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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
《总统们》包括北洋政府的5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
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共6位总统。
青年作家张程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质朴地评介了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6位总统，一改传统认识思路
里对6人的偏颇认识，引入不少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视的史料，视角独特地写出了这几位人物的另一
番故事：全书兼具客观思辨性和故事趣味性，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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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程，浙江临海人，现居北京，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学士、外交学硕士，现为职业编辑、业余作者。
张程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历史作者。
其写作先是集中在古代专题史和断代史，出版有《三国大外交》、《脆弱的繁华》等书；之后转向微
观案例的写作，出版有文章合集《大案人心》、《帝国的坏脾气》等，近来，其写作偏重于中国近代
史，从政治运作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从社会变迁角度考察宏观历史，出版有《泛权力》、《辛亥革命
始末》，此外，张程还出版有《中国脸谱：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并翻译出版了《中国人本色》、
《多面中国人》等西方观察近代中国的作品。
在《光明日报》、《国际先驱导报》、《经济参考报》、《科学时报》、《百家讲坛》、《中华遗产
》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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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
第一章、孙中山：中国第一位总统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革命起步：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总统生涯：仓促民国和空降总统
　南北统一：议和与让位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两面派
　“多用匪类”：不靠谱的依靠力量
　名垂不朽：孙中山之死与身后事
第二章、袁世凯：路过民主共和的门口
　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晚清重臣：练兵与办新政
　东山再起：“养病”与逼宫
　宋教仁案：幕后主使?庇护凶嫌?
　艰难抵抗：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洪宪帝梦：中国还得有皇帝?
　后袁时代：民国从此成乱世
第三章、黎元洪：菩萨总统梅开二度
　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张振武案：诬陷案背后的黎袁斗法
　被迫离鄂：黎元洪搬进了瀛台
　府院之争：引狼入室成复辟
　法统重光：尽职演员与虚假闹剧
　息影津门：黎元洪的隐居时光
　⋯⋯
第四章、冯国璋：典型军阀与非典型总统
第五章、徐世昌：民初乱世的方人总统
第六章、曹锟：总统的诱惑力
后记：大变革时期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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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午后一时，国民党继续在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仍由张继主持，由张耀曾报告六党
合并情况。
大会进行中出现了些许插曲，先是有人反对国民党的名称，要求改称民主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作
罢；后来又有唐群英女士登台，谴责国民党党纲取消了同盟会中男女平权的条款①，伤了女同盟会员
的心。
唐群英情绪激动，看到热心主持六党合并工作的宋教仁站在讲台旁，举起手中的扇子就要打宋教仁。
张继赶紧拉住唐群英，好言劝阻下去。
会议最关键、最费时间的内容是领导人选举。
为避免冷场和秩序混乱，会务人员让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讲，同时分发选票并回收计票。
孙中山先生口才很好，威望又高，果然吸引住了观众，保证了选举秩序。
这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谈民生问题。
他指出，现在民族、民权问题基本解决了，只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
党外人士误会民生主义是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其实民生主义是建设国家，“富人极应赞助提倡
之”。
因为民生主义的目的是社会均富，防止出现西方社会资本剥削劳动大众的情况，“民生主义即以富人
虽富，不使以其富害贫人”，所以，大家都要来共同实践民生主义。
接着，孙中山回应了男女平等问题，说男女平等始终是革命目标，但现在“可置为缓图”。
只要民主共和巩固了，社会进步了，男女平等才能有扎实的基础。
“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
”梁漱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选票超过千张，回收、统计工作颇费时间，孙中山演讲预订的
时间不够了。
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一见到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就赶紧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他继续讲下
去，如此反复多次。
八月底的北京很热，孙中山又穿着西式大礼服，站着演讲时间长了，就不断地喝水、擦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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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大家阅读此书。
    这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
以1928年东北易帜为界，“中华民国”38年历史(1911年至1949年)可以分为两段。
前17年北洋军阀操纵北京政权，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北洋政府时期”。
这本《总统们》里的总统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五位总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共
六位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乱得一塌糊涂。
16年间，北京召集过五届国会，颁布过7部宪法，组建过42届政府，约60个人担任或者代理过内阁总理
。
但以“总统”名义执政的却屈指可数，其中临时大总统2人(孙中山、袁世凯)、大总统5人(袁世凯、黎
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
