ 当天 ，谭恩

将林董来访之意简要致电葛礼山 。
？ 次 日 ， 又将会谈情形用信函做了详细汇报 。

？

如上所叙 ，林董拜访谭恩前
一天

，
日 本逼迫朝鲜否定与 中国 的宗藩关系 ，并要求朝鲜外署于次

日 回复 。 通过驻朝公使西尔 （
ＪｏｈｎＭ ．

Ｂ
．Ｓ ｉ ｌｌ ） ，美国政府已于第

一

时间获知 日本逼朝否定华属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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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午 战 争爆发后 日 本驻华使领馆撤使 与 情报人 员 的布 留

息 。 当时 ，朝鲜驻美公使李承寿三访美国 国务院 ，提请美国政府协同其他各国一起出 面促使 日 本从

朝鲜撤兵 ，遭葛礼山婉拒 。
？ 2 8 日 ，潭恩也已致电本国政府 ，告知 日 本政府和朝鲜政府之间的关系

已
“

非常危急
”

，尽管谭恩受 日本影响 ，认为 日 本是期望一个和平的改革的 。
② 由此可见 ，

至少在大

鸟逼朝否定华属时 ， 日本已有撤使打算 ，也就是正式启动战争准备 。 当时俄国 和英国先后 出面调停

拟让中 日 同时从朝鲜撤兵 。
7 月 初 ， 日 本被迫接受英国建议 ，派遣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来与总

理衙门商谈 ，
但事实很快证明小村前来会商完全是应付国际社会的缓兵之计 。 对此 ，美国政府也在

留 意观察 。

美国政府接到谭恩有关 日 本要求委托电报后 ，告知将会认真友好地考虑 ，但如果没有获得中国

同意 ，则不能接受这一委托 。
③ 美国于 7 月 1 3 日 较正式地答复 日本接受护侨委托 。 此前这段时

间 ，美国政府
一

直在观察朝鲜局势及中 日关系 的走向 ， 进一步确认 日 本派兵朝鲜的真正原因 ，且毫

不掩饰地向 日本指 出其在有意引发战争 。 对此 ，
日 本各方准备了 一套既定的

“

美好
”

说辞来影响

美国 。

林董访问谭恩后几天 ，葛礼山与建野乡三会谈 ，顺便谈到了朝鲜局势 。 葛礼山表示 ，美 国希望

中 日共同从朝鲜撤兵 。 建野则 回称 ，朝鲜内乱的根源在于内政腐败 ， 日本在朝鲜完成必要的内政改

革之前不会从朝鲜撤兵 。 于是 ，葛礼山表明两点意见 ：

一是希望 日本善待这个羸弱无助的邻国 ，
以

保持朝鲜局势和平
；
二是美国

“

真诚地尊重
”

中国和 日本 ，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 日本显然有意促使

中国走人战争 。 对此 ，建野表示 ， 日 本政府没有侵占朝鲜领土的野心 ， 日 本期望朝鲜和平 ， 承认朝鲜

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
④

葛礼山也致电谭恩 ，
指示确认 日 本派兵朝鲜的理由及其要求 。 7 月 5 日

，
谭恩 回复称 ，

日 方称

其派兵是根据 《济物浦条约 》 ，而增兵是因为 中国大量派兵的缘故 。 至于 日 本驻兵朝鲜的理由 ，谭

恩据 日方说辞 ，称朝鲜叛乱的根源是政府当局的腐败与压迫 ，
日本提出联合中 国一起彻底改革朝鲜

行政以确保长久和平 ，但遭到中 国反对而无法推行 。 日本否认对朝鲜具有领土野心 ，而决定将无视

中国的态度继续推行朝鲜的行政改革 。
⑤ 日 本竟然将大量派兵与驻兵朝鲜的理由完全归咎中 国 ，

而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始终强调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 。

谭恩的报告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 （
Ｃｈａｒｌｅ ｓＤｅｎｂｙ ，Ｊｒ． ） 的报告出入很大 。 3 日

，
田夏礼

在致国务院去电中指出 ，朝鲜局势危急 ， 中国尽管受到 日本步步紧逼 ，但仍持和平怀柔政策 ，并已约

请英国和俄国出面进行和平调停 。
？

8 日
，
英国驻美大使果然带着外交大臣 的命令前来拜访葛礼山 ， 目 的是想确认美国是否愿意联

合英国
一

起参与调停以防止中 日之间爆发战争 。 葛礼山婉转谢绝 ，表明美国将采取中立而不是干

涉的立场 。 次 日
，
葛礼山进而将一份 7 月 7 日致谭恩命令旳复印件递送英国驻美大使 ，告知美国政

府不会与其他国家连同参与调停 。
⑦ 在英国 出面约请美国调停的同时

，
李鸿章也通过美国驻华代

理公使田夏礼提请美国协同列强
一

起促使 日 本从朝鲜撤兵 。
⑧ 美国 既已 向驻美英国大使表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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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ｓｈａｍ ｔｏ Ｂａｙａｒｄ ，Ｊｕ ｌｙ
2 0 ， 1 8 9 4 ，

”


ｉ
ｎ

ＡＤＰＰ ，Ｓｅｒｉｅ ｓＩＩ Ｉ
， 
Ｖｏｌｕｍｅ

 2 ， ｐｐ
． 1 8 7
—

1 8 8 ．

⑧
＂

Ｇｒｅｓｈａｍｔｏ Ｂａ
ｙ
ａｒ ｄ

， Ｊｕｌ ｙ 
2 0

，
1

8 9 4
，

”


ｉ
ｎ

ＡＤＰＰ ，Ｓｅ ｒ
ｉ
ｅ ｓＩＩ Ｉ

，
Ｖ ｏｌｕｍｅ

 2
’ｐｐ

． 1
8 7
—

1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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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自然不会答应中国的请求 。

1 1 日 ，谭恩拿着葛礼山 7 日 的命令进一步与 日 本政府沟通 。 日 本仍然坚持原有说辞 ，称 日本

不从朝鲜撤兵并不是为了在朝鲜制造战争 ，而是为了确保朝鲜的秩序 、独立 ， 防止再次出现叛乱 。

日本希望在朝鲜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模棱两可的态度阻止了朝鲜接受必要的改革 ，继而危及远东和

平。 日本竟然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完全推给中 国 。 日 本还宣称 ，朝鲜的暴乱还没有完全平定 ， 日本在

确定朝鲜将来秩序确有保障之时 ，
而不是之前 ，

才会撤兵 。
？ 陆奥宗光在 《蹇蹇录 》 中 曾明确表示 ，

所谓改革朝鲜内政 ，
完全是 日 本用来挑起战争的手段而已 。 清政府方面其实并不反对朝鲜改革内

政 ，李鸿章还因此作为促使 日本撤兵的
“

釜底抽薪
”

之术 ，令袁世凯
“

切劝
”

朝鲜 自 行改革内政 ，但朝

鲜积弊由来已久 ，绝非短时间 内可
一蹴而就 。

对此 ，美 国应该还是看得清楚的 ，但美 国所奉行的所谓中 立的 、不干涉的立场丝毫不为所

动 。
1 3 日 ， 中国驻美使臣杨儒奉李鸿章之命拜访葛礼山 ，试图继续劝说美国出 面调停 。 访谈中

，

杨儒提请葛礼山注意朝鲜的现状 ， 指出大量军队驻扎朝鲜 ， 中 国提议同时撤兵 ，但 日本以劝诱朝

鲜改变内政为 由拒绝 。 杨儒希望美 国政府联合各 国代表设法让 日 本放弃 向 中 国挑衅 的做法 。

杨儒进而表明 ， 中 国始终坚持和平政策 ，绝对无意与 日 本或其他任何 国 家开战 。 葛礼 山还是重

复美国不干涉的立场 。 杨儒于是指 出 ， 日 本在实行上述名义 的改革之前拒绝撤兵 ，
恐怕 战争已

不可避免 ， 除非列强对 日本施加强大的影响 ，并询问葛礼山对朝鲜局势的看法 ， 以及改变这
一

局

势 的建议 。 葛礼山 以各国调停来安慰杨儒 ，认为 列强 已 同意 出面调停 ，意味着提供了 和平解决

争端的途径 。
？

就在杨儒拜访葛礼山当天 ， 日本政府收到美国答复 ： 如果中 国政府不反对
，
美 国政府可 以接受

日 本的护侨委托 。

日本政府在开始秘密 向美国政府委托护侨之初 ， 已向其驻华使领馆发出相关指令 。 由于美 国

方面没有在第一时间 明确答复 ，所以 日 本政府最初在致使领馆密令 中 ，只称中 日
“

谈判破裂
”

后
，
日

本驻北京公使将托付
“

外国公使
”

保护在华 日本人 ， 尚未明确指为美国 。
③ 这里的

“

谈判
”

， 当 指其

时在英国调停之下小村与总理衙门 的撤兵谈判 。 谈判 自 3 日开始 ，
7 日 和 9 日继续 ，共进行三次 。

对于这次谈判 ， 中方充满期待 ，但小村于会商情节迟迟不予答复 ， 至 1 4 日 突然 向 总署发来了
一

份

态度极其强硬的照会 ’宣称会商失败 ，且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 国 。 这份照会史称
“

第二次

绝交书
”

。 这
一天 ，正是 日 本接到美国政府正式同意代为护侨的次 日 。

1 3 日 ， 陆奥宗光第
一

时间

将 日本政府托付美国护侨的 阁议及美国政府的答复 ，
以训令形式发送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 ，

令秘密转达驻华各领事 。
④ 1 9 日

，美国政府进而告知 日 本
，

一旦战争爆发 ，美 国将负责保护 日 本

的在华利益 ，条件是中 国在 日 本的利益也将 由美国政府负责保护 。 陆奥 随即又将此意致电小村 ，

指示紧急情况下可立即 向美国驻华公使提请保护 。
⑤ 这样 ， 日本向美国委托护侨的事宜在秘密 中

基本完成 。

2 0 日 ，葛礼山 巳经看到战争不可避免 。 当天 ，他写 了一封长信给美国驻英国大使托马斯 ？

Ｅ （
Ｔｈｏｍ ａｓＤ ．

Ｂａｙ
ａｒｄ

） 0 信中 ，他详细 回顾 了朝鲜 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的前因后果 。 尽管

①
“

Ｇｒｅ ｓｈａｒａｔｏ Ｂａｙａｒｄ ，Ｊｕｌｙ 
2 0

，
1 8 9 4 ，

＂


ｉｎＡＤＰＰ

，Ｓｅｒｉ ｅｓＨＩ
， Ｖｏ ｌｕｍｅ 2 ，

ｐ
．  1 8 8 ．

②
‘ ‘

Ｇｒｅ ｓｈａｍｔｏ Ｂａｙａｒｄ ，Ｊｕｌ ｙ
2 0

，
1 8 9 4

，

“


ｉｎＡＤＰＰ

ｔＳｅｒｉ ｅｓＩ ＩＩ ， Ｖｏ ｌｕｍｅ 2 ，

ｐ
． 1 8 8 ．

③ 《 当館兼轄地並二其地在 留 7 本邦人保方二付北京我公使？具 申二及 ｂ 夕少件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6 曰

） ， 《清国 在 留帝 国

臣 民 乂 保護米 国政府？依托 乂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④ 《 陸 奥外務大 臣 彐 Ｕ 清国 駐劄 小村臨時代理公使宛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1 3 曰 ）

， 《 曰本外交文書 》 第 2 7 卷第 2 册
，
第 4 2 4 页 。

⑤
＂

Ｍｕ ｔｓｕｔｏ Ｋｏｍｕｒａ ，Ｊｕｌｙ 1 9 ， 1 8 9 4
，

＂

《清 国在留 帝国 臣民 7 保護米 国政府？依托 7 件》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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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 午 战争爆发后 日 本驻华使领馆撤使 与 情报人 员 的布 留

他为此表示
一

定遗憾 ，
但这封信的主 旨显然在于 阐 明美 国政府 的立场 ， 即采取不干涉的立场不

变 。 这一天 ， 离 日 本占领朝鲜王宫仅仅 3 天
， 离 日本军队在牙 山 口 外率先 向 中 国军队开炮也只

有 5 天 。

2 3 日凌晨 4 点 ，
日本军队攻人朝鲜王宫 ，

汉城陷人巨大混乱 。 情急之中 ， 日本有意为美国驻朝

使馆提供帮助 ，但美国驻朝公使西尔没有坦然接受 ，他认为此种行为不符合美国政府既定 的中立方

针 。 报告中 ，
西尔对于 日本挑发战争的侵略行径似也无好感 。

？

美国
“

中立
”

的立场未能阻止战争 。 这一
“

中立
”

