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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最后一批士大夫们，用自己的经历和人生书写出了上承大清下启民国的那段历史。
本书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他们在这样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迷茫、痛苦、奋进与革新。
        他们的人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曲折就是当时中国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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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扎不棱（蒙古族），1970年生，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文史类文章数百篇。
2007年末，从事图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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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谭延闿：翩翩混世的“士大夫”　　浊世翩翩小妾儿　　湖南人谭延闿年轻时有两件事让他
非常难过：一件事是总有人称他为“小老三”；另一件事则是，他考中的本是进士第一名，但因为是
湖南人，又姓谭，所以被一些官员生生给抹下去了。
　　针对第一件事，他特意问过自己的母亲。
他的母亲哭丧着脸对他讲：“因为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你为庶出，所以大家才叫你‘小老三’呀！
”　　懂事之后，谭延闿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原是父亲家里的丫鬟，后来被父亲纳为妾，肚子倒有出
息，生下了谭延闿，可待遇与尊严上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
全家吃饭时，大奶奶二奶奶舒服地坐在那里吃，她必须站立一旁服侍家主，等大奶奶二奶奶吃得肚皮
鼓鼓去睡觉了，她才可以上桌。
　　谭延闿知道自己因为是小妾的儿子而受到这样的待遇后，很是愤怒。
所以即使他后来老婆死掉了，他也坚持不再娶。
　　民国五年，他的妻子病逝，此时，谭延闿正值中年，最该有个女人的时候，可他坚持不续弦。
民国九年，他最崇拜的孙中山先生亲自为之做媒，也被其婉言谢绝。
谭延闿生母去世时，其住宅在谭家祠堂之后进，灵柩出门，须经过祠堂大门，族中人谓非正室灵柩，
不准从正门抬出去。
谭延闿乃仰睡于灵柩之上，声称自己已死，令人将灵柩由大门抬出去，族人无法阻挠。
这可以看做是为其母亲争了一口气。
　　不过，他母亲的身份倒是对他后来的为人处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想想看，一个总看人脸色活着的人，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委曲求全，如何小心行事。
按俗话来讲就是，小心走路，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得罪任何人。
　　而第二件事，谭延闿知道后很是气愤了一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势的变化，他也就释怀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会试的时候，谭延闿本是第一名，理应参加殿试，但因为他和谭嗣同同姓的缘故
，主考官们怕惹老佛爷慈禧不高兴，于是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把他的名字从殿试名单中剔除，后来慈
禧看中了刘春霖的试卷，因为当时大清太需要“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了。
这个故事我们早有耳闻，却想不到倒霉鬼居然就是谭延闿。
　　谭延闿出生于杭州，当时正是他父亲任浙江巡抚时。
他七岁开始读书，把书读得很让人吃惊。
他父亲虽然有几个儿子，但大都不成器，只有这个小儿子谭延闿被他认定是读书的好苗子。
　　光绪十八年（1892年），谭延闿从福州回湖南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
二十三年（1897年）应乡试优贡，中。
谭延闿二十八岁时中了举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同年七月到职，但不久，他的老父亲死了。
谭延闿就请假回到湖南。
　　回到湖南后，他就遇到了一件古怪事。
当时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筹备在长沙发动起义。
不过不幸的是，提前就有人把消息放了出来，湖南巡抚密令相关人等捉拿这二人。
谭延闿知道这一消息后，请负责追捕两人的官员吃饭，替二人说好话。
当时，清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只吃饭不干活的懒狗，吃了谭延闿的饭，大家彼此又很熟，就把追捕
的步伐放慢下来，黄、宋二人得以逃脱。
　　湖南人在赶革命时髦上非常有先天优势，大概是盛产辣椒和穷得要死之缘故，但凡湖南的读书人
似乎都看不惯清政府的一切。
谭延闿虽然是清政府钦定的进士，可在周围人的影响下，“立宪”、“改良”等让清政府非常头痛的
新名词，谭延闿却学得很快。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谭延闿是激进的。
