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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世凯的大哥徐世昌、被袁世凯视为“旷世奇才”的杨度、皖系首领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人称
“打败全日本”的战略家蒋百里、痴迷于“议会
”政体的吴景濂、孙中山的“护国军师”陈其美、国民党总统府“职业秘书长”胡汉民、更有策士陈
宧仿苏秦张仪奔走，合纵连横⋯⋯
民国，幕僚界出现了井喷，奇人异士涵盖各路精英，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神奇的高参，他们天赋异
禀，所学五花八门，有孔孟道、纵横术、帝王学、西洋经，也有周易、墨子、法治、宪政⋯⋯处于新
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在坚守传统学术与借鉴洋夷理念之间，经常茫然无措。

徐世昌是清廷翰林，固执地认为儒教为救国不二法门；杨度既精通帝王术又深谙日本宪政，总想将二
者结合，结果不伦不类；蒋百里曾留学东瀛西德，搬来最先进的教育方法，跟现实却格格不入；张其
锽执意从先秦诸子那里寻幽探微，岂料人心不古⋯⋯无论是作顾问、军师，还是参谋、秘书，以至文
案、师爷，民国幕僚们都尽心尽力辅佐着主公，如当今的高级策划师、职业经理人，施展平生所学，
一为报答知遇之恩，二为实现自我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往事>>