立场在战争爆发后体现在 ：
美国一方面接受 日

本请求保护 日本在华使领馆及侨民 ；另一方面则主动向 中 国表示战时愿意承担相同的委托 。

由上可知 ，
日本直到率先开战 ，在与美国解释朝鲜问题时

一直虚与委蛇 。 撤使意味着认定两国

关系破裂 ，进人战争状态 。 从 日 本向美国委托保护准备撤使来看
，
日 本至少在牙 山幵战前近

一

个月

已进人最后的战备阶段 。

美国所答应的
“

保护
”

是一个笼统的承诺 。 为此 ，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由于牵涉

日 本间谍案等复杂情形 ，
与中 国政府发生摩擦 ， 因此还就

“

保护
”

的性质及权限作进一步补充 ，详参

下文所论。

二 、 北方各大使领馆的撤离

甲午开战前夕 ，除北京公使馆外 ， 日 本还在天津 、烟 台 （ 即芝罘 ） 、牛庄和上海设有领事馆 ，广

州 、汕头和琼州则 由香港领事馆兼辖 。 战争爆发后 ，
日本外务省并不计划撤离所有在华使领馆 ， 而

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的使领馆。 上海总领事馆及其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则拟以 局外 中立的名

义
，
仿照 中法战争时期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做法不撤 。 撤使工作首先在北方各大使领馆中展开 。

（

一

）驻北京公使馆的撤 离

日本虽于 6 月 2 9 日 已秘密 向美国提请撤使后代为保护 ，但 日本使领馆撤离中国最早的动议却

来 自 中 国方面 。

7 月 2 8 日
，丰岛海战后第三天 ，李鸿章连连致电总署 ，称 日本

“

先开战
”

， 日 本驻京公使及各 口

领事
“

应讽令 自去
”

。 李鸿章的这一建议 ，

一方面是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两国开战应令敌国公使 、

领事限 2 4 小时内 出境 ； 另一方面也 由 于 日 本驻天津领事馆密集的谍报活动令 中 国方面倍增反

感 。
② 2 9 日 ，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 ，

鉴于 日 本已绝好开衅 ，令出使 日本大臣汪凤藻即

撤离回 国 。
③ 当天

，
李鸿章即遵 旨转电汪凤藻 。

④ 汪凤藻致 日本政府的撤使照会 ，成为 日 本政府正

式启动撤使的直接动因 。

3 0 日
，
日本获悉中国驻 日使团 已接奉撤使命令 ，又据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的相关电报 ，

断定清

政府认为中 日之间 已开战 。
⑤ 当天

，
陆奥宗光上奏明治天皇 ，称既 已与 中国就朝鲜事件开战 ，

日本

（Ｊ）
＂

Ｓｉ
ｌｌ 

ｔｏＧｒｅｓｈａｍ
，
Ｊｕ ｌ

ｙ
2 4

，

1 8 9 4
，

＂

ｉｎ ＡＤＰＰ
＾Ｓｅｒｉｅｓ Ｉ ＩＩ

，
Ｖｏｌｕｍｅ 2

， ｐ
． 1 9 1 ．

② 《
北洋大 臣来 电一 》 （光绪二十年六 月 二十六 日 到 ）

、 《
北 洋大 臣来 电 五》 （ 光绪二十年六 月二十八 日 到 ）

， 《 清 光绪朝 中 曰

交涉 史料 》 第 1 5 卷
， 第 3 1

、
3 5 页 。

③ 《谕军机大 臣等 电寄李鸿章》 （ 光绪二十年 六 月 二 十七 曰 ）
， 《德宗景 皇帝 实录 》 第 3 4 3 卷 ， 《 清 实录 》 第 5 6 册 ， 中 华 书 局

1 9 8 7 年版 ’第 3 9 3
—

3 9 4 贾 。

④ 《 军机处发李鸿章转汪凤藻 电 》 （ 光绪二十年六 月 二十七 曰
） ， 《 清光绪朝 中 曰 交涉 史料》 第 1 5 卷 ， 第 3 2 页 。

⑤ 《外務大 臣陸奥 宗光 彐 》

） 在朝蛘特命全楼公使大 鳥圭介宛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3 0 日 ） ， 《 清国在 留 帝国 臣 民／ 保獲米国政府

？依托 乂 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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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中 国的使馆已不得不撤回 ；拟委托美国驻华公使代为保护在华 日 本臣 民 ，保存公使馆记录 ； 向临

时代理公使小村发送归 国训令 ，请明治天皇裁可 。
① 上奏很快获准 。

陆奧继而落实请美 国保护事宜。 他先致电小村令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 田夏礼沟通。
3 0 日 ， 田

夏礼应小村要求致电谭恩 ， 请谭恩通知 日本外务大臣立即将保护 日 本在华利益事宜转交美国 当

局 。
② 但这封电报外务省 8 月 1 日 才收到 。

3 1 日 ，陆奥致电驻美公使建野乡 三 ，令
“

正式
”

向美 国

国务卿提请战时保护 日 本在华利益 。
③ 同 日

，陆奥通过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 向 日本各驻华使领馆

转发撤使训令 。 训令称 ，
因 中 国已撤离驻 日公使馆 ，故驻中 国 日本使领馆也将撤回 ；使馆文件和 日

本公民请各所在地美国使领馆负责保护 ；
立即撤回驻北京公使馆 、驻天津领事 、驻烟 台领事 、驻牛庄

名誉领事所有 日方使领馆人员及邮局 ；
同时寄送相应撤使费用 。 训令并不准备撤离上海总领事馆 ，

令只要无危险之忧尽可能不撤 ，总领馆改挂美国 国旗 。
④ 就在陆奥发 出撤使训令的当天

，
清政府也

向 日本驻华使馆发出撤离照会 ， 内称 ：

所有朝鲜 一事
，
中 国 与贵 国 意见不 同 ， 犹希 冀 从长 计议 ，

无损 邦 交 。 乃贵 国 之兵 忽于本 月

二十 三 日 在 朝鲜 牙 山海 口伤我运船 ， 先启 衅端 ，致两 国修好之 约从此废弃 。 此后本署 与 贵署 大

臣更无 商办之事 ， 殊为 可惜 。
⑤

清政府要求小村一行次 日离京 。 在有限的时间 内 ， 日 本要在东京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完成正式

托付美国代为保护事宜 ，看似紧张 ，但由于事先早有准备 ，与美国的沟通基本是走程序 。

当时 ，驻华的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 自东学党起义以来 ，
与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一起

一

直参与

战争过程的策划与实施 。 7 月 初 ， 在英国 调停下 ，小村曾 奉命与总理衙门进行开战前的最后
“

商

谈
”

，
以为拖延之术 。 1 4 日

，小村又遵奉陆奥宗光之命向清政府发出
“

第二次绝交书
”

。 当时 ，小村

就时时
“

参照
”

在汉城的大鸟圭介
“

尔时的举动
”

。 当他听闻大鸟在汉城擒拿朝鲜 国王时 ， 已感觉和

平无望 。
2 7 日

，小村接到丰岛海战电报 ， 明 白 日本政府已
“

断然开战
”

。
？

如上所述 ，小村早在 7 月 中旬 已接到陆奥委托美国代为保护 的密令 。 接到清政府撤离照会之

前 ，小村已按照陆奥训令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沟通 。 接到清政府撤离照会后 ，小村第一时间

通告了 田夏礼 。
⑦

8 月 1 日 ，清政府发布宣战布告 。 当天 ，小村照会田夏礼 ，拟于当天下午携 同所有便馆人员离

开北京 ’希望 田夏礼按照两国政府既定安排 ，

“

立即
”

代为保护 日本使馆及在华利益 。
⑧ 田夏礼当 即

回复 ，
将遵从国务卿指令接受小村的要求 ；

他也将致电美国驻中 国各领事馆和在华盛顿的国务卿通

告实行代为保护事宜
；
他还将与中 国政府立即就此事进行沟通 。

？ 当天 ， 田夏礼照会总署 ，表示嗣

后居住各 口 的 日本侨民均在他本人及美国驻各 口领事保护之下 ，希望总署即咨行各省转饬各海关

地方知照 ，并希严饬各地方官保护在各 口 日本侨民 。 照会最后要求 中国政府对于在各省并满蒙地

① 《奏文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3 0 日
）

， 《在 清帝国公使 、領事 引揚帰朝 7 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2 0 0 。

②
“

Ｄｅｎｂ ｙ ｔｏ Ｄｕｎ
，Ｊｕ ｌ

ｙ
3 0

，
1 8 9 4

，

”

《 曰本外交文書》第 2 7 卷第 2 册
， 第 4 2 9— 3 0 页 。

③
“

Ｍｕｔｓｕ ｔｏ Ｔａｔ ｅｎｏ
， Ｊｕｌｙ 

3 1
，

1 8 9 4
，

”

《清国在 留帝 国 臣民 7 保護米国政府？依托 7 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④
“

Ｍｕｔｓｕ ｔｏＯｋｏｓｈｉ
， Ｊｕｌｙ

3 1
，

1 8 9 4 ，

”

《在清帝国公使 、
領事 引揚婦朝 7 件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2 0 0 。

⑤ 《総署 致小村照会》 （ 光绪二十年六 月 二十九 日 ） ， 《在清帝国公使馆撤回 始末書》 ，
Ｒｅｆ． Ｂ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⑥ 《在 清公使馆撤回始末書》 （ 按 ：
原题名如此 ） （ 明 治 2 7 年 9 月 3 曰 ）

， 《在清帝国公使馆撤回始末書 》 ，
Ｒｅ ｆ． 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⑦
“

ＤｅｎｂｙｔｏＤｕｎ ，Ｊ
ｕｌ

ｙ
3 1

，
1 8 9 4

，

”

《 曰 本外交文書》 第 2 7 卷第 2 册 ，第 4 3 0 页 。

⑧
“

ＫｏｍｕｒａｔｏＤｅｎｂ
ｙ ，Ａｕ ｇｕ ｓｔ 1

， 1 8 9 4 ，

”

《在清帝 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⑨
“

Ｄｅｎｂ
ｙ

ｔｏＫｏｍｕｒａ ，Ａｕｇｕ ｓ ｔ1
，

1 8 9 4
，

”

《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 書》 ，

Ｒｅ￡．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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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午 战 争爆发后 日 本驻 华使领馆撤使与 情报人 员 的布 留

方游历寄寓者 ’

“

亦一体保护 ，使之安稳回到各 口

”

。
？

同 日 ，小村回复总署照会 ，称
“

本 日 带领随使司员等起身回 国
”

，声明在中 国 的 日本臣民
“

均归

美国政府保护
＂

。
② 小村同时致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他即将离开北京 ，美国公使馆已负责保护

日 本在华利益 。 小村这份 8 月 1 日下午 2 点多从北京发送旳电报 ，
3 日才抵达东京 。

③

8 月 1 日
，小村携带国旗 、官印及

“

公秘书类
”

，率领公使馆二等书记官中 岛雄 、 三等书记官郑永

昌 、外交官补松方正作 、书记生高洲太助及在京 1 0 名 日本人 ，从北京出发回国 。

其时 ，
可能由于小村电报迟滞的缘故 ， 尚未得到最新情报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仍通过 日 本驻美

国使馆进
一

步向美国 国务卿确认代为保护事宜 。
4 日上午

，陆奥收到驻美使馆二等书记官电报 ，获

悉美国驻北京代理公使已奉命保护 日本驻华公使馆 ，且将进一步提供一切合适的友好的帮助 。 的

确 ，
葛礼山是于第

一时间命令 田夏礼履行代为保护的要求 的 。 2 日
，
田夏礼回复葛礼山 ，报告已确

保承担代为保护之责 。 次 日
，葛礼山将其与 田夏礼确认保护事宜的来往电报情形电告谭恩 。 6 日

下午 ， 陆奥接驻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来电 ，称美国 已落实保护之责 。④

小村
一

行 2 日 清晨在通州坐船起航 ，
3 日 上午到达天津三汊 口 。 从三汊 口到大沽

，
北洋大臣李

鸿章派遣亲兵 2 名士官 、
4 0 名士兵和 2 艘炮船前来护卫 。 途 中小村与前来迎接的美国驻天津领事

李德 （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Ｐ ．Ｒｅａｄ
）相会并商谈尚滞留天津的 日 本侨民事宜。

4 日 ，小村
一

行乘坐小汽船从天

津出发 ，到大沽后换乘英国轮船
“

通州
”

号 。 8 日抵上海 ， 与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 、驻天津领事荒

川 巳次 、驻烟台领事伊集院彦吉 ，及公使馆步兵少佐神尾光臣 、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相会 。 1 2 日乘

坐法国船
“

亚拉
”