　　修铁路，或者说让铁路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是谭延闿一直为之努力的事情，从他回到湖南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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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谭延闿一直在铁路方面奔走筹办，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的保路运动遥相呼应。
但清政府不让人民保护铁路，而是帮着帝国主义争夺铁路，保路运动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失望到极
点。
但失望归失望，他还是没有革命的想法。
因为他是立宪派，立宪派是维护清政府的，革命派是要革清朝性命的。
谭延闿即使再激进，他老子当年的谆谆教诲还依稀可闻，他也不可能全都给忘了。
　　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准备合作，一起跟清政府摊牌。
谭延闿参加了谈判会议，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即使清政府是没有救了，但也不至于每个人都要背着一
包炸药冲上去玩命，应该用文明的方式“革命”，即所谓“文明革命”，“换旗换印”。
　　这一下就把革命派的人惹恼了。
想当年，陈胜革命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吃点好的，在社会上有个地位？
“文明革命”是什么？
不就是清政府把旗换了，把官员的官印换了，然后继续当他们的官！
　　革命派哪里肯干！
他们为什么要革命？
目的就是要把清政府推翻！
这种“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的思想显然不能为革命派认可。
　　于是，好战分子——湖南的新军首领焦达峰、陈作新发动起义，当上了都督。
谭延闿只能站在那里看，摇着头。
　　焦达峰并不会照顾老谭的情绪，他在湖南一宣布革命，湖北方面也开始宣布独立。
清政府派出袁世凯进攻湖北，湖北方面慌忙要焦达峰来援助。
焦达峰当年二十四岁，胆子大，敢想敢做，立刻着手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
　　谭延闿见焦达峰没有时间理自己了，意识到自己可不能颓废，于是用他在湖南的影响力召开咨议
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限制焦达峰的都督权力，与焦达峰争权。
可谭延闿有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军队。
　　不过老天很帮忙，焦达峰造反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五十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
峰要求升官，焦达峰不但不给他，还训斥了他一顿，大意是：此时正是危急之秋，你不想着让湖北兄
弟脱离危险之境地，居然要官做？
做个屁！
　　要知道，当时的许多新军领袖都是流氓，至少对于清政府而言，他们骨子里就是流氓。
新军，其实就是清政府给自己埋的地雷，后来果然踩上了。
　　梅馨见兄弟不给自己官做，心里很不是滋味。
谭延闿适时地凑了上来，两人谈了谈当下时局，话题就转到焦达峰身上来了。
谭延闿那么多书不是白读的，激将法用起来熟练得很。
梅馨一气一感激，就答应谭延闿，跟着他再革命。
　　两人计谋已成，焦达峰却浑然不觉，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四十九协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他身边一
下就空了。
　　从大局来讲，焦达峰这样不顾自身安危，把所有军队都派上了湖北，的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忘我
的精神。
如果不是新军第四十九协主力及时支援湖北，湖北的革命军早已经被袁世凯灭掉了。
当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架起的大炮构造的火力网牢牢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
　　那时的革命军，革命意志其实并不强。
造反如同家常便饭，投降也如喝口凉水一样简单。
袁世凯的大炮每轰一下，在武昌和汉阳的革命军心中的投降打算就加重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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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新军第四十九协主力来了，力量加强，人心凝聚，队伍就好带了。
袁世凯方面，见革命党的人数还真的挺多，让这位盘算着保存实力的清廷大员没有急攻武昌和汉阳。
这就使得革命军一方愉快地活了下来，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为后来全国响应的革命，促使清廷
的倒台创造了一个很好机会。
　　但是奠定这大局的焦达峰却等来了人生的终点。
他在长沙，身边没有多少兵，谭延闿与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军队，将焦达峰及陈作新通通
干掉。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1日，距武昌起义仅仅二十一天。
焦达峰一死，按照事前约定，梅馨派人抬着一顶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破轿子，匆匆地跑到谭延闿家里
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
　　谭延闿这个时候有点慌了，因为来接他的士兵也是群饭桶，没有告诉他是谁派来的。
