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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重臣，新政领袖，民国总统，恢复帝制的野心家，这是完全的袁世凯吗？
这个河南人如何以自己的勇气和狡猾，不借助于科举的捷径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这个曾经被国内外寄予希望的“中国华盛顿”，是怎样在实验了一段民主共和之后，一步步重回专制
的老路，又是怀有怎样的动机想当皇帝的？
《晚清有个袁世凯》以贴身紧逼的方式触摸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寻绎出悖论式的连番提问，展开一
代权臣袁世凯波谲云诡的一生，并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其内心世界，写他的坚韧不拔，写他的大义
凛然，写他的摇身一变，写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敢为人先，写他的阴险毒辣，写他的不识时务，写
他的身不由己⋯⋯这是作者“晚清三部曲”的第三部，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
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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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焰，男，安徽旌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有《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蝶影抄》、 《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
、《思想徽州》、《男人四十就变鬼》、《夜兰花》等书十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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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代后记：历史的意义附：袁世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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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
　　虽然朝鲜的两次叛乱被平定，但这个半岛国家的境况，并没有得到缓和，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1885年3月，继日本外相井上馨恫吓朝鲜得手之后，日本政府又派官内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对清政
府在朝鲜的做法提出抗议。
伊藤博文到达天津之后，清政府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谈判。
伊藤博文觉得李鸿章很难对付，径直跑到北京总理衙门，要求直接跟清政府进行对话。
总理衙门在接待了伊藤博文之后，令其返回，仍跟李鸿章交涉。
接下来的会谈中，日本方面除提出道歉和赔偿要求外，还要求中方严惩朝鲜事件中的“罪魁祸首”袁
世凯。
日本方面提出，朝鲜之所以陷入混乱，完全是袁世凯一手挑起的。
经过近一周的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共有三条：中日两国四个月内撤出驻朝
军队；两国均不许派员教练朝鲜军队；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几朝鲜出兵，必于事前
相互告知。
至于惩处袁世凯一事，经过“太极高手”李鸿章的一翻青敷衍，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尤其是关键条款“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
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这一条文上，李鸿章还是上了小字辈伊藤博文的“套”，为
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日本势力蛮横向朝鲜渗透之时，俄国、英国及其他列强，对朝鲜也蠢蠢欲动。
对于当时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列强有意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承认。
与此同时，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也对这种不成文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一直盘算利用矛盾，争
取独立和自由。
在俄国的诱使下，朝鲜背着清国，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将军舰开到另一方
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这等于宣告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
英国在知晓了这一项协议的内容后，先下手为强，以防止俄国入侵朝鲜为由，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到了1885年7月，由于中、日两国已从朝鲜撤回军队，俄国对朝鲜的干涉越来越多。
俄国使者面见朝鲜国王，要求朝鲜接受俄国保护，并且帮助朝鲜训练军队。
国王李熙一边报朝廷，一边致函李鸿章，要求清国对此事给个说法。
显然，朝鲜方面想以强大的俄国，对清廷进行施压。
清廷和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这张旧牌——李鸿章与已在中国的大院君进行了会谈，又跟
朝鲜国王李熙进行沟通后，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考虑，决定将比较亲近清国、思想趋向于保守的大院
君派回朝鲜国内。
在李鸿章和清廷看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旧派的大院君对于维护中朝现有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大院
君回国后，不仅能增加亲中派的势力，也能有效制衡他的儿子、朝鲜国王李熙，以及变化无常的闵氏
。
大院君归国的消息在朝鲜传出之后，闵氏家族感到惴惴不安。
闵妃竟派人携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以行贿来乞求李鸿章阻止大院君回国。
这样的举动让李鸿章啼笑皆非。
闵妃集团的坚决反对，使得送还大院君归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朝鲜统署大臣金允植向李鸿章建议，让朝鲜国王李熙亲自写一封信给父亲大院君，恳请他回国协助事
务。
这样，大院君的归国，就有了充足理由：　　在等待李熙信函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考虑让谁来承担
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重任。
一开始，李鸿章准备派一个心腹将领率五百人马护送，但随即，李鸿章想到了正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
，觉得还是由熟悉朝鲜国情的袁世凯担当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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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急招在河南陈州的袁世凯火速赶到天津。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一路兼程，昼夜狂奔，甚至因此累死了一头骡子。
到了天津之后，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的第一句话就是： “现在的局势就如同演戏，观众已到，只等你出
场了。
”袁世凯问明情况之后，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李鸿章摇了摇头，笑着说：“韩人听说大将军
去，肯定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呢？
至于其他人，就不需要了，你只需带数十个随从就行了。
”9月下旬，朝鲜国王李熙恳请其父归国辅政的信函到达。
大院君李罡应和袁世凯可以名正言顺上路了。