号从上海出发 ，

1 4 日 到达长崎 ，
1 5 日经神户 ，

1 7 日 抵达东京 。
⑤

日本北京公使馆的撤离得到李鸿章派遣人员 的保护 ， 可谓一路顺风
，
但这个顺利

一

定程度上是

由驻天津领事馆的经验教训换来的 。

（
二

）
驻天津领事馆的撤离

日本向来将天津作为侦察清政府军事政治动向的重点 。 公使馆的武官长期驻在天津而不是北

京 。 天津也是 日 本侨民的一大集中地区 ， 同时又是战事最敏感区域 。 丰岛海战消息传到天津后 ，
天

津一下子人心激昂 。 其时 ， 日 本外务省致天津领事馆的撤离训令通过上海总领馆转发 ， 由于种种原

因
，
天津领事馆 8 月 2 日上午才收悉 ，所 以当 8 月 1 日 天津领事荒川 巳次接到小村一行撤离北京的

电报时 ，
尚不确定天津使领馆是否需要同时撤离 。 可以说 ，天津领事馆的撤离远没有北京公使馆那

么从容镇定 ，且引发了甲午战争时期影响重大的
“

重庆
”

号事件 。

7 月 2 6 日 下午 ，
天津传来 日 本突袭

“

高升
”

号消息 ，大街小巷种种反 日 传闻一下沸沸扬扬 。 2 6

日 以后 ， 中国电报局已不办理
一

切暗号电信 ，领事馆与外务省等的通信完全断绝 ， 中 日朝事交涉的

前景又无从打听 ，荒川甚为紧张 。 3 1 日 下午 ，租界外接近 日 本领事馆的中 国街道还 出现数十名清

兵 ，
日夜不离 ；各国人士告诉荒川

“

危险
”

正在迫近 。 其时 ，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及翻译官 ，英国驻

天津领事窦士德 （
ＨｅｎｒｙＢａｒｎｅｓＢｒｉｓｔｏｗ

） 、 工部局书记等在没有接到本国政府指令的情形下 ，主动给

予 日 本领事馆切实援助 。 李德于 3 1 日夜并与窦士德一同拜访李鸿章秘书罗丰禄 ， 提请清政府此际

① 《美 国 署公使田夏礼照会》 （光绪二十年七 月 初一 日 ） ， 《在清帝 国公使伟撤回始末書 》 ， ＲｅｔＢ0 7 0 9 0 5 3 6 3 0 0
； 中研院近代先

研究所编 ：《 清季中 曰 韩 关系 史料 》 第 6 卷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7 2 年版 ， 第 3 3 7 6 页 。

② 《 日 本署公使小村照会》 （ 明 治 2 7 年 8 月 1 曰 ） ， 《在 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ｒｆ．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③
“

Ｋｏｍｕｒａｔｏ Ｍｕｔｓｕ ，
Ａｕ

ｇ
ｕｓ ｔ

1
，
 1 8 9 4

，

”

《清 国在 留 帝 国 臣民 ／保護米国政府？依托 7 件》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④ 《在米二等書記官 彐 Ｕ 陸奥外務大 臣宛》 （ 明治 2 7 年 8 月 4 日 、
6  0 ）

，
《 清国在 留帝 国 臣民 夕保護米 国政府？依托 ／件》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⑤ 《在 清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9 月 3 曰 ） ， 《在清帝 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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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保护 日 本官民 。 清政府因担心出现意外 ，答应了李德等要求 。 李鸿章并派遣多名士官 、营兵

前来护卫领事馆 ，并答应可随时增添防卫力量。
①

只是 ，

“

高升
”

号事件点燃的民愤还是影响到了天津的 日 本侨民 。 他们络绎不绝前来领事馆询

问事态发展趋势及去留 。 荒川 由于尚未接到撤使训令 ， 只能发布安民告示 ，称形势的发展还难以预

测 ，令先各 自 安居乐业 。 尽管如此 ，从 3 1 日 开始 ，
天津的 日本侨民已 陆续开始 自发撤离 。 自 7 月

3 1 日 到 8 月 1 日
，约有 3 0 名 日本人乘上英国轮船

“

重庆
”

号决定离津 。 其时 ，荒川也在着手准备紧

急撤离 ，他并经与英国驻天津领事商量 ，决定先送妻女乘坐
“

重庆
”

号前往上海 。 当天下午 5 时多 ，

荒川妻子和 2 个女儿 ，

1 名书生 ，
2 名婢女在美 国领事等护送之下 ， 从天津乘坐汽车前往大沽搭乘

“

重庆
”

号 。
②

当天下午 4 点多 ，荒川接到小村电报 ，称当天 已从北京出发 ，
令荒川 向美国领事请求监护 曰本

领事馆和 日 本侨民 ，且令在内 地的 日本人回到通商 口岸 。 荒川接电后立即拜访美国领事商议 ，并于

当天向 日本侨民发布一个新告示 ，宣称中 日两 国之间和平已破裂 ，在华 日 本侨民从当天开始全部受

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的保护 。 荒川同时发布号外 ，
宣布领事馆当天开始闭馆 。 然而 ，荒川至此仍未

收到外务省经上海总领事馆转发 的撤使训令 。 其时 ，李德为使南下中 的 日本使馆人员安然离津 ，提

议荒川与英国汽船公司太古洋行商议 ，
让当天 即将拔锚南下 的唯

一一

艘汽船
“

重庆
”

号暂时滞留 ，

等待正在撤离途中的小村一行到达 。 考虑到天津与上海之间航船较少 ，荒川接受李德建议 ， 向大沽

引船会社办理了约定事宜 。
③

8 月 2 日上午 ，荒川终于接到了 自上海转发的撤离训令 ，决定与南下途中 的小村
一

行
一

起经上

海撤回 ，
开始着手收拾公用文件及馆内物品准备撤离 。 正在此际 ，

天津海关雇佣的港长急急忙忙来

馆报告中 国士兵 闯入
“

重庆
”

号事件 。 从后来李德致李鸿章的信函可知 ，

“

重庆
”

号事件其实只是虚

惊一场 。 清兵将
“

重庆
”

号上的 日本人带离轮船 ，
于当天就释放回船 ，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

④ 但这

一事件后来不仅与
“

高升
”

号事件相提并论 ，
且直接影响到 日本使领馆的撤离 。

负责代为保护 日本利益的美国领事李德于 2 日 当天照会李鸿章 ，声称尽管
“

重庆
”

号人员被安

全放回 ，但由此表明 日 本人撤离回 国存在很大危险 。 他尤其提到正 自北京南下天津途中的小村
一

行 ，认为出于人道和国际法都应给予保护 。
⑤ 李德的照会引起了李鸿章的高度重视 。 小村一行 3

日上午到达天津三汊 口
，从三汊 口 到大沽 ，李鸿章派遣亲兵一路保护 ，直到小村一行安然登船 ， 巳如

上所述 。

荒川 巳次也得到 了李鸿章的进
一

步照顾 。 8 月 2 日下午 ，
天津海关长和港长奉李鸿章之命 ，派

遣
一

艘海关小汽船前来接应 。 荒川本计划与小村
一

行
一

起南下 ，
且在李德的建议下 已让

“

重庆
”

号

多淹留
一个潮时。 小村

一

行可能较预期迟到 ，荒川便向
“

重庆
”

号所属汽船公司提出再淹留一个潮

时？ ，
遭到拒绝 。 洋行代理人在回信中称 ，

“

重庆
”

号最晚必须在次 日上午 6 点离开大沽港 ，
不过该

公司另
一

艘上海汽船
“

通州
”

号将于 3 日 早上抵达大沽 ，使馆人员
一行来不及可改乘

“

通州
”

号 。 太

古洋行态度的变化 ，
主要是受

“

重庆
”

号事件的影响 。
⑦ 荒川考虑到 3 日

“

通州
”

号将抵达大沽 ，未

① 《在天 津帝 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明治 2 7 年 9 月 1 2 日
） ，

Ｒ 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

② 《在天 津帝 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明治 2 7 年 9 月 Ｉ 2 曰
） ，
Ｒ 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

③ 《在 天津帝 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9 月 1 2 日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

④
“

Ｒ ｅａｄ
ｔｏＬｉ

Ｈ
ｉｍｇ 

Ｃｈａｎｇ ，
Ａｕｇｕｓｔ 2

， 1 8 9 4
，

”

《在 天津帝 国領 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

⑤
“

Ｒ ｅａｄｔｏＵＨｕｎ
ｇ 
Ｃｈａｎ

ｇ ，
Ａｕｇｕｓｔ 2

， 1 8 9 4
，

”

《在天津帝 国領 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

⑥
“

Ｒｅａｄ
ｔ
ｏＵ Ｈｕｎ

ｇ 
Ｃｈａｎｇ

，
Ａｕｇｕｓｔ 2

，
1 8 9 4 ，

”

《在天津帝 国領 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

⑦
“

Ｆｉｓｈｅｒ
ｔ
ｏ Ａ ｒａｋａｗａ

，

Ａｕ
ｇ
ｕｓｔ  2

，
 1 的 4

，

”

《在天津 帝国领事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ｅｔ Ｂ 0 7 0 9 0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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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 午战 争爆发后 日 本驻华使领馆撤使 与情 报人 员 的 布 留

再考虑小村
一

行是否抵津 ，先将公私物品分置馆内各室 ，领事馆房屋
一
一封印 ，并与美 国领事办理

了交接手续 。 在海关小汽船的接应之下 ，荒川于 2 日 晚上 9 点左右 ，携带贵重物品 ，与领事馆员 、天

津邮局人员及美国领事等
一

起离馆 ，先于小村
一

行撤离天津 。 同船的有公使馆陆军步兵少佐神尾

光臣等 1 6 人 ，
还有山 田要 、堤虎吉 （ 海军大尉泷川具和的化名 ） 、石川伍

一

、钟崎三郎 、青木乔 、佐伯

重太郎 。 其中 ，从事摄影业的佐伯未向领事馆备案外出旅行未归 。 山 田要 、堤虎吉 、石川伍一 、钟崎

三郎均是大名鼎鼎 的间谍 。 小汽船安然经过大沽炮台等数个炮台 ，

3 日 上午 6 点左右到达前一天

从塘沽移泊到洋面的
“

重庆
”

号 ，与前来乘坐的其他 日 本人员相会 。 同船 日 本人除 1 6 名天桥丸乘

组人员外 ，共 4 8 人。 曾与荒川一起乘坐海关小汽船离津的山 田要 、堤虎吉 、石川伍一 、钟崎三郎 、青

木乔等均不在名单之中 。
？ 从后来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 的撤离报告 中可知 ，这些人其实折回天津

潜伏了下来 。

荒川提到 的 4 8 人还不是天津 日 本侨民总人数 。
4 日小村

一

行行经天津时 ，李德曾特意建议小

村把剩下 的 日本人全部带离天津 。 李德主要担心
“

高升
”

号的幸存者回到天津后将引 发底层人民

的暴动 ， 他认为像这种极端的行为远不是中国政府所能控制 的 。 他甚至将这种可能的暴动与 1 8 7 0

年的
“

天津教案
”

相提并论 。
②

顺便应该说明的是 ，天津领事馆撤离过程中发生 的
“

重庆
”

号事件中 ，
虽然荒ｊ

1

1夫人在船上 ，但

享有外交保护特权的荒川本人并不在场 ，不存在外交保护问题 。 其实 ，清兵进人
“

重庆
”

号并非为

了伤害 日本侨民 ，而是为了搜查荒川夫人一行随身携带的文件 。
③ 的确 ，这次清政府搜查到了化名

为堤虎吉的海军大尉泷川具和致使馆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的密函④ ，进而破获 了
一

起重大的

间谍案 。 中 国方面还将
“

重庆
”

号事件与
“

高升
”

号事件联系在一起 ， 提出按照国际法 ，

“

总须 日 本将

高升伤毙人命遗失财务恤偿之后 ， 中 国方能将重庆失物一案按照实价赔补 。

”

⑤最后 ，

“

重庆
”

号事

件 由大沽炮 台以二十一响礼炮道歉而结束 。

（
三

）
驻烟 台 和牛庄领事馆的撤 离

相比较京津地区 ，
日本驻烟台和牛庄领事馆所在地可谓人烟稀少 ，撤离问题看似较为简单 。 不

过应该注意的是 ，
这两个地方尤其烟台最靠近北洋舰队基地 ’烟台 和牛庄领事馆的撤离也并非毫无

惊险 。 可以称为 日本近代史上最闻名的间谍之
一

宗方小太郎 ，就是在领事馆撤离过程中 被巧妙而

成功地安排潜伏下来 的 。

丰岛海战爆发后 ，烟台海关道直接将部下
一

队海防卫兵布置在外国租界附近 ，安排四五名士兵

昼夜巡逻 ， 当地 中国人对 日本领事馆并没有过激举动 ，
日 本领事可以照 旧处理馆务。 8 月 1 日 深

夜 ，驻烟台领事伊集院彦吉收到驻上海总领馆转发的外务省撤离训令 。 次 日
，领事馆下旗闭馆 ，并

通知烟台海关道及在烟台各国领事 。
？

当天 ， 烟台道台通知伊集院 ，据北洋大 臣致总理衙门电报 ，谕令 日本各领事馆出境 。
？ 对于道

台转达的这份通告 ’伊集院还颇有微词 ，认为
“

文句有不妥之处
”