其他名称的国家元首有临时执政1人(段祺瑞)、陆海军大元帅1人(张作霖)。
这8个人中，中间的6个人都在小站练过兵，是百分百的北洋枪杆子人物(徐世昌虽出身翰林，但投笔从
戎)，最末位的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投靠了袁世凯，也算半个北洋枪杆子。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位西式政治家，不做军阀的那一套，可也掏过手枪扔过炸弹，军事经验不逊
于其他诸人。
8位国家元首都深深地与乱世军队牵连在一起，是民国早期的一大特色。
    本书又是怎么写这六位总统的呢？
    老实说，书中的六位总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课本教、电视放、报刊写、口耳相传，相信
每位读者肚子里都装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要把他们写好、吸引读者重返清末民初去看他们的作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本书写的是我心目中的六位民国总统，我尝试着写出他们的另一面。
因为我觉得，人们对六位总统惯常的认识存在偏颇，许多史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比如课本上的袁世凯就戴着一张面具：面目狰狞，一无是处。
我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政见、一心追逐权势的卑鄙野心家。
他在朝鲜局势、编练新军、主政直隶、晚清新政等方面都有建树，是当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人物。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被许多人看做是稳定局势的强权人物。
但在西方民主共和问题上，袁世凯无知，而且排斥。
他曾对西方外交官说：“我们传统的习惯与你们西方的很不相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
妥地运用你们的抽象的政策观念。
”考虑到袁世凯一生只有四年生活在民国，他的底色是传统的、旧式的。
他首先是个清朝权臣，其次才是民国总统。
实事求是地讲，袁世凯对局势的判断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能彻底解
决的，骤然照搬西方制度反而会激化中国的问题。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在中国国情下水土不服。
当然，袁世凯肯定是个大罪人。
他的罪过在于，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力人物理应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富强之路，可他却将中国步步引入歧
途，直至个人粉墨登场南面称孤。
袁世凯对民国初年的局势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许多人看到袁世凯做过皇帝，就以为袁世凯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
其实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袁世凯终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他留着两撮大胡子，又喜欢喝粥，几乎每餐都喝好几种粥，有大米粥，有小米和玉米混掺的粥，还有
一种河南的绿豆糊糊。
袁世凯吃东西很快，几口就吞完了一大海碗的面条，常常弄得胡子、衣服上沾满饭食。
即使当了总统，袁世凯也从不用手绢，抹汤汁、擤鼻涕都用衣袖擦擦，结果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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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乡土”的是袁世凯不爱洗澡，与当时北方农村的老农一样每年只在过年时洗澡，平时就用湿毛巾
擦一擦身体完事。
别看袁世凯留下来的戎装照威风凛然、光彩照人，可就光鲜那么一层，里面还是一个河南老农。
    后人常常仅凭结果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生。
袁世凯日后的表现让许多人过分关注他的恶行，忽视了他身上的闪光点。
其他几位总统的遭遇也类似，不到百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沉淀了不厚不薄的尘埃。
希望本书多少能吹散一些历史的尘埃，显露真迹。
    北洋政府时期顺带着也沾染了不少的历史灰尘。
那是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统治薄弱、民生暗淡的时期。
东南西北军阀攻来打去，全国一盘散沙；外辱不断，中间还夹杂着“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
败，怎能不叫爱国志士为之扼腕叹息？
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并非一无是处。
恰恰是政府控制力的薄弱，才给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带来宽松发展的空间，非政治层面的各项事业取
得了长足发展。
当代社会的许多事物，都可以在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中找到模糊的源头。
近年来，人们拿出望远镜回望民初社会，兴趣盎然。
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民初社会拥有若干值得肯定、珍惜和回顾玩味的东西。
    1912年4月16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了署名“天仇”的文章《胆大妄为之袁世凯》，此后一连发表
了10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历数袁世凯劣迹。
“天仇”是当时年仅21岁的戴季陶的化名。
他把袁世凯批判得体无完肤、十恶不赦，更在4月26日发布《讨袁世凯》一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
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坦然处之。
尽管有时候，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很不高兴，和作者、编辑对簿公堂，但对簿公堂本身就意味着北
洋军阀对媒体的宽容。
比如冯国璋曾经因为报纸称他为“狗”(他本来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狗”)，愤而与报馆法庭上相
见。
但他对报刊媒体总体是宽容的，并无取缔、操纵之举。
民国初年的报馆遍地开花，繁荣得很。
报馆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比如戴季陶之类的“愤青”，往往因某个事件或者不公现象抨击政府，指
名道姓骂政治人物。
他们的监督很有意义，但很多时候是仅凭有限的事实乱扣帽子乱放炮。
1912年早期，袁世凯的形象和作用还相当正面，《民权报》和戴季陶的言行遭到了同盟会稳健派的反
对。
同盟会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打起了笔仗，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
搬出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来，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
其实，《民立报》自己也批评袁世凯，只是比较温和而已。
    宽松的环境让戴季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
熊希龄财长与列强银行团磋商的借款时候，“天仇”发表了一篇言辞激越的奇文《杀》。
