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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资产阶级革命 

家。他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本文拟就章太炎的“七次追 

捕”与“三入牢狱”的历史情形进行考释。 

关键词 章太炎 七次追捕 三入牢狱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1869---1936)作为“革命元勋”、“国学 

大师”而为国人所仰视。他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其“七次追捕，三人 

牢狱”的不凡革命生涯已经为大众所熟悉。究竟这“七次追捕，三入 

牢狱”的具体情况则鲜见有专述之文。本文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 

此进行考释。 

第一次追捕。章太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此从小受到 

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呼吁 

政府改革，并组建强学会，鼓动知识分子支持变法维新。当章太炎得 

知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后，便从杭州向强学会北京总部寄去 

16元银元申请人会。1896年章太炎去书《时务报》，对维新派在上海 

的宣传活动表示支持。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对章太炎的才学非 

常欣赏，热情邀请章太炎到上海与他们共办《时务报》。章太炎不甘 

静坐书舍欣然接受邀请，不顾恩师俞樾的劝阻，毅然赴沪与梁启超、 

孟麦华等康门弟子一道经营《时务报》。章太炎凭借其深厚的国学功 

底与梁启超一道成为《时务报》的两面旗帜。 

1898年 9月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那拉 

军进行疯狂的屠杀时，藏区群众积极安置和保护红军受伤和掉队人 

员，还有“不少的藏族群众将 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留下的红军战士”日。 

虽然，大多数留下的红军战士都牺牲了，但在藏区各族人民保护下幸 

存的流散红军却是解放藏区宝贵的财富。在阿坝州地区，据解放初期 

统计，全州流落红军 25人，1977年开展统计普查，1979年为87人， 

1984年为 297人，1986年为305人，1989年为 294人 卯。这些在红 

军长征时期就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战士历经艰险最后在藏区生存 

下来。当自己的部队解放军在红军长征十余年后再次来到藏区时，必 

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解放藏区、建设藏区的行动中去。当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军川西北 ，中国共产党再度开辟今阿坝境域内的工作时，许 

多当年流散的红军就立即予以响应[9]879。 

三、红军长征中的宣传与发动，带动了藏区青年走上革命事业 

红军长征使许多藏区青年在红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为 

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据实地调查，四川平武 

县参加红军的有1 156人，即使在人烟稀少的北川县藏族乡，参加红 

军的也有 52人 【 。据建国后统计，四川_ILJII县全县参加红军共 

1500多人，其中父子、母子、夫妻、弟兄同时参军者为数不少【-11201o在理 

县，参加各级苏维埃的干部姓名可考者就有 235人，380人参军。虽 

然，许多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参军以后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 

是，其他在藏区参军经过红军长征、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磨砺而幸存 

下来的精英此时大多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是党和国家优秀的民 

氏为首的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人士。章太炎由于参加过强学会、担 

任过《时务报》的主笔并发表过众多宣扬变法维新思想的文章而遭 

到清政府通缉。1898年 12月 4日他携家眷前往台湾避难。此为第 

一 次被“追捕”。 

第二次追捕。章太炎到了台湾后，在《台湾日H新报》社任记者， 

负责中文版的撰述工作。这家报纸是日本人为了加强控制舆论、顺 

利实行殖民统治而创办的。章太炎在报社工作期间虽然也写了不少 

政论文章，但是他的反侵略、反殖民的政治观念与 H本人有着不可 

回避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章太炎在台湾只呆了半年，便愤而辞职，于 

1899年 6月东渡日本继续流亡。在 H本流亡期间，章太炎与主张发 

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孙中山有了第一次的相见。由于思乡 

情切，章太炎于 1899年9月秘密回到上海。 

国内的局势与两年前他离开之时已经发生巨变。孙中山及其资 

产阶级革命派紧锣密鼓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以京津冀鲁为中心的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如火如荼的发展。章太炎先是秘密辗转在沪 

杭之间，后接受唐才常之邀，任唐氏创办的《亚东时报》主笔。戊戌之 

后，慈禧对光绪更加忌恨，一直在寻找机会废掉光绪。1900年 1月 

24日，慈禧宣布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侑为大阿哥，并准备几天后正 

式废掉光绪。此诏书一出，举国震动。1月 27 H上海电报总办经元 

善联合上海商绅及各界名流千余人通电反对。由于反对者众多，慈 

族干部。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 

员会委员等职的天宝(藏名桑音晚希)，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的杨东生，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协 