，但 中 日 既已断交
，他无从争辩 ，但

① 《在天津帝 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9 月 1 2  0 ） ，
Ｂ 0 7 0 9 0 5 3 6 4 0 0 ｏ

②
“

Ｒｅａ ｄｔｏ Ｋｏｍｕｒａ
，
Ａｕｇｕ ｓｔ 4

， 1 8 9 4
，

”

《在清帝 国公使館撤回始 末書》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③ 《 重慶号暴行始末 書》 （ 明治 2 7 年 9 月 2 0 日 ）
， 《

日 本外交文 書》 第 2 7 卷第 2 册 ， 第 4 3 8Ｋ ） 页
。

④ 《 宗方 小 太郎 曰 记 》
（

1 8 9 4 年 8 月 4 曰
、
6 曰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第 6 册
，
中华书局 1 9 9 3 年版 ， 第 1 1 3

—

1 1 4 页 。

⑤ 《津海关道盛 宣怀致 美 国李领 事函 稿 》 （光绪二十年七 月 十四 曰 ） ， 《清季 中 曰 韩关 系 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4 9 1 页 。

⑥ 《在芝罘 帝 国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7 日
）

，
《在芝罘 帝 国領 事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⑦ 《道 台 彐 Ｕ 伊集 院領事宛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2 曰
） ， 《在芝罘帝 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 ｆ．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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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予答复 ，转而着手撤使准备 。
？

伊集院撤离准备的首要之事 ，是根据外务省指令就侨民和领事馆管理问题与当地美国代理领

事商议 ，
但当时美 国领事因商务不巧出差 。 该美国代理领事本是英国人 ，

伊集院于是通过该领事家

族与驻烟台英国领事商谈 ，最后 ，英国领事馆警部接受了美国代理领事的委托 ，
暂时代为护馆护侨 。

其次是领事馆房屋继续租赁问题 。 伊集院与其中
一

位房主的代理人完成 了继续租赁事宜 。 其他房

主虽未联系上 ，但伊集院据此认为房主应该没有异议 。
？ 而更为主要的是对在烟 台 日本人的撤离

安排 。

当时留居烟台的 日本人大致有三种类型 ，

一

是领事馆人员 ，
二是

一

般侨民 ，
还有

一

种非常特别

的就是领事馆指挥下的间谍人员 。 领事馆人员不多 ，除伊集院 ， 尚有使馆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 。

领事馆看守和邮局小使均雇佣 中国人 ，
不涉及撤离 问题 ，但正是这些中 国人 ， 稍后为伊集院布置间

谍人员提供了掩护 。 日本侨民很少 ，有一对姓高桥的夫妻及
一

起居住的 2 名男女 ，计 4 人 ； 另有 3

名受雇于西方人的 日本妇女 。
③ 这位高桥与使领馆的关系非同一般 。 间谍人员如天津的青木熊三

自
［
5 、钟崎三郎等来烟台就住高桥处 ，

还曾与宗方小太郎在高桥寓所
“

会餐
”

。
④ 高桥一行 4 人后随同

伊集院
一

起撤离 ，
3 名受雇于西方人的 日本妇女则各随其雇主住在西 山头 、崆峒岛和胡矶岛 。 伊集

院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雇主 ，

一旦有危险 ，
可托付回烟 台的美国领事保护 。 最引人注 目的是对赫赫

有名 的大间谋宗方小太郎的安排 。 当时 ，宗方正奉海军省密令在井上敏夫指挥下潜伏在领事馆内 ，

以侦察烟台附近的 中 国军事 。 领事馆撤离后 ，宗方必须仍 留烟台 ，但烟台地方狭小 ，潜伏市中终究

困难 。 伊集院经与井上敏夫协商 ，作了
一

个非常
“

巧妙
”

的安排 ：宗方伪装成看守领事馆的 中 国人

留在馆内 。 伊集院并将此意预先
“

公然
”

通知中方道台及美国领事 ，称领事馆撤离后 ，
3 名
一

直以来

作为领事馆看守人的中 国人及
一

名邮电局小使中国人共 4 人将 留在馆 内 。
⑤ 这 4 名

“

中 国人
”

中 ，

有
一■

人就是宗方小太郎 。

8 月 4 日 上午 ，
天津领事荒川

一

行乘坐的
“

重庆
”

号进入烟台港 。 当天 ，美国代理领事也从上海

回烟台 。 下午 5 时 ，美国代理领事前来与伊集院碰面 ，将领事馆各屋加上封印 ，
置于其保护之下 。

伊集院
一

行 ，包括井上敏夫及 4 名侨民同船离开烟台 ， 与小村一行在上海会合后
一

同回 国 。
⑥ 留在

烟台的 日本人只剩宗方小太郎
一

人。
8 月 6 日 上午 ，小村

一行乘坐
“

通州
”

号南下时途经烟台 ，宗方

将两封有关
“

北洋之动静
”

的报告托付书记官中岛雄带到上海 。 当天晚上 ，清政府招商局及道台衙

门官吏来
“

似有所探査
”

，但也没有发现宗方的踪迹 。
⑦

当时 ，
日 本驻牛庄的领事是英国人班迪诺 （ Ｊ

．Ｊ ．Ｆｒｅｄｅ ｒｉｃｋ Ｂａｎｄｉｎｅｌ ） 。 班迪诺 自 1 8 7 6 年开始一

直是美国驻牛庄代理领事 。 也就是说 ，班迪诺其实在代理 日本名誉领事的同时 ，仍是美 国驻牛庄的

代理领事 。 由于这种双重身份 ，牛庄领事馆的撤离较其他各领事馆简单 ， 至少省略了移请美国领事

馆代为保护的交接手续 。

牛庄领事馆的 日本馆员其实只有书记生天野恭太郎
一人 。 ＩＳ迪诺奉陆奥宗光指令所要进行的

① 《在 芝罘帝 国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7 日
） ， 《在芝罘 帝 国領 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② 《在芝罘 帝 国领事馆引揚始末書》 （ 明治 2 7 年 8 月 2 7 曰
）

， 《在 芝罘 帝 国领事馆撤回始末書》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③ 《在芝罘帝 国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7 曰
） ，

《在 芝罘 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Ｒｅ￡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④ 《 宗 方小 太郎 曰记 》 （ 1 8 9 4 年 7 月 7 曰 ）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日战 争》 第 6 册

， 第 1 0 9 页 。

⑤ 《 在芝罘帝国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7 日
） ， 《在芝罘 帝 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 ｆ．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⑥ 《在芝罘帝 国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7 日
）

，
《在芝罘 帝 国領事館撤回 始末書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5 0 0
。 按 ：

据

当 时也在领事馆的宗 方小 太郎记栽 ，领事馆撤 离人 员 中 至少还有书记 生横 田三 郎 （ 《 宗 方小 太郎 日 记》 （
1 8 9 4 年 7 月 5 日 、

8 月 4

曰 ）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第 6 册 ， 第 1 0 9

． 1 1 3 页 ） 。

⑦ 《 宗方小 太郎 曰 记 》 （ 1 8 9 4 年 8 月 4 曰 、
6 曰 ）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 第 6 册

， 第 1 1 3
—

1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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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午战 争爆发后 曰 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 情报人 员 的布 留

撤离工作 ，首先是如何让天野按时 、安全地回国 。
？

班迪诺的撤离准备主要从 7 月 2 9 日开始 。 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 ，他于 当天致信当地中国道

台 ，询问是否同意天野乘坐即将开往 日本的
“

飞龙
”

号轮船 ，道 台次 日 回复表示同意 。
？

8 月 1 日 中 国宣战 当天 ，班迪诺收到田夏礼来电 ，令 自 当 日 起将 日 本在华利益置于美国保护之

下。 同天晚上 ，他又收到小村来电 ，称他将于当天离开北京 ，令将 日本国 民转 由美国领事保护 ，并令

在内地的 日本人 回到通商 口岸 ；如果没有别的指令 ，书记生天野恭太郎需离开牛庄 。 班迪诺 8 月 2

日上午近 8 点时收到由上海转发 、陆奥签署的撤离 电令 ，令将文件和 日 本国 民托付美国领事保护 ，

让天野立即 回国 。
③

天野回 国较为简单 。 班迪诺事先已与牛庄的道台顺利沟通 ，接陆奥电令后 ，班迪诺安排天野乘

坐一早出发开往神户 的汽船
“

飞龙
”

号直接回 国 。
④ 包括小村一行在 内其他 日 本使领人员均汇集到

上海后
一

起回国 ，唯有牛庄的天野从当地直接回 日本 。

当时在牛庄的 日 本侨民人数不多 。 除
一名三井物产会社员工外 ，其余均为妇女 。 其中有 3 名

是海关领航员等西方人的小妾 ，另有 1 2 名卖春女 。 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牛庄后 ，
人心不稳 ，各种传

闻纷至沓来 。 为加强警备 ，原居住在外国租界外的三井物产会社社员直接转移到了租界内 。 三名

洋妾经与雇主交涉后回 国 。
⑤ 让班迪诺费周折的还是 1 2 名卖春女的撤离问题 ，班迪诺的撤离报告

约用 1 ／ 4 的篇幅来汇报他为此而进行的交涉 。 这些妇女最后经与雇主协商总算解雇 ，在宣战前后

全部从牛庄 出发回 国 。 6 日
，据班迪诺报告 ，除

一

位名 叫 Ｓｈｉｎａｄａ 的之外 ，牛庄已无一个 日本人 。 这

与稍后田夏礼给的报告
一

致 。 留下 的这
一

人 ，
可能是搬迁到外国租界 内的三井物产会社的员工 。

据班迪诺称 ，这位员工如战时继续留在牛庄 ，将会搬到他的宅邸居住 。
？

三 、 上海总领事馆及长江以南地区 日本侨民的撤离

根据 日本外务省训令 ，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及驻天津 、烟 台 、牛庄领事和名誉领事经上海

撤离回国 ，不包括上海总领事馆 。 外务省要求上海总领馆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尽量不撤 ，改挂美国

国旗 。 上海使领馆最终撤离 ，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
“

被迫
”

的 。
？ 上海总领馆拟不撤的安排 ，并非

日本政府
一

时动议 。 早在 日本秘密托付美 国护侨之初 ，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就已 向陆奥宗光商

议不撤细节 。 大越向陆奥提议 ，当年中法战争之际 ，法 国公使托付俄国公使保护在华法国人 ， 上海

法国领事馆接到开战 电报后 ， 即改挂俄国国旗而未撤 。 中 日
一旦开战 ，

上海总领馆也拟仿照法国领

事馆先例实行 。
⑧

8 月 1 日 下午 ，大越成德接到外务省宣战训令 。 大越此前曾接外务省训令 ，令开战后在留 日 本

① 《参考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

②
“

Ｂ ａｎｄｉｎｅｌ
ｔ
ｏ Ｈａ

ｙ ａ
ｓｈ ｉ

，Ａｕｇｕ ｓｔ 2 7
，

1 8 9 4
，


”

《在清帝国公使 、領 事引揚 帰朝 乂件》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2 0 0 。

③
“

Ｂａｎｄｉｎｅｌ 
ｔ
ｏ Ｈａ

ｙ
ａｓｈ ｉ

，
Ａｕｇｕｓｔ 2 7

，

1 8 9 4
，

”

《在 清帝国 公使 、領 事引揚帰朝 ／ 件》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2 0 0 。

④
“

Ｂａｎｄ ｉｎｅｌｔｏＨａ
ｙ
ａｓｈ ｉ

，Ａｕ
ｇ
ｕｓｔ 2 7

，Ｉ 8 9 4
，

”

《 在 清 帝 国 公 使 、 領 事 引 揚 帰 朝 ／ 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2 0 0
； 《 参 考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ｏ
’

⑤ 《参考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

⑥
“

Ｂａｎｄｉｎｅｌ
ｔｏＨａ ｙａｓｈ ｉ

，Ａｕｇｕｓｔ 2 7
，Ｉ 8 9 4

，

”

《 在 清 帝 国 公 使 、 領 事 引 揚 帰 朝 ／ 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2 0 0

； 《 参 考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

⑦ 《参考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

⑧ 《在上海短－ 領事大越成德 彐 Ｉ

Ｊ 外務大 臣 陸 奥宗光 宛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6 日 ）
， 《清国在 留帝 国 臣 民ｙ 保護米 国政府？依托

7 件 》 ，
Ｒｅ ｆ．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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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部托付美国保护 。 为此 ，接宣战电报后 ，大越首先向美 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 （
Ｔ．Ｒ． Ｊｅｒｎ ｉ

ｇａｎ ）

通报此意 ，协商保护侨民及其他善后事宜 。 2 日 早上 ，佑尼干收到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的有关保护

