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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李鸿章命在天津等候时所
写! "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所
收第

!!

件请愿书$与本帖相吻
合$ 即是光绪九年十一月四日
向总理衙门和礼部呈递的 $可
以互相参看!

!"

"向文光等为号恳据情
迅赐办理救国复君永守藩封以
修贡典事帖#%索书号

!!#$!%

&

全帖经折装共计四开八
叶 $纵

!#"$

厘米 $ 横 %半开 &

%&#

厘米 ! 封面为褐色暗纹
纸 $ 正文为白纸 $ 每叶五行 $

每 行 廿 八 字 不 等 !参 见 图

&

" ! 禀帖虽经修复 $ 但正文
内仍有因虫啮而文字失却或
字形不全无法辨认处!

具禀! 琉球国陈情陪臣紫巾官

向文光 "

"

为号恳据情迅赐办

理救国复君" 永守藩封以修贡

典事#

窃照敝国为日人所侵 "君

囚国灭以来"水火之苦已极# 敝

国主前传谕紫巾官向德宏等北

上吁恳相府" 复传谕法司官毛

凤来等赍捧密咨"投缴闽省"并

匍叩总署"叩恳相府各在案# 去

年七月间" 敝国主又复传谕光

等收藏密咨于袖
"

" 投缴
""

"""

恳督抚两院宪据情具

奏"早日北上"匍叩总署暨礼部

衙门# 叩恳相府"沥血号恳# 着

光等在津守候各等因# 光等赍

咨抵闽"呈缴列宪外"业于去年

十月间 "薙发改装 "星夜奔驰 "

即晋京
"

匍叩总署暨礼部衙

门"泣恳救难"叨蒙具奏
"

# 去

年
""

月间"自京抵津"十一日

驰谒前任周大人" 叨蒙代为递

禀中堂大人# 本年正月十九日"

叩谒中堂大人"泣恳救国复君"

面蒙宪谕"回寓敬候等因"深为

感激#

凛遵守候" 泣思敝国君囚

国灭"六年于兹矣"未知赐援救

在何日哉# 忧心如焚" 无朝无

夕"仰望天朝德威"犹
""

之待

父母日急一日# 应将前日所递

原禀 "照抄一道 "谨呈辕下 "以

备钧鉴#号恳大人"仰体皇上中

外同爱之至仁" 俯察敝国君民

水火之极苦" 与中堂大人酌宜

会商"迅赐办理救国复君"永守

藩封"以修贡典# 则上自国主"

下至庶民" 永戴皇恩宪德于无

既矣# 切禀#

光绪十年五月廿三日 "琉

球国陈情陪臣紫巾官向文光 "

都通事魏元才#

该帖是向文光 ' 魏元才
于 光 绪 十 年 五 月 廿 三 日
%

$''(

& 呈递盛宣怀再次提出
奏请清廷救国复君 ' 守藩修
贡的禀帖 !

帖中详述向文光等自向德
宏等赴清之后的请愿过程以及
请求复国的强烈愿望$ 与上帖

文字大抵相似!不同的是$说明
了到天津候命半年来的新动
向$光绪九年末$通过前任津海
关道周馥转呈李鸿章禀帖求
见! 光绪十年%

$''(

&正月十九
日$拜会李鸿章$李命其回寓处
待命! 向氏等一直等到五月仍
无音讯$ 只得将上回的禀帖重
抄一遍附呈盛宣怀$以示敦促$

希望盛宣怀与李鸿章共同商
量$谋求救援琉球之策!

)&

"向文光为再吁恩准据
情奏请皇猷严申天讨迅赐复国
俾守藩封仍修贡职事帖#%索书

号
!!#$!#

&

全帖共计五叶$ 全卷同上
述第一件光绪九年禀帖$(四宝
斋)制红格纸$与禀帖

$

同! 卷
首于红格纸左贴黄色签条 $无
字!参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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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禀 !琉球国陈情告急陪臣紫

巾官向文光等 "为再吁恩准据

情奏请皇猷 "严申天讨 "迅赐

复国"俾守藩封"仍修贡职事#

窃光等于本年正月十九

日 "叩谒铃辕 "泣恳复国 "面奉

宪谕 "回寓敬候等因 "曷胜感

激 # 客月初三日 "接准敝国司

官密书云 " 敝国王屡请归国 "

