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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敲完本书最末一行文字的时候，2003年的最后一阵秋风已经远去。
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时令的班车，把一股稍带肃杀之气的“真”带往远方，让喜欢历史
的读者朋友们能临风而抖擞一下。
 我不喜欢温吞而平庸的天气。
在因袭的云絮下活得太久，会不知道云外的阳光的真相是七彩的。
所以，我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如冷空气一样，吹开凝固了很久的传统的云团，让人冷静片刻，再回
望一下斑斓的历史。
五年前，我写那本《百年独语》时，也是这样想的。
在那本“独语”书中，我用自己的话，讲述了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
可能与人们听惯的说法相迥，故有朋友笑言：你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毒”语。
我只笑笑，并不解释，继续于本职工作之余，寻百年来一些钜子巨子的遗迹，并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
，“独语”我对近代史的一己之见。
这本书里，我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
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
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己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
他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
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
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
会才会有生气⋯⋯”于是，我就想对大家说：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的时代，也
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
也许，它是古老中华第一次走上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
的笨拙尝试。
“武”只是那个时期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
所谓好人、坏人，所谓正确、谬误，我没顾上区分，所以只好请读者自己评判吧。
 应该告诉你的是：我对所有试图推进中国历史进程的先人都怀有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陪我慢慢走过历史遗址的各位旅伴，当然，更要感谢在漫长人生旅途中对我
援手施助过的所有人。
李洁2003年初冬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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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爬梳史料，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袁世凯
、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
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北洋时代的风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的既有认识，呈现出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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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洁，青岛资深报人、著名人文学者，著有《百年独语》《1912-1928：文武北洋》等。

其著作《1912-1928：文武北洋》通过对袁世凯、黎元洪、杨度、章士钊等北洋人物生平及故址的追寻
，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生动地还原出整个北洋时代的面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的既有认识
，探究了共和发轫期的政坛风云，是近十年来有关北洋历史不可多得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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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重编版序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增订版序
初版自序
第一章 漳洹犹觉浅
—站在袁世凯遗址上的畅想
第二章 东厂胡同有遗德
—对黎元洪故宅的寻访
第三章 凄雨中的末路英雄
—段祺瑞旧居及其他
第四章 茫茫烟蔓寻何处
—吴佩孚遗迹考
第五章 草莽元帅林
—张作霖的空穴与故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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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袁世凯并未打算传位于子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
命题。
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
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
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
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
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被时人推崇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
，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
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近百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
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来说，
是多么的不适应啊！
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
刚剪掉辫子的脑袋。
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的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者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
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始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
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鬟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
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
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
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导，而自家看到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
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很大的中文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时常读之，借以了解社情
民意。
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
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
地拥戴他当皇帝的好消息一篇接一篇，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娘的大儿捣的鬼！
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且边挞边
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替他惋惜，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
湘籍才子杨度和他的老友、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
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
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
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偏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
他成了新朝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
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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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
“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杨度等筹安会的帝制干将。
还有人说，老袁还曾于昏迷中嗫嚅：“杨度害我⋯⋯”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河南卫辉赶来，见到相交
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
当着在场的袁克定、段祺瑞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老袁：“总统有什么交代的？
”老袁喘息着，吐出了两个字：“约法”。
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就在袁氏尸骨未寒时，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
—这套由上一任元首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
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
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
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吴佩孚拒绝苏联拉拢，维护中国主权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盟者变成了屠杀者？
权威的教科书似乎一直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向罢工
者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
想想这句话就觉得不着边际：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哪需要对辖内铁路上的工人们“伪装
”？
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数据丛书》
，正是这套重新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红宝书”（该书不仅封面为暗红色，而且还真
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思路指南），让我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对吴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择，有
了全新的理解。
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
”吴佩孚！
若不是民族气节极重的吴大帅拒绝了苏联人的诱惑，现代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去还真未可知哩！
越飞（Abram Adolf Abrahamvich Joffe），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
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
封信，其肉麻的程度，现在读来还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且看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吴佩孚将军亲启将军先生：⋯⋯我们都怀着
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
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
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
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
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
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A.I.Gekker）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
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
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你看，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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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已离开政权中心的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又与盟友张作霖为争华北的地盘打起来了，用苏联的枪炮武装起来的冯
氏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不得不宣布下野，其部下则通电全国表示要“迎吴讨奉”，即迎回吴佩孚领
导他们讨伐张作霖。
吴大帅正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欲与奉张决战。
只是，老吴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对“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因为他们也信此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
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
地写着：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
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
⋯⋯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
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
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尽管他拥有“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
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也尽管他麾下的军队让苏联人看到了“从未见过这样
完美的军事秩序”，但一个无限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
换取洋人的支持？
清末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因奉派
参加日军谍报小组而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
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国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
中国政府。
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半个多世纪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
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时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
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的硬汉子。
苏联人的愿望适得其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
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
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
须记，在北洋政府时代，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管哪个系的军阀当政，都没有放弃
对外蒙古的宗主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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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比较熟悉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在这方面⋯⋯李洁的《文武北洋》，傅国涌的《叶公超传》等，
这些书都很不错。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这本书少了几分迂腐气，多了几分现场感，使我们在早已被冷落的
遗址中间看到了许多被遗忘的历史细节。
 ——傅国涌 《文武北洋》，可谓民国史的好读物。
 ——作家 土家野夫  《文武北洋》，是我心中不可多得的民国史读本。
 ——作家 叶克飞 我昨天还在看一本北洋的书《1912—1928：文武北洋》，我们的正史写北洋的时候都
是“军阀混战”，就这一句。
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在北洋时代真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崔永元 我买了30本送人。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 程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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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比较熟悉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在这方面⋯⋯李洁的《文武北洋》，傅国涌的《叶公超传》等，
这些书都很不错。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这本书少了几分迂腐气，多了几分现场感，使我们在早已被冷落的
遗址中间看到了许多被遗忘的历史细节。
 ——傅国涌 《文武北洋》，可谓民国史的好读物。
 ——作家土家野夫 《文武北洋》，是我心中不可多得的民国史读本。
 ——作家叶克飞 我昨天还在看一本北洋的书《1912—1928：文武北洋》，我们的正史写北洋的时候都
是“军阀混战”，就这一句。
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在北洋时代真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崔永元 我买了30本送人。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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