在留 日本人的电报后 ，
将此意直接照会上海道台 ，并转 电南部及长江沿岸各 口美国领事 。 同 日 ，大

越 向侨民宣布保护事宜已移交美 国总领事馆 。
？

大越成德接外务省宣战电报的 同时 ， 另接陆奥训令 ，
命将陆奥的撤离训令转电北京公使馆及北

方各领事馆 。 丰岛海战后中 国电报局不再办理所有暗号电信 ，大越也只能通过中 国电报局转发 ，入

夜才转发成功 。 外务省撤离训令不包括上海总领馆所辖地区 ，大越打算按照与外务省原先商定的

方案改挂美国 国旗 。 但美 国驻北京公使馆致其上海总领事的电文并未提及变换 国旗事 ，所以美国

总领事声称 ， 日本总领馆并无悬挂美国 国旗的权利 。
②

其时 ，
上海道台根据总署 旨意要求 日 本总领馆尽快全部撤离 。 大越考虑到上海其实还不能算

是完全的局外中立地 ，
不得巳他通过佑尼干回复上海道台 ，希望等待临时代理公使小村

一

行抵达上

海后一同回 国获准 ，大越并将这
一情节向外务省请训 。

5 日 ，大越接外务省 回训 ，令与小村一行一

同 回国 。 7 日 、 8 日
， 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 、天津领事荒川 巳次和烟台领事伊集院彦吉等先后到

达上海 。 大越向侨民等留下告辞书 ，
于 1 1 日 随同

一

起乘坐便船回 国 。
③ 大越及总领馆人员虽然撤

离 ，但上海所辖地区在留 日本人远较其他地区复杂 。

上海总领事馆辖区不仅包括 《 中 日 修好条规》所指定的通商 口岸上海 、汉 口
、福州 、九江、镇江 、

宁波 、厦门等地 ，
还包括非通商 口岸的芜湖 ，那里也有 日本人 ， 加在

一

起总人数 1 0 0 0 多人 。 其中上

海最多 ，达 1 0 0 0 左右 ；
汉 口 、福州各有 2 0 名 ；九江 、镇江 、宁波等有

一二家杂货店 ；厦 门住着
一些 日

本船夫 ，人名和人数不详 ；
芜湖有一家 日本人开办的杂货店 。 起初 ，大越并不打算公然通知侨民 回

国 ，
以免引起恐慌 。 鉴于地区分散 ， 自卫不便 ，

不少通商港 口 尚未设立规范的租界制度 ，外国领事也

多不在其地居住 ，为此大越计划采取将分散的侨民集中到二三地方的方针 。 具体而言 ， 以上海 、福

州 、汉 口 为根据地 ，
如遇危险 ， 日本人就近撤离退到此三处。 为稳定人心 ，大越并没有以公告形式通

告这
一方针 ，而是通过上海侨民中与他们有关系者

“

私下
”

相告 。 随着中 国各地人心激昂 ，
备战气

氛 日 益浓厚 ，大越实际上已开始分别布置各大城市附近的 日本人展开撤离工作 。
④

大越 以个人名义下令在镇江及其他地方的 日 本人向上海或汉口 撤离 。 对于留居福州和汉 口两

地的 日本人 ，
大越只通告他们举动要更加谨慎 。 大越认为 ，

日本人在这两个城市安全应该能够得到

保障 ， 因为那里的 日 本侨民 当时主要经商 ，他认为 中 日开战与两国商人无关 ， 中 日商人之间应该不

会相互加害 。 8 月 1 日 ，大越接到开战布告 ，他进而电告福州和汉 口 的 日本侨民可 以接受美国领事

的保护 。 他相信 ，福 州 和汉 口 居 留 的外 国人很多 ， 留在那里 的 日 本人应该会得到 十分周 到 的

保护 。
⑤

但情形并没有大越想象的那么乐观 。 丰 岛海战 日本不宣而战 ，在李鸿章的建议之下 ，清政府决

定停止在华 日本人
一

切通商 。 大越也看到此前各地 中 日 商业已完全中止 ，不少 日本人不断撤到上

海 ，在福州的 日本人则有直接回国的 。 这样 ，在大越撤离前夕 ，上海总领事馆所辖地 内 ，上海 以外 ，

除汉 口等地嫁给外国人的 日 本妇女未撤外 ，其余留下未撤的 ，
汉口 四五人 ，福州十名 。 此外还有

一

些分散人员 ，但人数
“

极少
”

。 大越估计 ，这些人今后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危害 。 其余有前往内地经

① 《上海總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Ｈ
） ， 《在上海帝 国總領 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 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② 《上海総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日
）

，
《在上海帝 国総领 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③ 《上 海總 ？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曰
） ， 《在上海帝 国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④ 《上 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曰 ）
， 《在上海帝 国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⑤ 《上 海総領事館 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曰
） ， 《在上海帝 国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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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 午战 争爆发后 日 本驻 华使领馆撤使与 情报人 员 的布 留

商的 ，大约认为他们均会回国 。 大越听说尚有二三名在内地旅游的 日本人 ，
对于他们的居住地领事

馆不了解 ，但因为这些人已与 中国人很难区别 ，大越估计应该不会有特别危险 。 此外 ， 日 本人在芜

湖开设的杂货店田 中号中 尚有二三名 日本人 ，
开战后 ，该杂货店遭到当地中 国人破坏 ，于 8 月 1 日

撤到上海 。
①

上海的情况比较特别 。 开战前夕上海约有 1 0 0 0 人
，但 回国 的却不足 3 0 0 人

， 主要是妇女及

无业的
“

下等人
”

。 当时中 国各地受
“

高升
”

号事件影响颇有反 日举措
，
大越认为这些人不如回 国

为好 。 这些人员的 回 国 ，大越因担心 由他本人出 面会引起恐慌 ， 而通过上海 日本人协会办理 。
8

月 2 日 ，该协会依照大越旨意将 日本侨民安排得非常有组织 ，并借船费给那些无旅费者 。 除上述

回 国人员 ，数以百计的 日 本人开战后仍留在上海 。 这其中包括相 当一批间谍人员 。 大量 日 本人

包括间谍人员之所以敢于
“

大胆
”

滞留上海 ，
重要原因是在这里可 以得到列 强堂而皇之的庇护 。

大越成德撤离前 ，不仅争取到美国总领事强有力的 帮助 ，上海会审衙门及各国势力也均愿意为 日

本人提供诸多保护 。 当时在上海港停靠 的外国军舰只有一艘法国 军舰 ， 法国总领事声 明必要情

况下将随时提供保护 。 在上海的 日本人社会也相 当有组织 。 大越用心整合了一个叫上海 日 本人

协会的组织 ，正金银行 、三井物产会社和邮船会社上海分店负责人等均是会员 。 总领馆撤离前

夕 ，该协会曾协助大越成德做了不少工作 。 正金银行 、三井物产会社和邮船会社上海分店负责人

等还被大越推选为顾问 ，拟在要紧关头协同美 国总领事保护在华 日 本人 。
② 这里的

“

日 本人
”

，
当

然包括那些间谋人员 。

南方的广州 、汕头和琼州并非上海总领事馆管辖地 ， 由香港领事馆兼辖 。 外务省训令中要撤离

的不包括香港领事馆 ，
广东地区不在考虑撤离范围 。 但战争爆发后 ，广东地区的所有 日本人几乎与

北方各地的 日本人同时撤离中国境内 。 其原因 ，既不是奉外务省指令 ，也不是驻香港领事 中川恒次

良昧雨绸缪 ，而是由 于中国 民众的愤怒情绪影响了代为负责保护 日本侨民的驻广东美国领事 。

7 月 2 4 日
，在广东的各国领事包括美国领事风闻中 日 开战后 ，

一下子想起了 1 8 8 4 年 中法战争

时广东民众的反应 。 他们致信在香港的 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 ，告知中 国人
一旦获悉中 日开战 ，

应该

会瞬间群情激昂 ，对 日本人做出
“

危 险举动
”

。 1 8 8 4 年中法开战时 ，在广东的法国人
＂

仓皇失措
”

，

好不容易才得以撤离 。 美国领事等指 出 ，如果引 发上述这类反 日 风潮 ，
也将会妨碍在留其他外国人

的安宁与利益 。 在广州 的 2 0 多名 日本人多数是妇女 ，美国领事提醒中川应切劝这些人尽快安静地

撤离 。
③

鉴于情势急迫 ，

2 9 日 中川恒次郎派遣书记生 白须直前往广东调查 。 调查表明 ， 当地民风颇为
“

险恶
”

，

一旦爆发 ，
按照从前的事例来看 ，

不仅外国领事很难给予周到的保护 ，
恐怕还会牵连其他

外国人。 事实上
，在留的 2 6 名 日本人中 ，多数是卖春女 。 中川考虑到让美国领事承担这些人的保

护责任可能会有不便 ，就劝导这些人快速撤离广东 。
④

四 、 情报人员 的布留及其活动

驻华 日本使领馆对于 日 本
“

洞悉
”

中国军情起着重要作用 。 丰岛海战后 ，有位德国人曾致函李

① 《上海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日 ）

，
《在上海帝国德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② 《上海餘钱事館引揚始末書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2 3 曰 ） ， 《 在上 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6 6 0 0 。

③ 《参考》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

④ 《参考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5 3 7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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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 ，提醒应让 日 本使领馆尽快撤离 ， 因为
“

中使在倭未能探听倭国军情 ，
而倭人在 中竟能洞悉中

国军事
”

。
？ 为此 ，按李鸿章提议 ，清政府要求 日本使领馆尽快撤离 中国 ，尤其京津地区 。 清政府且

“

暂停 日本通商
”

②
，所 以

一般 日 本人也大都离开中 国 。

作为代理保护国美国的驻华代理公使 田夏礼 ， 为了避免
“

重大麻烦
”

，
也希望 日 本人尽量撤离

中 国
，
尤其靠近中 国军事重地的天津等地 。 8 月 1 1 日

，小村一行从上海启程回 国当天 ，
田夏礼即致

函驻 日公使谭恩 ，
通报各地 日 本人撤离情形 。 报告称 ，

天津差不多是中 国军事大本营所在地 ’ 民众

又因
“

高升
”

号事件情绪激昂 ，
经商议 ，

使领馆撤离后 ，在天津的所有 日本人都已离开天津 。 烟台恰

当中 国海军指挥部所在地 ，
已无 日 本人 。 牛庄除一名 日本人外其余均 已离去 ，这名在留人员身份姓

名未明说 。 报告没有提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地区 ，只谈到上海和芜湖发生了轻微的反 日示威游

行 。
③ 日 本使领馆撤离后 ， 总理衙门 曾特意派人向 田夏礼确认有无 日 本人

“

潜留京城
”

。 田夏礼面

称
“

并无倭人踪迹
”

。
④ 盛宣怀也向李德面询留津 日 本人员情况 ，李德答称

“

天津人心浮动 ，诚恐事

出意外
”

，所有在天津的 日本人
“

均已随同小村回国
”

。
⑤

田夏礼等所述 ，其实只指 日 本使领馆人员及一般民众 。 在给谭恩的报告中 ，
田夏礼专门提到在

中国的 日本间谍问题。 总理衙门 向他严正声明 ，
中 国内地遍布伪装的 日本间谍 ，

一旦被抓捕即处以

极刑 。 对此 ，
田夏礼回称 ，他不赞成任何非法的

“

暴行
”

，
强烈要求间谍一旦被抓捕 ，应得到

“

公正的

审判
”

；
若有罪 ，应送到就近港 口遣送回 日本 。

？ 可见
，至少 田夏礼本人对于滞留 的 日本间谍态度颇

为暧昧 ，而其所述 日本撤离人员 中 ，其实不包括那些伪装潜伏下来的间谋人员 。

的确 ， 日 本使领馆撤离过程中 ，有意在中 国的军政要地布留下
一

批间谋人员 。 这些人员主要分

布在京津 、烟 台和上海等地 。

在北京 ，小村
一

行刚刚离京 ，就出现了一位
“

学生
”

身份的名 叫川畑丈之助的 日 本人 ， 据称在美

国教堂创设的学中西文艺学房学习 。 两个月 前放暑假外出
“

游历
”

， 于 8 月 3 0 日 又回学房 ，声称
“

尚不知 中 日业已失和
”

，

“

仍欲人学
”

。 而美国教堂教士鉴于形势特别 ，
不愿 留这位 日 本学生 ，禀告

田夏礼 。 田夏礼于是致函总署 ，希望发给川畑
“

路照
”

，

“

遣其回 国
”

。
⑦ 这位

“

日本学生
”

其实是
一

名 日本间谍。 中方档案作
“

川烟丈之助
”

系笔误 ，
真实名字为

“

川畑丈之助
”