袁世凯一行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军舰启程。
10月3日，袁世凯一行到达仁川后，受到朝鲜民众的热烈欢迎。
到达汉城之后，袁世凯对闵妃和李罡应之间的矛盾作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
数日后，袁世凯离开了朝鲜回天津复命，算是圆满完成了李鸿章交代的任务。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这样，时年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再度回到朝鲜，重新开始他在朝鲜的生涯。
李鸿章特意致书朝鲜国王李熙，称袁世凯“奉旨命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
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可以看出，袁世凯这一次在朝鲜的身份，较过去大不一样，享有很大的权力。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列强的势力已波及朝鲜，各国已向朝鲜派遣了
驻朝使节，朝鲜闭关锁国的局面不再。
东西方列强尽管在朝鲜的矛盾与角逐日趋尖锐，但他们共同的态度是不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因
而故意不把袁世凯视做清政府驻朝的全权代表。
这样在朝鲜的外交圈子内，清国的势力就成了最受排斥、最受歧视的人物和机构。
列强们各怀心思：日本一心想让朝鲜摆脱清国，投入自己的怀抱，甚至想一下子吞并朝鲜；俄国则想
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英国等其他列强，也想利用朝鲜的不稳定，慢慢蚕食朝鲜，从而控制远
东。
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王国本身，李熙一方面想摆脱清国，图谋自强自立；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和西方
列强的虎视眈眈感到害怕，唯恐摆脱了狼，却引来了虎，行动上一直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
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强势，既恨又怕，表面顺从，但在背地里，一直希望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达到
自己的目的。
　　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挤压中，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袁世凯专门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呈交朝鲜政府，阐述朝鲜“依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
有四大害处。
在行动上，袁世凯一直显出强硬的“上国”风格，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在很多事情甚至是一些细枝末
节上，强硬坚决，毫不相让。
1890年，朝鲜赵太妃病逝，按照清国礼节，藩属国国王、王妃去世，需派“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
告讣，然后由清廷派使节前往赐祭，并赐谥号。
赵太妃病逝，朝鲜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
袁世凯毫不马虎，不断敦促朝鲜王室派使者去北京告知。
在袁世凯严格敦促下，朝鲜只好派使者前往。
袁世凯的武断和专横，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公使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本以为朝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
物，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袁世凯，让他们如芒在背。
日本致书清政府，请清政府命袁世凯访问东京，与日本大臣面商有关朝鲜事宜。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让袁世凯不要干涉朝鲜的主权，让朝鲜自主变法，以图自强。
　　袁世凯在朝鲜的铁腕政策，让日本恨之入骨，其他国家的公使，对于袁世凯也颇有微词。
尤其是俄国，因为几次与朝鲜的密约被袁世凯识破，也对袁世凯咬牙切齿。
美、英、俄等国联合起来向清廷告状，指责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要求处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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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世凯在朝鲜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李鸿章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独断专横、情绪暴躁
，也明白袁世凯竭力维护清国“上国”地位的一片苦心和难处。
1890年袁世凯赴朝鲜担任办事大臣三整年时，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给袁世凯写下了“血性忠诚
，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
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
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李鸿章重用袁世凯是有充足理由的。
除了在外交上据理力争外，袁世凯在朝鲜经济、交通、财贸的发展上面，也显示了自己的才能。
尤其是华商在朝鲜的渗透上，袁世凯做了很多工作。
他设置了巡警，专门保护华商在朝的利益，设立各商帮会馆，建立董事，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华商的政
策、措施，以促进华商经济的发展。
袁世凯还奏请总税务司拨款万元，招租商局轮船一艘，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打破了日本在中朝之
间商贸运输的垄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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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有一个当代中国人能够忽略晚清历史，失落与找寻、绝望与欣喜、残败与新生、啼血与饮泪，
历史三峡在这里演绎了最波澜壮阔最悲欣交集的惨烈一幕。
以大人物进入大历史，从大历史寻找大思想，赵焰先生的"晚清三部曲"把历史叙事与人性分析相结合
，历史的复杂在个体生命的内在冲突中具体而微地展开。
作为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晚清有个袁世凯》将通过这个近代一中国最具争议的特殊人物，为我们展
示历史转折的多元冲突和丰富意义。
　　——（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　　晚清人物，袁世凯是白鼻子的脸谱，这脸谱是教科书
画出来的。
非脸谱化的袁世凯，总得有人来画，否则，这么大的人物，就说不清了。
赵焰笔下的袁世凯，没有白鼻子，但依然好看。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是
三个重要历程。
在这个历程中，前一阶段为下一阶段打下基础，使后一阶段在此基础上对前一阶段进行否定。
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可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晚清有个袁世凯》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以散文笔法撰写历史，新颖流畅，以
一种冷静而独特的方式，透视了历史裂缝中的幽暗人性，也给了这个重要晚清人物以另一种解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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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有个袁世凯》赵焰：晚清三部曲：的终结篇！
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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