作者简介

　　宁公子，原名吴安宁，80后，好读书，不求甚解，尤喜民国。
　　曾任某文化公司策划总监，闲暇舞文弄墨，有&ldquo;民国往事&rdquo;系列，其中《江湖风云》
《国商传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推出，《且把浮名抛&mdash;&mdash;才子》《乱世之侠
客&mdash;&mdash;武林》《鸳鸯蝴蝶梦&mdash;&mdash;名媛》由快乐共享文化公司于2011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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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量身定制国务卿　　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了首部正式《约法》。
此时的袁大总统可谓是春风得意，从当上临时总统到而今，他的一系列&ldquo;组合拳&rdquo;打得行
云流水：成功镇压了二次革命，将国民党一干风云人物赶到日本吃芥末；逼国会毫无悬念地选他
为&ldquo;合法&rdquo;总统；通过&ldquo;总统提案&rdquo;，宣布国民党是乱党；接着，在袁
的&ldquo;英明领导&rdquo;下，国会自认已没了存在的必要，正式解散&hellip;&hellip;　　国会在解散
前，还制定了国家的根本大法，&ldquo;正式《约法》&rdquo;取代了《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孙中山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鼓捣出来的，袁世凯不怎么满意，&ldquo;正式
《约法》&rdquo;就很合他的脾胃。
这部被后世称为&ldquo;袁氏家法&rdquo;的《约法》，将中华民国的国体性质做了小小的修改，重要
三点如下：　　1、废除国务院，设&ldquo;政事堂&rdquo;于总统府，置&ldquo;国务卿&rdquo;为政事
堂首长；　　2、行政大事以总统为主，国务卿参议。
　　3、政事堂性质、成员编制不很明确，介于大清的军机处和民初国务院之间，需要什么职位，具
体做什么事情，看总统的心情而定。
　　&ldquo;国务院&rdquo;变成&ldquo;政事堂&rdquo;，简单打个比方，就是法国总统逼着国会宣
布&ldquo;内阁可以解散了，总理就当总统府幕僚团团长。
幕僚的人数，总统说了算！
&rdquo;如果法国总统真敢这么干，肯定会被赶下来。
袁世凯这么干了，却没人能奈何他&mdash;&mdash;懂点宪政高人的全被赶走，剩下的只是御用的举手
机器。
　　既然设了&ldquo;国务卿&rdquo;这么个&ldquo;全国第一&rdquo;的幕僚职位，谁堪当此大任呢？
袁世凯早有中意的人选&mdash;&mdash;大哥徐世昌。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老兄弟，徐不喜出风头，自比诸葛亮，甘当幕后军师，袁又太爱招摇，
军师加明主，二人犹如黄金搭档。
远的不说，就大清退位那会儿，正是徐世昌制片，袁世凯导演，才有北洋将领集体通电吓唬隆裕太后
孤儿寡母；民国初建时，北洋军团一致推举徐为总理，徐觉得领着大清的俸禄干了件对不起良心的事
，谢绝当民国的官，封山归隐。
　　也许是徐世昌精明着：国民党跟北洋军团彼此不对眼，新政府很可能崩盘，要是猴急去当个不甚
明确的&ldquo;总理&rdquo;，没准就闹得里外不是人。
徐世昌究竟怎么想，不得而知。
但是他这步棋是走对了：首任&ldquo;临时内阁&rdquo;短短三个月，就夹在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给憋
得断了气。
接着内阁割韭菜似的换了几茬总理，个个都被弄得狼狈不堪。
　　待国民党发起的&ldquo;二次革命&rdquo;被扑灭，袁世凯平定全国后，情势又不一样了。
袁特意设了&ldquo;国务卿&rdquo;这个职位，对徐拍了份电报，内容可用几个字概括：大哥，来，咱
继续合作。
　　徐世昌曾表态不仕民国，一时半会拉不下面子，袁世凯就跟大哥码齐了台阶：先是派徐的门生王
揖唐（后来当了大汉奸）上门苦苦哀求&ldquo;请先生为天下苍生着想&rdquo;；接着外交总长孙宝琦
、陆军总长段祺瑞齐齐上阵&ldquo;您要不出山，袁总统寸步难行啊！
&rdquo;&ldquo;北洋有如此成就，完全归功于您的指导！
&rdquo;等等。
结局只可能有一个，徐勉为其难：&ldquo;干呢，我确实不能干，也不愿干；不干呢，又觉得不好意思
，没帮老朋友的忙；暂时过渡看看吧，可是民国的俸禄，我是绝对不会领的&hellip;&hellip;&rdquo;　
　在决意启程赴京时，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哭着劝：&ldquo;清室于兄长可谓皇恩浩荡？
前年兄长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
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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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徐世昌很尴尬：&ldquo;我尽量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到时候先帝应该能体谅我
的&hellip;&hellip;&rdquo;　　袁世凯很照顾大哥的情绪，徐刚到北京，袁就以私人身份送了一幢豪华
办公楼，并让手下人全部称徐为&ldquo;相国&rdquo;；并吩咐政务堂所有官员，凡有人要见相国，必
须先通报，非相国传请，不得打扰；至于每月薪水，袁调总统府&ldquo;交际费&rdquo;按时送
上&mdash;&mdash;这笔钱属于兄弟私人所赠送，不算是&ldquo;民国俸禄&rdquo;。
　　政事堂这个&ldquo;超级幕僚团&rdquo;在徐世昌的领导下很快构建了全套人马，杨士琦为&ldquo;
左丞&rdquo;、钱能训为&ldquo;右丞&rdquo;，听起来跟清朝的官职差不多；另有法制局、印铸局等等
，谁也不清楚这些机构究竟具体做啥实事，总而言之，做好幕僚本分，&ldquo;协助总统&rdquo;就够
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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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民国幕僚们都有着朴实而广阔的理想：能力大，责任就大，不求扬名立万名垂千古，只望尽
力协助主公，换来世间和平，苍生安宁。
　　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但为主忠诚可鉴，为国痴心不悔；　　他们在政敌眼中是&ldquo;祸
首&rdquo;，在盟军看来却是&ldquo;奇才&rdquo;。
　　他们多被后世笑做迂腐，他们多在当世饱受赞誉。
　　他们没想会被铭记，他们也不会被遗忘！
　　2.为主忠诚可鉴，为国痴心不悔　　后世笑其迂腐，当世却饱受赞誉　　政敌眼中的&ldquo;祸
首&rdquo;，盟军眼中的&ldquo;奇才&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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