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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京报社“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专栏的文章结集。
1911，新旧交替的拐点上，有浓烈、壮烈、激烈的争天下的种种革命斗争，也有风和日丽、花前月下
、小桥流水的日常生活。
漫长的帝制终结了，前清遗老、皇帝、太监、科举制、辫子等正在逐步消失，宪法、国会、新式学堂
、新闻舆论等正逐步出现并成为民众的共识。
100年，100个人，我们选择100个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上深深镌刻下自己名字的人物，从居庙堂的帝王权
贵到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从开辟风气的思想领袖到各地学堂的热血青年，从翻云覆雨的商界精英到
潜心创造的科技人才，立宪派、军阀、政客、遗老、新贵、总统⋯⋯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不
同的领域，回到他们的时代，重温他们的梦想，再现他们的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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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修 国变不已 退而施教　　文/ 李冬君　　1911年，严修诀别了旧朝廷，可朝廷却又想起了他。
载沣托张伯苓，婉转游说严修与严复为溥仪授读帝师。
　　严修对摄政王，避之唯恐不及，况且他再也不愿与旧朝廷搅在一起了，若被擢为帝师，如骑虎背
，其势难下。
他一听伯苓言，一口就推辞了。
载沣摄政，就将袁世凯开缺，严修为袁氏鸣不平，载沣从此处处为难严修。
某日，张之洞来学部，告诉严修，因严修提出小学课本要与立宪相结合，惹恼了载沣。
　　严修闻此，叹曰：朝廷言立宪，而政府不做，将来如何结局？
他任职学部，本为立宪而来，立宪无望，不如归去。
其时，他的抱负，已在教育与实业中，不在帝王学中，故与朝廷诀别。
　　严修刚辞帝师，袁氏便致函来，要将自家子弟托付于他，这回，严修没有推辞，为袁氏安排好了
，复信说：时艰太巨，祸至无日，欲待后来毕业之人才，挽今日垂危之世运，必无及矣。
　　严修没想到，他培养的&ldquo;后来毕业之人才&rdquo;，救国而不救朝廷，事实上，反而成为旧
朝廷的掘墓人，如同袁氏练的新军。
教育能救国，不一定能救朝廷，南开学生为立宪而闹学潮，他看在眼里，倍感欣慰，直隶总督请他去
劝劝他的学生不要请愿，他反倒请总督去劝朝廷尽快立宪。
在他看来，他的学生的所作所为，便是在&ldquo;挽今日垂危之世运&rdquo;。
他在学部兴学，闹学潮自然也是他兴学的一部分。
　　可他万万没想到朝廷公然打出&ldquo;皇族内阁&rdquo;的底牌，给&ldquo;祸至无日&rdquo;做了注
脚。
　　助成共和不入袁内阁　　立宪者们从失望到绝望，纷纷转向革命，严修也在这一年，作出了他的
选择。
　　武昌起义了，朝廷无人亦无军，北洋新军惟袁氏能命。
载沣开御前会议，那桐认为武昌兵变，不必劳烦陆军大臣。
王公大臣们听出弦外之音，不得已，由奕劻提议，再次起用袁氏督鄂。
　　严修闻讯，先安排好袁家子弟，然后赴京，访姻亲华璧臣。
璧臣言，朝廷起用袁氏是真心，近日清廷主政者，那桐之力最强，作为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那桐很
听信助手华璧臣的进言。
　　还在返津的火车上，严修便听说了&ldquo;皇族内阁&rdquo;解体。
上谕袁氏火速来京，推行君主立宪，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
可事过境迁，此时，就连立宪党人也对立宪这条破船嗤之以鼻了。
　　当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清廷退位，此乃天下共识。
有人劝袁氏取而代之，袁审时度势，以为不可。
故袁氏策略及步骤，先维持清室，次行立宪，再论共和，以共和逼清帝退位，然后自为大总统。
　　袁氏组阁，特命严修为度支大臣，严修决不受命，面谒袁氏，坚辞之。
李石曾同汪精卫来访严修，一番深谈后，严修为之引见袁氏。
罗瘿公致梁启超书，就提到这一时期汪精卫经常来访严修，还提到了汪与袁氏会谈。
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
主多数，君当如何？
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这趋向，必系民主多数。
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
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会谈后，产生了&ldquo;国事共济会&rdquo;，主张南北议和。
袁氏特遣专差送来急函，委严修为全权大臣，赴南方议和。
严修立刻复函，申明自己不任官差，决不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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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欲与南方谈判，此事本由严修联系，故严修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议和大臣人选。
