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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帝制余孽？
筹安首领？
杨度同志？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才华卓绝，抱负不凡。
国学名师王闿运授予帝王之学，又东渡日本研究君主立宪政体，立志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
手。
本书把杨度作为引线，串起袁世凯，袁克定，曹锟，汪精卫，梁士诒，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诸多人
物，展现出整个波澜起伏的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救过之路，引人深思，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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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璈，生于1918年，济南人。
早年任报社记者、编辑。
1949年初随军南下，任《解放日报》国际版主编，主持“国际评论”栏。
后调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离休后从事写作。
现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顾问、中日俳句交流协会理事。
出版有长篇小说《杨度外传》（两次获奖），中篇小说《宝船与神灯》《鹊华秋色》《钟馗新传》，
古典文艺研究《清词精选评注》及童话、剧本、杂著等作品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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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四年前，曾一度想到用小说形式写写杨度其人，但立即感到很难写，一闪念也就过去了。
去年春间，《解放日报》的同志向我约稿，问我有无兴趣写杨度；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很难
写。
最后经不住这个好题材的“诱惑”，决定试一试看。
　　之所以感到难写，因为杨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又处在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
他的经历是复杂的，思想也复杂，虽不是五颜六色，却也不像一个单色人物容易着笔。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人，生于一八七四年，早年寻求救国道路，两度留学日本。
他一直主张君宪救国，回国后被清政府以四品京堂擢用，参与立宪活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做了民国的大总统。
这个大野心家还不满足，又梦想做皇帝。
杨度仰承袁世凯的旨意，发起“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
于是改元“洪宪”，改民国为“中华帝国”，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
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在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的军事打击下，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就垮了
台，杨度也被指为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受到北洋政府的明令通缉。
从此他身败名裂，成为人们诅咒的众矢之的。
他后来又和军阀头子曹锟、狗肉将军张宗昌厮混在一起，晚年又做了上海流氓势力代表人物杜月笙的
挂名秘书，一直做到一九三一年逝世为止。
　　不光彩的历史带来不好的名声，也是十分自然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还是照样骂他，一九七六年上海出版的《章太炎诗文选注》，在一条注释中，
还照样说杨度是“臭名昭著”的“帝制余孽”。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他名誉扫地，已经盖棺论定了。
　　然而，从表面现象看人，以凝固眼光看人，是不可靠的，甚至会制造“冤假错案”。
杨度确曾误入迷途，这有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有他本身的弱点。
但他绝不是反面人物，他“背黑锅”背了若干年，差点儿含冤莫白，成为千古沉冤！
　　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派秘书关照王冶秋同志，要他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在“杨度
”词目下要写上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
当时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个“臭名昭著”的老政客，怎么能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联系起来？
　　后来王冶秋、夏衍这些革命前辈先后写文章，追述杨度入党的往事，人们才恍然大悟：杨度原来
不是鬼，而是人，是勇于补过不断追求进步的人。
　　他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他走的道路相当曲折，经历相当复杂，甚至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要写他，确实不好写，不易写
好。
　　有关他的史料也很庞杂。
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他本人又遭通缉，墙倒众人推，和他同时的人写的笔记或回忆录，多半
是骂他，表示和他“划清界限”。
而杨度的同代人，如夏寿田和章士钊写到杨度时又说了杨度一些好话。
悠悠毁誉，各执一词，我们该信谁的？
更麻烦的是，同一件事的记载也互相抵触，甲说这时杨度是“扮红脸”，乙说这时杨度是“扮白脸”
⋯⋯但杨度只有一个，他不能既做“贼”又“捉贼”。
这里就有个史料真伪杂糅的问题。
如何区别真伪，去伪存真，又是一个难题。
　　最难处理的还是杨度前后判若两人的问题。
从他大开历史倒车到站到推动时代巨轮前进的战斗行列，是个戏剧性的惊人变化，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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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人是会变的，有人由革命阵营叛变出去，有人由反动营垒变而走向人民，这类事例俯拾即是。
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是会承认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辩证地发展着的。
这没有什么难解释的。
问题是，要写杨度的变，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他变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要有他的思
想、性格、品质、情操的连续性。
丑陋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被母鸡嘲笑的丑小鸭变成冲天而飞的白天鹅，都有变的内在根据。
　　要把握杨度的变，既不能用现成套子去套，也不能用别的转变人物进行比附。
杨度只能是杨度，不能溢美，也不应讳“恶”，只能让杨度自己说明自己。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写杨度的。
　　但是，写的毕竟是小说，不免有虚构，有剪裁，有夸张，这样，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小说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后，先是杨度的家属到报社抗议，认为小说丑化了杨度；后来又有读
者认为不是丑化，而是美化了他。
　　究竟有没有丑化或者美化呢？
　　这个问题，在我决定写杨度时一直犯嘀咕：要是把他的品格基调写得太高，就没法解释，他怎么
会干出鼓吹洪宪帝制那种丑事来？
要是把他写得太低，又没法解释，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出生入死的地下共产党员？
　　怎样塑造他的形象，才能既不离谱，又使人信服呢？
　　我也曾想：艺术形象是一种创造，不是写历史，把曹操写成大白脸，把诸葛亮写成妖道，读者也
没有否定《三国演义》的价值呀。
　　不过，我不敢高攀罗贯中那样的大师，为了慎重更慎重些，还是老老实实采用一种笨办法，就是
尽量从史料中找根据。
只要有根有据，就可以避免丑化或美化之嫌。
　　我发现，杨度是书生型的人物。
这一下救了我，这把他整个人也照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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