。 日 本防卫厅档案中 留

有
一

份战时大本营电报 ，提到川畑等 7 名翻译官奉命前往旅顺出差事宜 。
⑧

对于川畑的行踪 ，总署曾表示怀疑 ，
要田夏礼调查。 田夏礼据教士提供的信息回称 ，这位学生

系于当年 4 月 初来京人学 ，放暑假时出京游历 ，

“

经过怀来县及宣化府 ，至张家 口 遇雨守候 ’雨霁过

新河站哈拉城至察哈尔 ，又至苏门哈达 ， 由 旧路旋京
”

，仍希望在学房附学 ，但教士因恐生事而不愿

收留
；
又称该 日本人系

“

极好学生
”

，
且

“

甚朴实
”

。
？ 其实 ，

田夏礼这封关于川畑行程的报告完全是

虚假的 。 据宗方小太郎记载 ，

8 月 1 日 宗方在烟台领事馆遇见川畑 。 川畑并非美国教堂的普通学

生
，
而是辞职的陆军少尉 ，

当时刚
“

经满洲至此地
”

，在烟台稍作停留后
“

将去北京
”

。 此次的
“

去北

① 陈旭麓等编 ： 《 甲午 中 Ｂ 战争 》 下 ，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1 0 2 页 。

② 《 北洋大臣 来电
一

》 （光 绪二十年六 月 二十六 Ｈ
）

， 《清光绪朝 中 日 交涉史料》 第 1 5 卷 ， 第 3 1 页 。

③
“

Ｄｅｎｂ
ｙ 

ｔｏＤｕｎ ，
Ａｕ

ｇ
ｕｓ

ｔ
 1 1

，
 1 8 9 4

，

”

《 清国在 留 帝 国 臣 民 7 保護米国政府？依托 ／件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ｏ

④ 《 总署致 美 国署公使田 夏礼函》 （光绪二十年八月 初三 日
） ， 《清季中 Ｅ［ 韩 关 系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5 3 9 页 。

⑤ 《 津海 关道代复美 国李领事函》 （
光绪二十年八月 初 五 日

）
， 《清季中 曰 韩关 系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5 4 7 页 。

⑥
“

Ｄｅｎｂｙｔｏ Ｄ ｕｎ
，

Ａｕｇｕｓｔ
 1 1

，
 1 8 9 4

，

”

《 清国在 留 帝 国 臣民 ／ 保護米国政府？依托 7 件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7 0 0 。

⑦ 《美 国 署公使田 夏礼 函 》 （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 曰 ） ， 《 清季中 日 韩关系 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5 3 5 页 。

⑧ 《大本营副官部 発宇品運输通信部 宛》 （ 明治 2 8 年 5 月 1 6 曰
）

，
曰 本防衛省 防術研究所藏 ，

Ｒｅｆ． Ｃ 0 6 0 6 0 9 1 4 6 0 0
（ 以 下

“

Ｃ
”

开头者均为 Ｂ 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
不一一说明 ） 。

⑨ 《 美国 署公使田 夏礼 函 》 （
光緒二十年八月 初 六 曰

）
，
《清季 中 曰 韩关 系 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5 5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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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午 战 争爆发后 曰 本驻 华使颌馆撤使 与 情报人 员 的布 留

京
”

，正是上述 田夏礼对总署所称的 回学房
“

附学
”

。 宗方遇见川畑当天半夜 ，领事馆接到外务省来

电 ，称
“

上月三十
一

日 已向各国公布对华宣战
”

。
？ 川畑 当然也不会

“

不知 中 日 业已失和
”

。 总之 ，

不是田夏礼和传教士有意蒙骗总署 ，就是他们受到蒙骗 ，转而蒙骗总署 。 总署最终接受田夏礼的调

查 ， 让川畑顺利回国 。

天津地区情况类似 。 李德称在天津的 日 本人已全部回 国 ，但天津撤使后至少有 4 人是使领馆

特意布留的 。 当小村一行抵达天津三汊 口 时 ，李德鉴于中 国人对 日 本人颇抱
“

敌忾心
”

，
专 门致信

小村建议带上尚 留居天津的 日本人 。
？ 为此 ，小村提出将陆军省人员山 田要和海军省人员堤虎吉

继续留在天津 ， 以
“

保护
”

租界的安全 。 也就是说 ，
经美国领事 同意 ， 日本以保护租界为由 留下 了两

名军方人员 。 两人另带来两位间谍人员 ，
石川伍

一和被小村称为
“

钟崎某
”

的钟崎三郎 ， 当时两人

已辫发清服。 山 田要和堤虎吉为侦探陆海军军务方便起见提出继续滞留石川和钟崎 ，获小村答应 。

对于这两位实际上的间谍人员 ，李德虽劝告此两人不可进人外国租界 ，但未表异议 。
③ 而据荒川领

事的撤离报告 ，
当时潜伏天津的间谋人员 ，除上述 4 人

’至少还有青木乔 。

使领馆撤离前夕 ， 以使馆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为首 ， 以石川伍一 、堤虎吉 、钟崎三郎等人为核

心的天津地区的情报活动非常引人注 目 。 石川曾奉井上之命前往小站侦察清军派往朝鲜情形 ，报

告极其详实 。
④ 据传 ，

“

高升
”

号事件就与石川伍一等的情报密切相关 。 如上所述 ，清兵在搜查荒川

夫人随身行李时 ，搜查到了堤虎吉致井上敏夫的军事密函 。 堤虎吉等深感形势颇危 ，
石川伍

一和钟

崎三郎并于 8 月 6 日小村一行刚刚抵达烟台时 ， 曾试图
“

逃出天津 ，潜人 内地
”

。
⑤ 最后

，
石川于当

月 2 1 日 被中 国官府捕获 ，
9 月 2 0 日 在天津被枪杀 。

？ 而天津的其余间谍人员则安然 回到 日 本 ，继

续参加战争 。 堤虎吉于 8 月 1 7 日石川伍
一被捕前夕 回 到 日本？

，
钟崎三郎则于 9 月 1 9 日 抵达

广岛 。
⑧

烟台虽只滞留宗方小太郎
一

位 日本人 ， 但宗方承担起了侦探北洋海军大本营威海卫的重任 。

宗方于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接奉海军军令部密令 ，从汉 口赴烟台 ， 与在烟台 的使馆武官井上敏夫会

面 ， 以烟台为根据地 ，侦察北洋舰队大本营威海卫 、旅顺 口 的军情 。 宗方于 7 月 5 日抵达烟台 ， 当时
“

日 中两国之危机愈益迫近 ，决裂在于旦夕
”

。 宗方抵达烟台后立 即开始了对以威海卫北洋舰队为

中心的情报侦察活动 。 他或亲 自或派人多次前往威海军港 ，

“

冒万险
”

查点军港内军舰的数量及种

类 ，
以及从烟台进人威海卫的要地 ，

其地理位置及与威海卫的距离 、住户情况等 。
？ 使领馆撤离后 ，

宗方组织了好几个中国人部下 ’


“

使用清人作探子
”

，
不仅继续探査威海卫港 口 内北洋舰队情况 ，活

动范围且扩至旅顺 、天津 ，成功送出多份报告 。 宗方后 因送出 的两份密函落于清政府之手 ，行踪暴

露 ，
于 8 月 2 9 日 奉命离开烟台 回到上海 。

⑩

① 《 宗方小 太郎 曰记 》 （
1 8 9 4 年 8 月 1 曰

）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第 6 册 ， 第 1 1 3 页 。

②
“

Ｒｅａｄｔ ｏＫｏｍｕｒａ
， 
Ａｕ

ｇ
ｕｓｔ 4 ， 1 8 9 4 ，

”

《在 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Ｒ ｅｆ．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③ 《在清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明 治 2 7 年 9 月 3 曰 ）
， 《在清帝 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 》 ， Ｒｒｆ． Ｂ 0 7 0 9 0 5 3 6 3 0 0 。

④ 《清 国兵 ＣＯ朝鮮 国
（

二派遣始末 （
2

） 》 （按
：
原件 未标时 间 ）

，

Ｒｅｆ．Ｃ 0 8 0 4 0 5 6 0 2 0 0
。

⑤ 《 宗方 小太郎 曰 记 》 （
1 8 9 4 年 8 月 6 曰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第 6 册 ， 第 1 1 3

－

1 1 4 页 。

⑥ 《 荒川 已次領 事 彐 Ｕ 文 部 大 臣 西 園 寺 公望 宛 》 （ 明 治 2 8 年 1 2 月 3 日 ） ， 《 石 川 伍
一

死体 取 引
（

二 閣 報告 》 ，

Ｒｅｆ ．Ｃ 0 8 0 4 0 7 6 0 9 0 0
ｏ

⑦ 《 海軍 大尉湫川具和婦朝御届 ＣＯ件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1 8 日 ） ，
Ｒｅ ｆ Ｃ 1 0 1 2 5 5 1 5 3 0 0

。

⑧ 《 宗方 小太郎 曰记 》 （ 1 8 9 4 年 9 月 2 0 曰
） ，
戚其 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 第 6 册

， 第 1 2 3 页 。

⑨ 《 宗方 小太郎 曰 记 》 （
1 8 9 4 年 6 月 2 6

—

2 7 曰
，

7 月 5 曰 、 7
—

2 6 曰 、 3 1 曰 ）
，
戚其 章主编 ： 《 中 曰 战 争 》 第 6 册

， 第 1 0 8
—

1 1 3

页 。 详参馮正宝 《評伝 宗 方小太郎
——大陸浪人 （7）歷史 的役割》 ，東京 ， 4 紀書房 1 9 9 7 年版 ， 第 2 1 0

—

2 1 1 页 。

⑩ 《 宗方 小太郎 曰 记 》 （
1 8 9 4 年 8 月 5

—

2 8 曰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 第 6 册 ， 第 1 1 5
—

1 2 0 页
；
《海軍 大尉黑井悌次 郎帰

朝御届 

Ｗ件 》 ，
Ｒｅｆ． Ｃ 1 0 1 2 5 5 1 5 7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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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
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没 ，与宗方探査的情报不无关系 。 宗方回 到 日本后 ，在广岛大本

营受到明治天皇召见 ， 召见时明治天皇特令他穿着在中 国时的服装 。 1 9 2 3 年 2 月 宗方病危弥 留之

际 ，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上奏 日 本天皇为宗方请求叙位 ，
历叙其

一生对于 日 本海军的
“

贡献
” “

不胜

枚举
”

。

“

功绩尤著者
”

，则是在
“

日清 、 日 俄两大战役中 的谍报功绩
”

。 而 甲午战争 中首先被称道

的 ，就是奉命潜伏烟台 ，

“

备尝苦心与辛酸 ，努力探知敌情
”

、

“

奉公 冒险
”

的行为 ’所获情报对于 日本

海军的作战提供了
“

很大的便利
”

。
？

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在撤离报告中 ，并没有特别提到间谍人员的布留 ，但
“

局外中立
”

的上海 ，

实际上可以说是战争期间 日本间谋人员的大后方。

中 日 宣战前夕 ，
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在中国的公使馆武官及北京天津间 的秘密侦探将校将悉数

回 国 ，于 7 月 1 7 日 紧急召唤
“

热心 中 国内情调查
”

的根津一东京 ，派遣前来中 国 ，招募熟悉 中文及

中 国风俗的人员 ，侦察山海关 、鸭绿江以及营 口
一

带中国军队
“

动静
”

。 根津一到中 国后就是以上

海为大本营展开新
一

轮的谋报活动的 。
（Ｄ 清政府破获的三大间谍案 ，

石川伍
一

案 、藤岛
一

高见案及

楠内
一

福原案③ ，
后两大案件的主人公 ，藤岛武彦是应根津

一

招募随行来到上海的④ ；楠内和福原

也本拟奉根津
一之命

，从上海 出发前往天津等地探查军情 ，行前被捕 。
⑤ 根津一麾下人员不止以上

数人 。 当时与福原和楠内同行的 ，就有一名叫景山长次郎的 ，
也准备北上烟台 、天津 、牛庄一带刺探

军情 ，
后趁乱逃走 。

？ 而与楠内一起曾 在上海居住过的 ，
至少有吉原洋三郎 、土井伊八 ， 岩本嘉次

郎 、饭田正吉 、 白岩龙平 、森川省三郎 、角 田隆次郎和青木乔等人 。 其中 ，
白岩龙平于 9 月从上海 回

到大本营 ， 曾 申请由军方支付旅费 。
⑦ 拟在上海为楠内和福原转收情报的角 田隆次郎及吉原洋三

郎等
，
后来也均安然 回到 日本 。

⑧ 另据楠 内供称 ，有
一

名叫西村忠一的陆军中佐 ， 曾试图从上海前

往天津 ，所获情报 由在上海的楠内转达 。
？ 可见

， 当 时上海结集 的间谍人员 ，其活动范围辐射 日本

大本营当时 目标所指的东北 、京津 、 山东等北方广大地区 。

上海庞大的外国势力与颇成熟的 日 本人组织 ，为间谍人员提供了相当保障 。 影响重大的楠内
一

福原案就发生在法租界 。 法方将案犯首先转交给美国总领事馆而不是中方 。 福原和楠内一度躲在

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安然无恙 ， 为此还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 申 明代为
“