而严修已绝意仕途，又辞，袁氏亦无奈。
　　论袁氏&ldquo;不可为总统&rdquo;　　李石曾是老牌革命党人，曾在欧洲经营中国豆腐，严修也
参与了股份。
可两人政见不同，李石曾来见严修，两人又因袁氏任总统辩论起来。
当时&ldquo;非袁莫属&rdquo;论流行，不仅立宪派这样认为，连革命党人也这样看。
　　黄兴表示，如袁赞成共和，决举其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汪精卫也认为，袁氏雄视天下，元首非其莫属。
孙中山则说：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严复&ldquo;与熊纯如书&rdquo;曰：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
尔！
较之列强之执政者，一乏科哲知识，二无世界眼光；其性格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
可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他们都这样说，是因为政治要靠实力。
考察辛亥革命，其所以能成功者，因素有三，同盟会居其一，立宪运动居其一，新军起义居其一。
三大因素中，袁氏有二，而孙文仅居其一。
可深知袁氏者，莫过于严修。
李石曾主共和，以为袁氏为共和总统亦未尝不可，而严修重立宪，以为袁氏只适合做总理，不可为总
统。
若袁氏为共和总统，将不利于己，亦有害于国。
　　后来发生的袁氏&ldquo;搞共和&rdquo;以及复辟帝制的事实，证明了严修所言确为先见。
袁氏本无共和思想而为共和总统，是欲以共和之名行王朝禅让之实。
袁氏先举起立宪的旗帜，以责任内阁逼摄政王载沣退位，再打着共和的旗帜，以南北和谈为由逼清帝
退位。
李鸿章曾说过，袁氏&ldquo;胆大妄为&rdquo;，李不敢妄为总统，而袁氏敢妄为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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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一专题基本上写出了所选人物的风貌，而且文笔活泼好读，较之那些严肃的历史著作，更容易
让读者接受。
在这一系列的人物中，我尤其觉得，那些&ldquo;反面&rdquo;人物写得比原来丰满，比如载沣、袁世
凯、段祺瑞等等。
　　&mdash;&mdash;马  勇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ldquo;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rdquo;系列
报道，从头到尾我都认真看了。
在我看到各大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中，&ldquo;辛亥风云&rdquo;这个系列报道很成功，具体说，我
觉得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总体上，对历史主题的把握比较到位；第二，提供了一些比较丰富的历史
细节，故事也都写得比较生动，这一点很重要；第三，每期报道编排形式比较活泼，尤其是每期所配
的版画风格的插图特别传神，这一点让我印象尤其深刻。
　　&mdash;&mdash;汪朝光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今年是辛亥百年。
在众多专题中，新京报推出的辛亥风云系列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新京报的专题有几个特点：其一
是战线长，场面大，自3月初推出至结束，每周都拿出版面梳理这一影响中国百年走向的历史事件；
二是人物的选择既有代表性，又考虑各个阵营的人，除了被注意比较多的清廷、革命派、北洋集团、
立宪派等阵营之外，还注意到了清朝遗老、新军、以及国际势力。
　　&mdash;&mdash;陈  远  学者　　这个专题总体我觉得不错，有些人物如赵尔丰等写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物写得特别生动，故事也很有意思。
　　&mdash;&mdash;止  庵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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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00年，100人，从居庙堂的帝王权贵到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从开辟风气的思想领袖到各地学堂
的热血青年，从翻云覆雨的商界精英到潜心创造的科技人才，立宪派、军阀、政客、遗老、新贵、总
统、商人、学者、外国在华人士&hellip;&hellip;他们，每个人都在1911扮演了重要角色&hellip;&hellip;　
　回望1911，回到他们的时代，重温他们的梦想，再现我们的1911。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亥风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