倭人不许 # 世子欲归 "限以五

十日 "期满仍赴东京 # 泣念敝

国王拘东以来 " 废宗社之明

禋 "绝臣民之慰望 # 祖母年过

九十 "不得一日赡养 # 百姓惨

罹荼毒 "且敝国王与世子久处

虎狼之地 "难免变生不测 # 夙

夜忧惶"肝胆俱裂#

伏思敝国与朝鲜越南均列

天朝屏翰"世沐皇仁# 往者朝鲜

有事" 即荷天朝庇佑" 转危为

安#敝国数百年献琛纳赆"史不

胜书"亦复罔有缺失#乃倭人作

威肆虐"六载于兹"未蒙有一旅

一戎"兴言问罪"洵恐敝国之图

复无日#或有倭人狡焉"思启益

玩" 视我天朝而张其凶恶之焰

灰# 闻中外修好"法越行成"文

德宏敷 "震迭遐迩 # 敢求中堂

大人仰体皇上一视同仁 "俯察

敝国君民涂炭 "恩准据情奏请

皇恩 "声罪致讨 "锄暴安良 "俾

敝国重整河山# 敝国王再见天

日 "永守藩封之旧 "恪修贡职

之常 "则上自国王 "下至民庶 "

世世生生 "怙冒皇仁宪德 # 而

天朝永清 "四海表正 "万邦之

庥"亦罔有既极矣# 临禀泣血"

不胜哀痛"迫切屏营待命之至#

须至禀者#

光绪十年六月
"

日" 琉球

国陈情告急陪臣紫巾官向文

光$都通事魏元才#

该帖为向文光' 魏元才于
光绪十年 %

$''(

&六月间 %落款
日期留空待书& 第三次呈递盛
宣怀请求援助复国的禀帖!

帖文详述自光绪十年正月
拜见李鸿章以来$ 琉球国王境
遇的艰难和臣民的痛苦$并再申

求援! 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叙述
光绪十年%

$''(

&正月十九日拜
会李鸿章$李命之在寓等候! 叙
述了二月十三日$ 得到密报$琉
球国王要求回国$ 日本不许$世
子回国限十五日返回的最新动
向! 第二段援引朝鲜蒙难$中国
出兵相救的故事$并根据法越战
争的新形势$希望李鸿章能奏请
清廷一视同仁$出兵救援! 光绪
九年起$法越战事升级$直接转
化为中法战争$向文光等呈文的
光绪十年六月间$正是法军攻打
台湾'中法谈判的敏感时期! 向
文光看到了清廷为抵御法军的
种种措施$急切希望清廷救援琉
球!他在信中再次表达了无奈的
愤懑*(敝国数百年献琛纳赆$史
不胜书$亦复罔有缺失! 乃倭人
作威肆虐$六载于兹$未蒙有一
旅一戎$兴言问罪$洵恐敝国之
图复无日! )

几点探讨

第一 $ 上述三帖是向文
光 '魏元才等使臣于光绪九年
十二月到京后呈递盛宣怀的
禀帖 $是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
集成 #"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 #

未收的新发现材料 $对琉球救
国 '复国运动史的进一步完善
是重要的资料补充 ! "琉球救
国请愿书集成 # 所收第

!!

件
为向文光于光绪九年十一月
四日的请愿书 $可与上图盛档
三帖缀合! 由此可知向文光与
魏元才是继光绪三年 %

$'**

&

向德宏等人 '光绪五年 %

+'*%

&

毛凤来等人之后 $于光绪九年
%

+'')

& 受琉球王尚泰派遣的
第三批来华请愿密使!

第二$结合相关文献$可以
清晰地还原向文光等人的行
迹!随向德宏来华的蔡大鼎"北
上杂记 #卷四 (癸九月中记 )载
该月十七日事云*

是日谢兄接信"内开!中山

又派陈情紫巾官向文光 %即同

治七年戊辰贡使&$都通事魏元

才"上下计共十五人"坐驾土小

船"于八月廿一日在本国放行"

念九日抵虎"三十日到馆"本初

一安插#一切公事"按照法司官

一律办理#

可知向文光是光绪九年%癸未&

八月廿一日出发$廿九日登陆$

三十日到福建琉球馆!同卷(癸
十月中记)又云*

本二十七日"前录之向君"