保护
”

的权限 ，详参下文

所论 。 上海正金银行则为福原等人的活动提供接受汇款等方便 。
⑩ 藤 岛武彦案发生后 ，

上海 日本

人协会则积极出 面与美国领事馆一起试图给中方施加影响 。
一位在上海寺庙 的 日 本人姓岩本

（
Ｉｗａｍｏｔｏ

） 的 ，还直接致函美国驻宁波领事法勒 （ ＪｏｈｎＦｏｗｌｅｒ ） ，
证明藤岛

“

无罪
”

，要求法勒尽力让

藤岛获得释放 。 当法勒向岩本指出 中方疑问 ， 即藤岛与声称前去拜访的在普陀山 的
“

友人
”

高见武

① 《 宗方 小 太郎特 旨 叙位夕 件》 （大正 1 2 年 2 月 ） ， 曰 本国 立公文書館藏
，

Ｒｅｔ Ａ 1 1 1 1 3 1 1 8 3 0 0
（
以 下

“

Ａ
”

开头者 均为 日本国 立

公文書館藏 ，
不
一一说明 ） 。 亦可参馮正宝 《評伝 宗方小太郎

——大 陸浪人Ｗ歷史的役割 》
， 第 2

1
3
—

2 1 4 页 。

② 《 第 6 款宣戰前後仁於 （于 石我 陸海軍 中央 統帥部 ＣＯ 開 戰準備業務／情 況祝察 貝 並秘密揲報者 1 7）差 遣 》 （ 按 ： 原件未标时

间 ）
，

Ｒｅｆ． Ｃ 1 3 1 1 0 3 6 1 2 0 0
；
《 川上 中将発根津一宛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1 7 曰

） ，

Ｒｅｆ．Ｃ 0 6 0 6 0 7 0 5 8 0 0 。

③ 《 目 次》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8 7 3 6 0 0 。

④ 《根津大尉随行者藤 島武彦蜃歷大略 》 （
明 治 2 7 年 7 月 2 1 日 ） ，

Ｒｅｆ． Ｃ＿ 1 6 6 3 5 0 0 。

⑤ 《福原 林平 口供》 （ 光绪二十年八 月二十九 日
） ， 《 清季 中 日 韩关 系 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8 4 3 页

；
《上海仏居 留地 内 旅宿二於于

岡 山 条人福 原某 、 鹿见 島 県人楠 内 某于瓜者 間諜 ／嫌疑 9 以Ｔ捕缚七 7 
Ｗ 夕 丨 ？ 乂 件 》

，

Ｒ ｅｔＢ 0 7 0 9 0 8 7 3 9 0 0
。

⑥ 《楠 内友次郎 口供》 （ 光绪二 十年八 月 二十 五 曰
）

， 《 清季中 日 韩 关系 史料》 第 6 卷 ， 第 3 8 3 7 、 3 8 4 2 、 3 8 4 0 页
； 《福原林平口

供》 （ 光绪二 十年八月 二十九 日
） ，

《清季中 曰韩 关 系 史料》 第 6 卷
， 第 3 8 4 3

—

3 8 4 4 頁 。

⑦ 《藤井大佐発大生 中佐宛白岩竞平 【
二旅费 奁支給

＂

Ｔ八： 岂今》 （ 明治 2 7 年 9 月 3 0 日 ）
，

Ｒｅｆ． Ｃ 0 6 0 6 0 8 2 5 8 0 0 。

⑧ 《参 日 第 4 4 号第 1 》
（
明 治 2 7 年 1 0 月 1 日

）
， Ｒｅｆ．

Ｃ 0 7 0 8 2 0 1 9 0 0 0 。

⑨ 《楠 内友次郎 口供》 （ 光绪二十年八 月 二十五 曰
） ，《清 季中 曰 韩关 系 史料》 第 6 卷

， 第 3 8 3 4
—

3 8 3 5
、

3 8 3 7
—

3 8 3 9 頁 。

⑩ 《福原林平 口供》 （光绪二十年八月 二十九 曰
） ， 《 清季中 曰 韩关 系史料》 第 6 卷

， 第 3 8 4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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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 午战争爆发后 日 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 情 报人员 的 布 留

夫相互并不认识等种种破绽时 ，
这位神秘的岩本 回称他数 日 内即将离开上海 回国 。

？ 显然 ，这位上

海寺庙的 日本人不是
一

位普通人士 。

可以说 ，分布在京津 、烟台和上海等地的 日 本间谍人员并非各 自 为战 ，而是互通声息 ，相互依

托 。 当时天津与塘沽之间 只有 2 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 在石川伍一案发之前 ，宗方小太郎曾经塘

沽前往天津与石川 、堤虎吉 、山 田要等相会 ， 与堤和石川 同访陆军少佐神尾光臣 ，

“

有所商议
”

。 在

天津的钟崎三郎等也 曾特意到烟台来看望宗方 。 其时 ，宗方在烟台 的活动很大程度依托上海 。 宗

方的情报主要通过上海谍报网转送出去 。 宗方直接与居住在上海美国租界内的医生田锅安之助等

联系 ，再由 田锅等将宗方的情报转给同在上海 、化名为东文三的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 。 此外 ，与宗

方有联系的间谋人员如津川三郎 、成 田炼之助等 ，
均于 9 月 份才离开上海回 国 。

？ 间谍人员之间彼

此相当熟悉 。 如楠内友次郎熟知青木乔在天津
“

看守领事署
”

，
因 在天津

“

甚险
”

， 听说已 回上海 。

楠内曾在上海与青木
一

起居住过 。 楠内对于宗方小太郎的行踪也非常了解 ，称其在烟台领事馆 。
③

福原林平与藤岛武彦 、高见武夫均相识。
④

天津 、烟台和上海等地 日 本间谍人员的活动 ，
因三大间谍案发生 ，促使美国政府重新 申 明代为

“

保护
”

的性质及权限 ，
而受到相当程度影响 。

8 月 1 4 日 ， 身着中 国服装的福原林平和楠 内友次郎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 ，法国领事公然将两

人引渡给驻上海美国 总领事 。
⑤ 上海道 台 向美国总领事提出 引渡遭到拒绝 。 据美国总领事审讯 ，

福原和楠内是为经商而途经上海前往汉 口 的 ，但被捕时中国侦探发现其随身携带有两张文字资料 ，

详细记录了奉天兵营人名 、士兵人数及锦州辽阳兵营情形 ，
另有

一

张暗码电报纸 。
⑥ 其实 ，他们和

稍后在宁波被捕的藤岛武彦 、高见武夫均为陆军省雇员 、大本营雇佣的翻译官 ，
日 本官方后来称他

们均在
“

侦察勤务 中
”

被杀 。
⑦ 对于这等有着重大嫌疑的人员 ，美国总领事不另作调査 ， 只将两人留

置在领事馆内 给予
“

厚待
”

。 上海道或以两江总督的名义
， 或以李鸿章名义频频要求引 渡 ， 均遭拒

绝 。 上海美国 总领事馆之所以敢于公然保护两名间谋嫌疑人员 ，屡次拒绝中方要求 ，实因美国驻华

代理公使田夏礼的支持 。 田夏礼曾 向在东京的驻 日公使谭恩报告称 ， 自 己
“

十分尽力
”

地
“

保护
”

此

两人 。 这样 ，上海道台与美国总领事馆之间 的交涉 ， 遂升格为北京中 央政府与美国公使之间的谈

判 ，最终促使美国方面交出两名嫌疑人 。
⑧

美国领事馆立场的变化 ，与这
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于

“

敏感状况
”

下代为
“

保护
”

的权限及性质加

①
“

Ｆ ｏｗｅｒ ｔｏ ｊ ｅｍｉ ｇａｎ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1 9 ，1 8 9 4 《藤島 武彦 于几者 上海 彐 帰朝 ／ 際鎮 海二於 亍捕 缚七 ， Ｐ 夕

、

） ｈ／ 件 》
，

Ｒｅｆ ．Ｂ 0 7 0 9 0 8 7 3 8 0 0 。

② 《宗方小太郎 日 记》 （ 1 8 9 4 年 7 月 2 7 日 、 3 1 日
，

8 月 4 日 、 6 曰 、 1 0
—

1 1 日 、 1 7 曰 、 1 9 日
，
9 月 6 日 、 8 日 、 1 1 日 ） ，

成其章主编 ：

《 中 日 战争 》 第 6 册 ，第 1 1 2
—

1 1 7 、 ］ 2 2
—

1 2 3 頁
；
《海 軍大尉黑井悌 次郎婦朝御届 ＣＯ件 》

（ 明 治 2 7 年 9 月 1 8 日
） ，
Ｒｅ￡ Ｃ 1 0 1 2 5 5 1 5 7 0 0 。

③ 《楠 内友 次郎 口 供》 （ 光绪二十年八月 二 十五 曰
） ， 《 清季 中 曰韩 关 系 史料》 第 6 卷 ， 第 3 8 3 4

—

3 8 3 5 、 3 8 3 7
—

3 8 3 9 页 。

④ 《福原林平 口供》 （ 光绪二十年八 月 二十四 日 ） ， 《 清季中 曰 韩关 系 史料 》 第 6 卷
， 第 3 8 2 7 ， 3 8 2 9

—

3 8 3 0 页 。

⑤ 《大本當 ｊ ；楠外 3 名清 国 （
二於Ｔ斬殺甘 亡 ■？）件 》 ，

Ｒｅｆ．Ｃ 0 6 0 2 2 3 3 1 4 0 0
； 《
上 海仏居 留地 内旅宿二於ｒ 岡山 県人福原

某 、鹿 见岛 県人楠 内 某十儿 者間謀＿

 7 嫌疑 ？ 以于捕缚七， Ｖ 夕 Ｕ ！

＾ 夕 件 》 ，
Ｒｒｆ．Ｂ 0 7 0 9 0 8 7 3 9 0 0

。

⑥ 《福原林平 口供 》 （ 光绪二十年八 月 二十九 日 ） ， 《清季中 日 韩关 系 史料》第 6 卷 ， 第 3 8 4 3 页
； 《
上海仏居 留 地 内 旅宿 二於亍

岡 山 ｆｔ人福 原 某 、 鹿见 島 県 人楠 内 某 十 几？ 者 間 諜 7 嫌 疑 7 以 于 捕 缚 七 7Ｗ 夕 丨

） 卜 7 件 》 （ 明 治 2 7 年 9 月 2 7 曰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8 7 3 9 0 0 ｏ

⑦ 《忠魂史編纂二 関 Ｘ少件 》 （
昭 和 1 0 年 6 月 2 4 曰

） ，
Ｒｅｆ．＿ 丨 2 5 6 9 7 0 0

； 《大本 當附通 l 官 陸軍省雇 貝 藤 烏 武彦他清国 ｔ二

於Ｔ敵情偵 察中死亡乃件 》 （ 明治 2 8 年 4 月 2 3 曰
）

， Ｒｅｆ． Ｃ ｌ＿ 7 4 5 2 0 0 。

⑧ 《 上海払居留 地内旅宿二於Ｔ 岡 山 県人福原某 、鹿兕 島 県人楠 内 某于瓜者 間諜 乂 嫌疑 9 以于捕缚七， 卜 夕 丨

Ｊ件 》 （ 明

治
2 7 年 

9 月 2 7 日
）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8 7 3 9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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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确认直接相关 。
？

2 9 日 ，葛礼山就此向 田夏礼发布新训令 。 训令重 申美国当初接受 日 本委托时的两大条件 ：

一

是须征得中国政府同意 ；

二是美国 同时保护中 国在 日华侨的利益 ，
曾获 日 本政府同意 。 指令进而就

田夏礼所承担的保护职责进行说明 ，指 出美国公使不能正式扮演另外一个国家外交代表的角色 ，
田

夏礼的地位是一个中立国代表的地位 ，在保护其中
一

方国民利益中 ，
立场须兼顾双方意愿 ，且所能

做的均须与国 际法相符合 。 指令进而就 日本在华臣 民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说明 ，指出 在华 日本侨

民不能视同美国公民 ，
也不能给予他们治外法权的保护 。 不能假设他们遵循美国的法律或者遵从

美国公使或领事的管辖 ，
也不允许美国公使馆或领事馆成为犯罪者的避难所。 在华 日 本侨民依然

是他们君主的 臣 民 ，有责任遵从当地法律 。 另
一

个国家代为保护他们也不能改变他们 的 这种

地位 。
？

当天
，
葛礼山 以书函形式将这

一新的指令精神详细地转告 日 本驻美公使栗野慎
一

郎 ， 明确指

出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应该接受那两位有嫌疑的 日 本人且收容他们 ，随信并附寄致田夏礼命令的