主席等职的扎喜旺徐，就是红军长征时分别于川西北的党坝、大金和 

康北的甘孜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Ⅱ 。已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事 

组组长净多孟特尔、已故甘孜军分区司令员沙拉(又名莫牙古古)、高 

福贵等也是在红军长征过藏区时参军的。这些长征期间在藏区参军 

的精英后来大多都积极投身到了解放藏区的行动中。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政策和活动，包括红军与藏族为主的藏区人 

民结成的“鱼水之J清”，红军对藏区宗教民族界上层人士成功的统战 

政策，大量藏族为主的藏区人民积极参军等等，对藏区的解放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红军长征的影响，红军长征的精神仍然是 

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同样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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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吸引，认为在如今举世昏聩的情势下，若没有雷霆之声，则不足以 

唤醒沉睡的人们。《革命军》就是振聋发聩的雷霆之声。章太炎撰写 

了《序(革命军)》一文，并马上筹集资金当月即由上海大同书社出 

版。该书炽烈的革命热隋点燃了无数革命青年的革命烈火。章太炎 

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该文论说有力，将康有为的“保 

皇”论调驳得体无完肤，坚决主张中国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沉 

重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气焰。 

当时宣传《革命军》相关文章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部分章节 

都在《苏报》上登载，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经过多次密商谈判， 

1903年6月底清政府与租界当局达成妥协，由租界负责取缔 《苏 

报》和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邹容、蔡元培、黄宗仰、吴稚晖等要犯。 

由于事先得到}肖息爱国学社及《苏报》馆人大都已经逃走 ，只有章太 

炎依旧像往常一样，如常出入学社，最后指着自己的鼻子 ，告诉巡捕 

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章太炎 ，从容就捕。而“小弟”邹容在得知“大 

哥”章太炎已经被捕的第二天，便主动来到巡捕房，与“大哥”同坐牢 

狱。1904年5月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上海县知县“公审公廨”后，分 

别判处章太炎、邹容 3年和 2年监禁。邹容后死于狱中，章太炎 

1906年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接往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第一次入狱。章太炎第一次入狱就是上文所述的第七次追捕。 

第二次入狱。1906年章太炎来到日本后，被当做反清英雄、革命 

大文豪，受到了革命派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等一致推举章太 

炎做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和发行人，全盘负责《民报》的工作。 

在章太炎的率领下，《民报》鼓吹革命推翻满清的异族统治不遗余力； 

与保皇派的舆论阵地《新民丛报》的激烈论战大获全胜。革命隋势发 

展迅速。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决定应用外交手段对付在日 

本的革命派，首要目标就是《民报》。1908年 10月，清政府出访美国 

专使唐绍仪“过境”日本，就取缔《民报》之事与日本当局进行秘密交 

涉。日本为了讨好清政府，决定 10月 19日对《民报》进行“封禁”，并 

对主编和发行人章太炎罚款 115元，罚做苦役 115天。由于章太炎无 

钱缴纳罚金，1909年3月3日被日本小石川警署拘留。 

第三次入狱。章太炎的第三次入狱其实是遭到袁世凯的软禁。 

1913年 3月20日，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宋案”爆发举国震惊。 

当袁世凯屠刀磨快之后便开始武装镇压革命党。章太炎不但没有避 

走，还决定独自前往北京当面质问袁世凯包藏祸心。袁世凯对章太 

炎早就忌恨在心，现在孙黄都已逃亡海外，最好能把章太炎诳到 

北京，严加看守。章太炎不顾战友和亲朋的劝阻，于 1913年 8月 

1 1日到达北京，当即被袁世凯派人软禁在共和党总部，稍后被迁 

往市郊龙泉寺，最终改在北京钱粮胡同继续软禁。直至袁世凯在 

护国硝烟中死去，章太炎才重获自由。于 1916年 7于 1日借道天 

津由水路到达上海。 

章太炎政治经历跌宕起伏 ，学术造诣则是公认的大师。就其“七 

次追捕 、一 次入狱”的一段历史也是世所罕见。其弟子鲁迅在 1936 

年仲秋抱病撰文，对他的“七次追捕，三次入狱”及其生平有论 ：“考 

其生平， 以大胸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 

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 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 