全文四句话，24个字：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    于是，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季陶“鼓吹杀人”为名将他逮捕。
十里洋场各报馆顿时大哗，强烈要求租界当局放人。
国务总理唐绍仪也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
租界当局第二天就让戴季陶交保开释，不久以“妨害秩序”罚款戴季陶30银元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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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民国初年社会的好玩之处，当时有“报馆热”、“政党热”、“办学热”、“新学热”、“
出洋热”等等。
大城市中，称会、称党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上海百姓专门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一类人：街头政治家。
有那么一群人，终日里西装革履、挟着公文包，与社会三教九流广有联系，满嘴新名词，什么国家、
政府、民主、共和、平等、富裕等等。
一旦国家有事或者社会上出了热点问题，他们就鼓噪而起，成立若干协会、团体或者大会。
别看这些全国性团体的总部设在里弄的某个亭子间里甚至是楼道的一角，却丝毫不影响街头政治家们
的热情。
于是，五花八门的通电充斥中国上空。
一些人甚至以名字列人通电为荣，至于这些通电有没有人看没关系，只要自己能露脸就行了。
如果有人去看电报内容，即使看完觉得电报狗屁不通，通电之人也得意洋洋，多了份炫耀的谈资。
当是时，西方风气汹涌进入中国，主流观念希望中国大地能够复制西方社会，可惜学得不深不好，就
变成了上述情形。
    民国初年，中国大地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不单单有传统王朝崩溃新权威未能建立的混乱，
还有中西方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混乱。
如何看待这个大变革时期呢？
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因为缺乏社会铺垫和思想教育，依然没有逃出中国传统“改朝换代”的范畴。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堕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
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
的来源于历史习惯。
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
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这些民遥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
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
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
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
”(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社会组织方
式，是客观存在的，有目共睹的，但传统被掩盖了，新的东西被夸大了。
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
”(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中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面对几十位临时参
议员宣誓，誓词很短，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
从此，千年古国告别了王朝，进入了现代社会。
“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人‘民治’的新时代了。
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
式以及价值系统。
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
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
年之功了。
”(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各国都经历了从王朝到现代的转型。
这个转型很艰难，涉及各方各面，难免存在反复。
英国就有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法国有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称帝，俄国的转型期更长，农奴经济、专制
残余和薄弱的经济让自上而下的历次政治跃进都大打折扣。
民国建立后种种乱象，常让人有痛心疾首之感，但是如果放在社会艰难转型的大背景中观察，我们也
许会平常、客观一些。
转型的疼痛表现为社会乱象，也许是中国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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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每一本书的完成，都是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结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和文献。
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唐德刚著
的《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中国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2的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
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真假共和一1913的中国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12月版；朱宗震著的《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美]费正清著，刘尊棋
译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版；夏双刃著的《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
》，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李菁著的《孙中山传——天下为公》，华文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王政
著的《历史的棱角》，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版；刘秉荣的《荒诞史景——北洋官场迷信实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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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权力巅峰的黑白神情，民国总统的多面人生。
六个总统的政治传记，六亿同胞的乱世体验。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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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