大家一窝蜂地就冲进了他家，让他上轿。
　　谭延闿第一次表现出了读书人的懦弱，吓得号啕大哭，抓着门框，死也不肯出去。
直到士兵说是梅馨派来的，他这才向老母妻儿大哭一回，然后依依不舍地走出门，再三回首。
士兵们实在不耐烦了，就把他的脑袋摁进轿子，又把后半身推了进去，抬到了都督府。
　　在路上，他见轿子走得疯狂，士兵们的嘴巴里又全都是脏话，他还是不肯相信这是梅馨的士兵，
一直在轿子里拼命祈祷。
直到梅馨走出都督府，请他下轿，他这才笑成了一朵花。
自此，长沙大权被谭延闿掌握在手。
　　公主之女绝色姿容因胎记染瑕，而几段情缘又让她何去何从？
 《丑女代嫁》 上架日更30000字以飨读者！
　　她是姜国的金枝玉叶 《女主沉浮》 在爱里沦陷 狼样男人的血性奋斗 《夺爱》 热血澎湃，野性豪
迈！
　　最新一轮 新浪原创用户体验快捷调查 感谢大家即时反馈支持，我们将做到更好⋯⋯　　二十多
天后，在武昌的黎元洪也效仿他掌握了大权。
　　谭延闿掌握了长沙的大权，但他知道，这种权力很容易就会丧失。
因为焦达峰的新军第四十九协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群情沸腾。
谭延闿就将四十九协所有人都送上了湖北前线，他对这些人说，一定要革命，如今湖北正处在革命的
困难阶段，我们要帮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人当然不会想别的，全都去了湖北。
这些人一走，谭延闿当然还不能闲着，又把第五十协中的愤怒分子编到新的军队里，也送到前线去。
他身边只留下梅馨的军队，做完这些后，他心里才有了底。
但眼下只是在长沙安全了，湖北的战斗还在继续，谁胜谁负还说不准。
　　谭延闿一定要走好这一步，否则，将来说不定他会被拉到北京去砍脑袋示众。
　　他问梅馨，你说这革命算是成功了吗？
　　梅馨头脑简单，不知道。
但他还是说了，应该成功了吧，大家不是一直在为了革命而战斗吗？
　　这答案显然不能让谭延闿满意。
他对当时的局势作了一番评定，评定结果让他忧心忡忡。
在当时，即使新军闹得厉害，但在中国真正拥有强大武力的还是袁世凯。
袁世凯被清政府委以剿灭革命党闹事活动的重任，清政府对其的支持可以想见。
袁的军队训练有素，并且装备精良，新军在他眼里如同散兵游勇。
如果不是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武昌的新军恐怕早被他消灭了。
　　谭延闿衡量再三后，还是作出了决定“革命”的意向。
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
　　他这样做，倒不是他真的想革命，而是他怕自己身单力薄，一旦失败，自己去死，太难看了。
大有找点垫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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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鼓动大家造反，也有谋略。
他特别对广西巡抚沈秉堃感兴趣。
首先，沈巡抚是湖南人；其次，如果从广西向长沙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很
有可能首先崩溃。
谭延闿对这位老乡是又爱又怕。
所以，连续电报，连续地派人去说服，很快，沈巡抚也是见到大清大势已去，就同意了宣布独立的要
求。
然后就是福建巡抚孙道仁，他对孙道仁可就没有对沈巡抚那么客气了，写了一封威胁信，说你要是不
跟我们与大清摊牌，我们就把你在湖南家的房子充公，如果公家不要，就点火。
你家的祖坟我也知道在哪里，到时候派人去给你刨喽！
让你没有脸见你的列祖列宗。
　　孙道仁气得哇哇怪叫，但他也是读书人，不能让祖宗蒙尘，只好通电宣布独立。
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闿的督促有关。
　　你很难想象，清朝末年，仅仅凭一张鼓励电文，就让整个中华大地的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宣布
与清政府划清界限。
暂把大时势抛去不谈，只就每个省的当家人本身来讲，他们可都是朝廷钦点的官员，百分之百是传统
士大夫。
说跟朝廷翻脸就翻脸，可以想见，当时的朝廷气数已尽了。
　　在帝制社会，尤其是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
一旦中进士、点翰林后，如果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仕途根本不用愁。
大清末年，有两位进士走上了叛逆之路。
一位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谭延闿。
　　谭延闿中会元在湖南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谭延闿之前，湖南已经有两百年没人中过会元了
。
那个顶着举人第五名的王闿运听说谭延闿中会元后，兴奋得几天没有睡觉，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
　　但有什么用？
这个破了湖南天荒的人让他后来很是愤怒，居然参加了反清革命。
从湖南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谭延闿后来不但没有让他们自豪，反而让他们大为感到羞耻。
但更使他们羞耻的是，谭延闿并非真的革命。
应该为他的“革命”二字加上一双引号，才是真正面目的谭延闿。
　　“革命”的好手　　1911年11与11日，武昌新军营里，有人放了第一枪。
这一枪有一个标志：书面上结束了中国帝制社会，进入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的社会。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放了那第一枪，那第一枪意味着，仅仅靠独立是不行了，必须要革命。
　　书面上，辛亥革命一成功，民国就建立了。
　　谭延闿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督湘主政。
