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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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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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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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井有谁知国士
—沪上「遇」杨度
第二章 长青的孤桐
—章士钊京华故居行
第三章 失去的灰墙
— 李大钊殉难地寻觅记
第四章 蒙尘独秀峰
—祭陈独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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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
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
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
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
”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
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
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
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
，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
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
”。
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
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
政治需要决定的。
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
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
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
需要国士。
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
这样赞誉他了。
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
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
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
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
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
了少年头”，无不如是。
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
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
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
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
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
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
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
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
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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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
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
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
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
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
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
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
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
仆仆于此途中？
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
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
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
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
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
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
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
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
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
转年（戊戌年，即1898 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
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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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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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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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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