复印件 。 葛礼山 同时也已给美国驻 日公使谭恩寄送了
一

份相同 的指令 。
③

在栗野慎一郎看来 ，
葛礼山 的新训令主要声 明两点精神 ：

一

是美 国对于在华 日本人的保护所抱

持的原则与 日 本政府敕令 ， 即 8 月 4 日发布的明治二十七年敕令第一百三十七号有关 日 本境 内居

住的中国人的相关旨意相符 ；

二是美国对 日本在华侨民 的保护与对中 国在 日 侨民的保护遵循完全

平等一致的原则 ，
无厚薄亲疏之别 。 3 1 日

，栗野将葛礼山来函报告陆奥宗光 。
？

日 本政府的明治二十七年敕令第
一百三十七号是完全针对战时在 日 中 国人的新法规 。 法规第

一条规定 ，
在 日 中 国人须服从 日 本法院管辖 ；第六条规定 ， 中 国臣 民有危害 日本国家利益者 ，或犯罪

者 ，或扰乱秩序者 ，
以及有 以上嫌疑者 ，除依照各法令处分外 ，府县知府仍得将其驱逐到帝国版图之

外 ；第七条还规定 ，本条令适合于受雇于帝国官厅及臣 民的 中国人 。
⑤ 也就是说在 日本的所有中 国

侨民须完全受 日 本法律管辖 。

9 月 3 日 ，美国领事馆将楠内和福原引 渡给中国政府 。 当天起 ，
凡是侨居上海的 日 本人均须受

中国法律管辖 。
？

对于美 国方面的说明 ，
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有异议 。 7 日

， 内务大 臣井上馨 、外务大臣陆奧宗光

联合发布训令 ，承认在中 日 开战期间 ，两国人民虽然共同受美国领事保护 ，但其保护之旨单止于身

体和财产免受非法凌辱 ，
及在侨民和侨居国政府之间起沟通桥梁作用 ，对于两国人民本无治外法权

的审判权 。 侨居中国的 日 本国民的 民刑事件也须服从中 国的审判 。
⑦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是
“

遵从美国政府的训令
”

，应清政府官员的请求 ，才不得不将两位间谍嫌

疑人员 引渡给中国官衙的 。 对于楠内 、福原等引渡给中国政府并最后处斩 ， 当 时 日 本驻美国公使栗

野慎太郎曾借助媒体的反应 ，建议拟 向美国政府提请由美国公使及领事向 中 国
“

抗辩
”

。 对此 ， 陆

奥宗光倒看得很清楚 。 陆奥在 回信中指出 ，在 日本的中国人须服从 日本法律 ，在中国 的 日 本人同时

①
“

Ｇｒｅｓ ｈａｎｔｏＤｅｎｂｙ ，
Ａｕ

ｇ
ｕｓｔ 2 9

，
1 8 9 4

，

”

《上海仏居 留地 内旅宿 二於亍 岡 山 県人福原某 、鹿兕 島 県人楠 内 某于儿者間諜 7 嫌

疑 歹 以 Ｔ捕缚七歹 卜夕 丨

） 卜 乂 件》 ，
Ｒｅｆ．Ｂ 0 7 0 9 0 8 7 3 9 0 0 。

②
“

Ｇｒｅｓｈａｍｔｏ Ｄｅｎｂ
ｙ ，
Ａｕｇｕ ｓｔ 2 9

， 1 8 9 4
，

”

《 曰本外交文書》 第 2 7 卷第 2 册
，

第 4 4 9一 5 2 页 。

③
“

Ｇｒｅ ｓｈａｍ ｔｏ Ｋｕｒｉ ｎｏ
，
Ａｕ

ｇ
ｕｓｔ 2 9

， 1 8 9 4
，

”

《 日 本外交文書》 第 Ｚ 7 卷第 2 册 ， 第 4 4 3＾ 4 4 页 。

④ 《 束国駐劄栗野公 彐 、

） 陸奥外務大 臣宛 》 （明 治 2 7 年 8 月 3 1 日 ）
，《 曰 本外交文書》 第 2 7 卷 第 2 册 ， 第 4 4 2—Ｗ 3 页 。

⑤ 《 明治二十七年勅令 第 百三十七号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4 日 ）
，
Ｒｅｆ． Ａ 0 3 0 2 0 1 8 2 7 0 0 。

⑥ 《 宗方小太郎 曰记 》 （
1 的 4 年 9 月 3 曰 ）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曰 战争》 第 6 册

， 第 1 2 1

—

1 2 2 页 。

⑦ 《 日 清雨 国各居留 民保護二 関又瓜井上 内 務陸奥外務大 臣訓令》 （
明 治 2 7 年 9 月 7 曰 ） ， 《 曰本外交文書》 第 2 7 卷第 2 册

，

第
4 4 4
￣ 4 4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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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 阳 ／ 甲 午 战争爆发后 日 本驻华使领馆撤使 与 情报人 员 的 布 留

受中国法律管制 ，在法理上难以抗辩 。
？

与福原
一

楠内案同
一

时期发生的石川伍
一

案和藤岛
一

高见案 ，美国也均参与其中 ，但最终还是

均按照上述美国政府的新的训令精神实行的 。 有关石川案学界研究较多 ，兹不赘述 。 藤岛一高见

案发生时 ，起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曾颇为关切 ，先致函美国驻宁波领事法勒令用电报汇报此

事详情 ，
后又令法勒致电在北京的代理公使 田夏礼请示 。 8 月 2 7 日 ，法勒收到田夏礼密电 ，告知葛

礼山明确指示 ，美国领事不能保护 日 本犯罪嫌疑人。 法勒可 以为该嫌疑人得到公正审判提供帮助 ，

但如遭到拒绝 ，就不要干涉。
？ 可以说 ，美国的上述最新保护政策精神比较及时地影响 了法勒 。 藤

岛武彦和高见武夫后被送杭州府斩首 。
③

随着在 留 的多名 日 本间谋被清政府逮捕 ，
以及美国亮 明

“

保护
”

的立场 ， 留居中 国的 日本人误

以为美国政府 已经 中止保护 ，人心颇产生动摇 ，开始陆续回国 。
④ 宗方小太郎于 9 月 8 日离开上海

时 ， 同船 回 国的 日本人达 1 5 0 多人 。 开战前夕奉命前来上海指挥间谍活动 的根津
一

，
以及津川 、

田

锅 、藤城 、成 田 ，包括在上海接受宗方报告 、化名 为东文三的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 ，
都是在这

一

当 口

回 日 本的 。
⑤ 只是宗方等间谍人员对于 日 本推进甲 午侵略战争已提供相当充分的情报帮助 。 这些

间谋人员 回国后 ，还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 。 如宗方随后参与 日 本于次年 3 月 攻 占澎湖岛 、 台 湾之

战 ，并于 1 2 月 受大本营派遣再度来到中 国 ，

一直为 日本军方侦察情报服务长达 3 0 余年 。
？ 从天津

逃脱回到 日 本的钟崎三郎 ，在 日军攻 占辽东半岛时承担先行收集军事情报任务 。 堤虎吉则在 日本

侵占 台湾之初 ，
以台湾总督府参谋海军少佐的身份 ，参加监察出人淡水港的 中国船只是否运送武器

弹药等警备工作 。
？

小结

综上所述 ， 甲 午战争爆发后 日本方面的撤使实质上是其备战的一个重要环节 ，情报人员 的布

留及其活动尤其值得注意 。 （
1
）撤使即意味着两 国进人战争状态 。 从 日 本秘密托付美 国代为保

护在华利益 ， 启动撤使来看 ，约在 6 月 2 9 日
， 即 日 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迫朝鲜外署 回复朝鲜是

否中 国属 国 的截止 日期当 日
，
日本阁议正式启 动战争准备 。 （

2
） 以秘密委托美国 护侨为标志 ， 日

本政府早在战争爆发前约
一

个月 已 着手准备撤使 ，但正式下达撤使命令却是在 中 国驻 日使馆送

出撤使照会 ，
乃至中 国政府下达

“

驱逐
”

令之后 ，
且还 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各大使领馆 ，试图 以改

挂美国 国旗为掩护 ，保留上海总领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 日 本势力 。 最终促使 日 本全面

撤使的
一

个重要原 因 ，是代理保护国美 国等对于被深刻激发起来的 中 国民愤的恐惧 ，
他们 知道 ，

① 《 粟野慎一郎 彐 Ｕ 陸奥宗光宛》 （ 明 治 2 7 年 9 月 1 0 日 ） 、 《 陸奥 外務大 臣 彐 丨

Ｊ
米 国駐劄 粟野公使 宛 》 （ 明 治 2 7 年 1 0 月 5

日 ） ， 《上海仏居 留地 内旅宿二於亍 岡 山 県人福 原某 、鹿见 島 ＃ 人楠 内 某十 ；Ｉ 者 間諜 ／ 嫌疑 9 以于捕 缚 七 ， Ｗ 夕 丨

） ｆ 7 件 》 ，

Ｒ ｅｆ．Ｂ 0 7 0 9 0 8 7 3 9 0 0 。

②
“

Ｆｏｗｅｒ ｔｏＪｅ ｒｎｉ

ｇ
ａｎ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1

9
， 1 8 9 4

《藤 岛武彦 于几者上海 3 丨

） 帰朝 乂 際鎮海二於亍捕 缚七 ， ｋ 夕
丨

） 卜 ／ 件 》 ，

Ｒｅ ｆ．Ｂ 0 7 0 9 0 8 7 3 8 0 0 。

③ 《 大本當 上 9 楠外 3 名 清国 ｉ
二於Ｔ斬殺甘 ？亡 1 ＞ 件 》 （ 明 治 2 8 年 8 月 3 1 曰 ） ，Ｒｅｆ ．Ｃ0 6 0 2 2 3 3 1 4 0 0 。

④ 《 日 清兩 国各居 留 民保護二関 又瓜井上 内務 陸奥 外務大 臣訓令 》 （ 明 治 2 7 年 8 月 3 1 日 ）
， 《 日 本外 交文書 》 第 2 7 卷第 2

册
， 第 4 4 5 页 。

⑤ 《 宗方小 太郎 ＥＩ 记
》 （

1 8 9 4 年 9 月 6
—

8 日
、

1 1 日
）

，
戚其章主编 ： 《 中 日 战争》 第 6 册

，
第 1

2 2
—

1 2 3 页
； 《海 軍大尉黑井悌 次

郎 帰朝御届 （ 7）件 》 （ 明 治 2 7 年 9 月 1 8 日
） ，
Ｒｅｆ． Ｃ 1 0 1 2 5 5 1 5 7 0 0 。

⑥ 《 宗 方小 太郎特 旨 叙位／ 件 》 （ 大正 1 2 年 2 月 ） ，
Ｒｅｆ．Ａ 1 1 1 1 3 1 1 8 3 0 0 。

⑦ 《港湾 警備》 （按 ：原件 未标 时间 ） ，
Ｒｅｆ ．Ｃ 0 8 0 4 0 5 8 1 3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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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愤连清政府都难以压制 。 （ 3 ） 战争爆发后 ，尽管清政府要求 日 本在华使领馆及相关人员全

部撤离 ，但这
一

旨意其实只在长江以北的京津地区名义上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 。 以上海为中 心

的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 ，
以及中国重要的军政要地 ，

仍然布留了不少情报人员 。 这些人员 的活动

有效地协助了 日军作战 。 （
4

） 日 本撤使过程中 ，美 、英 、 法各 国驻华使领馆对 日 态度虽然亲疏有

别 ，美国政府还试图体现中立的立场 ，但在华的各国使领 ，尤其美国驻华使领 ，总体上积极主动给

予协助 。 由此可见 ，
至少到 甲午开战前夕 ，

日本巳相当程度融人西方在华势力并被接受 。 各国在

京津 、上海 、武汉等地的租界 ，
乃至个别美国教堂 ，

还成为 日本在华从事战争情报活动的庇护所和

据点 。 （ 5 ） 由于清政府连续侦破三大间谍案 ，
促使美国政府重新界定代为

“

保护
”

的权限及性质 ，

包括宗方小太郎在内的不少间谍人员 因此纷纷回 国 ，但他们所获情报已足 以影响 中 日 甲 午战争

的进程 ，这些人员 回 国后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 。 （ 6 ） 中国 虽然承受被侵略的沉重代价 ，但在 日 本

撤使过程中本着国 际法原则 主动给予郑重保护 ，
使 日本使领人员 包括普通民众安然离开中 国 。

天津撤使过程中发生的
“

重庆
”

号事件 ，从起因 、交涉过程 、提出理 由等来看 ， 中国方面的处置也有

理有据。

〔 作者戴东 阳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 究所 副 研究 员
，
北京 ，

1 0 0 0 0 6 〕

（ 责任编辑 ： 葛夫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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