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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金玉均为中心的急进开化派于 1884年 12月 4日发起了甲申政变。由于清军的介入，政变于三天

后就以失败告终。而急进开化派的成员流亡日本，成为近代日本社会接收的第一批政治流亡者。 

    流亡之后，金玉均的动向成了朝鲜・日本・清政府三方的关注焦点。“金玉均的引渡问题”也成了重

要的外交争端。日本对金玉均的处置是由日本政府的内阁会议决定的。因此，研究金玉均流亡后的活动，

对把握甲申政变之后的日韩关系以及东亚的国际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流亡者不断受到来自本国的暗杀威胁。而且日本政府否定与甲申政变之间的联

系，不但没有对金玉均等提供政治上的支持，也没有将其作为政治避难者对待。然而，日本社会中反朝

鲜・反清政府的情绪被日本的新闻报道所刺激，将开化派称为“日本党”，于是金玉均等在日本民间得到

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此后，朝鲜流亡者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关注焦点。 

    在金玉均日本流亡期间，日本致力于废除与欧美的不平等条约。流亡者金玉均的存在成为判定日本

欧美化・文明化的标尺。本研究旨在弄清日本近代社会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流亡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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