率员役到京# 当令我嗣锡书面

见"均获觕适"而宽心不浅# 渠

赠以白铜之水烟袋" 何其制造

精细# ''

参上述禀帖之一尚文光云 (业
于本年十月间$薙发改装$星夜
奔驰$即晋京师)! 可知向文光
自十月出发$星夜奔驰$于十月

二十七日抵京$ 并与蔡大鼎有
直接的交往! 又$"北上杂记#卷
五(癸未十一

,

二月中记)十一月*

本念六日"福垣来信"悉知

又有紫巾官金培义$ 都通事周

兆麟等有事到闽# 且前到按司

向公等" 因藩防两宪台皆不得

面谒"而投递禀词#

据此可知作于十二月的第一封
禀帖$ 是在 (藩防两宪台皆不
得面谒的情况下) 不得已而投
递的!

综合上述文献 $我们可以
大致还原向文光 '魏元才等人
在华谋求复国的轨迹 *光绪九
年 %

+'')

&七月 $琉球国主尚泰
命尚文光等袖密咨赴清廷求
援 ! 一行十五人 $八月廿一日
出发 $廿九日登陆 $三十日到
琉球馆 ! 投缴密咨于闽督抚 $

不获见 $ 遂于十月间启程 $十
月廿七日到京 $与蔡大鼎等相
聚! 叩谒总理衙门及礼部衙门
和李鸿章府 $ 请盛宣怀具奏 !

李鸿章命于天津守候! 十二月
赴天津 $ 具禀投递盛宣怀 $转
呈李鸿章 $谋求复国之策 ! 次
年 $ 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 $叩
谒李鸿章 $李命在寓守候 ! 五
月廿三日 $ 再递禀帖于盛宣
怀 $请其与李鸿章共商救球之
策 ! 六月间 $又递禀帖于盛宣
怀 $转呈李鸿章 $希望李能上
达天听$谋求复国!

考夏东元 "盛宣怀年谱长
编 #' 刘忆江 "李鸿章年谱长
编#$光绪九年十月向文光到京
时盛宣怀在天津电报局总办 '

布政使衔候补道任上$ 李鸿章
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光绪
十年六月间向文光呈递第三帖
时$盛宣怀署任津海关道$李鸿
章仍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

向文光向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
呈递禀帖请愿救国$ 当是基于
盛氏在职务和地位之便报送情

报较快的考虑$ 李鸿章主持外
务多年$ 自然是求援的直接途
径! 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九'十
年间 $朝鲜政变 '法越战争 $清
朝藩属国被外国蚕食$ 而亡国
数年的琉球$ 仍然在祈求清廷
的救援$形势到了窘境!李鸿章
已疲于奔命$其本人丁忧在身$

已是夺情署任!

第三 $结合当时形势可知
琉球使臣请求复国无望的原
因 ! 琉球亡国之后 $对清廷的
求援唯一可凭的即是 (藩封 )

一项 $而其所据的理由在于琉
球 (世列天朝屏藩 $迭蒙圣世
怀柔鸿恩 )(恪遵会典 $间年一
贡 $罔敢愆期 $已经数百余年
之久 )! 向文光在帖文中语句
往往重复 $目的在于希望尽快
(复国复君 )$文辞重复中透出
绝望 ! 向文光进一步以光绪
九 '十年间中国先后出兵朝鲜
和越南来叩问清廷 $ 要求一
视同仁 ! 而清廷以长期谈判
和搁置等待的方式处理琉球
问题 $ 终因中俄关系日益紧
张和琉球贵族坚决拒绝分割
琉球领土 %林世功于光绪七
年

+''-

年
++

月
!-

日 反 对
(分岛改约 ) 自杀殉国 $ 中日
谈判搁置 & 等因素 $ 始终未
能帮助琉球复国 $ 职贡体系
逐渐瓦解!

向文光和向德宏 ' 蔡大
鼎 '林世功等不同于以往的朝
贡使节 $作为奉王命谋求复国
的 (陈情使 )来到中国 $不复当
年进京朝贡的荣光 $无法进入
紫禁城 $成为了琉球王国最后
的 '特殊的 (燕行使 )! 其请愿
文书 $是他们在中国土地上最
后的汉文绝唱 $也是清朝灭亡
的先兆 !

!作者为国家语言文字政

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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