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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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无奈取消废立之事，但甚为恼怒的慈禧却在2月 8日下令通缉通 

电者。因章太炎也名列其中遭受牵连被通缉。 

第三次追捕。唐才常以《东亚日报》为掩护，与同为湘籍志士林圭 

等在上海成立正气会，稍后改名为自立会，准备武装起义，营救光绪 

帝，反抗慈禧为首的顽同派。章太炎自然加入其反抗组织，但他认为 

肺  勤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光绪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唯有推翻 

清王朝才是真正的L叶；路。章太炎作出一个大胆的举动：1899年 7月 

底，他冒着“留发不留头”的危险，自己用剪刀剪去了陪伴他三十多年 

的辫子，甩掉长袍马褂，着上西装，用实际行动表明与满清决裂。 

1900年 8月，唐才常到汉口，组织“自卫军”准备武装起义。消 

息走漏 ，唐才常等 20多位义士被捕杀害。虽然章太炎此前已经宣布 

脱离“自立会”等相关组织，但是仍然被清政府列名追捕的要犯。章 

太炎于年底再一次潜回老家余杭暂避风头。 

第四次追捕。章太炎回到家乡过着相对平静的“潜伏”生活。1901 

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清晨，一位陌生青年行色匆匆找到章太炎的家，通 

知章太炎赶紧转移。原来清廷已经知道章太炎的行踪，追捕的人马上 

就要来了。这位青年是章太炎的好友吴君遂冒险遣来的。吴君遂是广 

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长子，安徽庐江人，刑部主事，此间正居上海。曾 

数次搭救掩护章太炎脱险。章太炎一直感激在心。章太炎闻讯马上躲 

进家乡的一所寺庙里。半月左右，风声渐静，复又潜往上海。 

第五次追捕。章太炎逃到上海后，暂住在吴君遂处。遂接受吴君 

遂的建议，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1901年 8月章太炎发表一篇反满 

革命的文章《正仇满论》。该文不仅批判了保皇主义的错误言论，更 

指名道姓直批那拉氏、光绪及清政府异族统治的腐朽、残酷和反动， 

号召推翻慈禧、光绪为首的异族政权。 

1902年初，章太炎正在家乡余杭准备欢度春节。他不知道的 

是，刘坤一已经密电浙江巡抚任道镕在春节期间逮捕他。幸运的是， 

此计被章太炎的好友张伯纯获悉。又是大年初一，章太炎忽然接到 

张伯纯“枚急赴沪”的电报。于是 ，在万家欢度春节的喜悦中，章太炎 

又开始了流亡生活。1902年2月22日从上海乘船逃亡日本。 

第六次追捕。章太炎此次流亡 日本，与孙中山、秦立山、冯 自由 

等革命领袖有了更进一步的交流，对于革命的目标也有了更明确、 

更坚定的目标。他广泛接触留日学生，带头发起纪念支那亡国242 

年大会等，反清革命活动开展渐有声色。但是章太炎认为，反清革命 

的最主要战场应该在国内。于是他于 1902年 5月返回国内，往返于 

杭州和上海之间。他先是翻译了一些日文著作，修订了《馗书》，又引 

起了很大社会反响。1902年 7月 ，章太炎从上海秘密潜回家乡余杭 

县仓前镇，与家人团聚，结果被一直试图逮捕他的清政府获知，派人 

追至余杭。幸好有一位余姚乡亲赶来相告，章太炎再一次逃到仓前 

镇西龙泉寺，再一次安全逃至上海。而这位为章太炎报信的余姚人 

被衙役当做章太炎错拿归案。 

第七次追捕。1902年 1 1月，南洋公学一部分学生为了反抗学 

校的蛮横管理和愚昧教学而集体退学。蔡元培组织“爱国学社”，为 

退学学生提供继续读书机会 ，并宣扬民族主义思想。1903年，蔡元 

培邀请章太炎共举大业。 

当时在爱国学社里有一位青年与章太炎很是投缘，谈论革命、 

抒发爱国情怀，彼此互相吸引。他就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二人 

成为忘年交，并结为兄弟，共宿一室。1903年5月，邹容将草就的 

《革命军》文稿呈给章太炎指正。章太炎深深被邹容激进的革命思想 

兰夸世界 2013·10月上旬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