他把形势看得相当清楚，一方面与看似前途光明的同盟会会员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关系
，同盟会一改成国民党，他则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另一方面，他看到袁世凯虽然
也宣布革命，但热情不高，就跟袁世凯主动搭讪。
不久后，孙中山无奈之下让出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谭延闿立即通电拥护袁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不
但嘴巴上说，手上也不含糊，拿了百万银子到北京，给袁世凯。
袁世凯对这位识时务的俊杰很是满意，就宣布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不过没有多久，袁世凯在北京坐不住了，反对他的人手中都有兵，就是不反对他的人手上也有兵
。
他不能把自己的总统位置于火盆上。
于是，下令裁军。
谭延闿倒是很高兴，本来他就一直主张“文明革命”，打打杀杀的事，他干不来，所以不想干。
最先响应袁世凯撤军的就是他，把军队裁撤掉后，他还真准备做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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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湖南的穷困状况，他积极发展地方经济。
先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然后兴办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
长沙至湘潭公路；把清朝的田赋制度废除，让总是吃不饱又饿不死的湖南农民减轻了负担。
由于自己是读书人，他很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遂拿出大量经费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好让他们
回来把湖南穷人彻底解救出去。
　　正应了那句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话，湖南人好勇斗狠，野蛮之风刮得谭延闿很不舒服。
于是，他极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新风，严禁斗殴，严禁种植吸食鸦片。
　　即使是今天来看，谭延闿的这一套政治措施都是非常开明的，湖南经他搞了三年，倒有点起色。
可到了1913年，风云突变，中华大地又要狼烟四起了。
　　这一年，袁世凯看宋教仁很不爽，因为宋教仁正在搞民主议会制，一旦这一制度实行，袁大总统
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他派人把宋教仁干掉，于是，早就看袁世凯不舒服，准备了多年却没有打响革命第一枪的孙中山发怒
，准备重新来一场革命。
　　首先，国民党将袁世凯定义为人民公敌，然后号召各省都督独立，鸣鼓而攻之。
　　谭延闿急得要死，首先，他自己是国民党，国民党站出来要做事，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推辞的。
但是，要与袁世凯翻脸，他得有这个实力才成。
当初，他把自己的军队裁撤了不少，根本就没有力量和袁世凯抗衡。
难道他要用脏话和口水跟袁世凯斗争？
　　他本来想以这不是理由的理由不宣布独立的，但他手下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国民党成员程潜居然
在短时间内编练出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再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湘军第一师，凑起了两个
师的兵力。
　　但谭延闿仍觉得这点力量根本不能与袁世凯翻脸，可国民党认为可以，那就可以。
在短时间内，湖南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袁独立。
谭延闿当时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有一天，革命党人送来了一颗炸弹，随后又有人拿着手枪来让他独
立。
黄兴又再三来电督促，谭延闿只得在1913年7月25日悬挂出了讨袁军的大旗。
但他事先已经给副总统黎元洪报告了，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拿手枪和炸弹来逼我，您得在袁大总
统那里替我说几句好话。
　　他就这样一直活在恐惧中，让他高兴的是，不久，就传来了江西、江苏讨袁军失利的消息。
他立即有所动作，开始削弱省内反袁的声音，让袁世凯对自己的恶感减轻。
苍天助他，没多久，这年的8月份，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谭延闿马上于8月13日宣布湖南取消独立，
然后给袁世凯的总理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
落，延闿不居其功”。
　　但是，袁世凯还是受不了这样一个佳人非要做贼，就让他进京待罪。
同时命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谭延闿而代之。
谭延闿准备进京，老妈哭，老婆哭，他却一脸的无所谓。
或许，他此时已经掌握了在这样的时局下生存下去的办法。
在起程前，他就秘密遣人进京到副总统黎元洪处打通关节，摸清情况，然后请求黎元洪出面担保。
黎元洪答应了他，他这才动身进京。
　　到北京后，谭延闿的担心劲才上来。
在没有见袁世凯的那几天里，他吃什么都不香，睡觉要么睡不着，要么就梦见自己拎着自己的脑袋在
街上转。
　　最终，他觉得还是做好准备，才有活命的机会。
于是，打起了见袁世凯的腹稿：袁世凯怎样问，他怎样答，才能使袁满意。
　　当袁世凯召见他那天，他哆嗦着见到了袁世凯，一见面就诚惶诚恐地说：“延闿罪该万死，请求
大总统饶恕！
”　　袁世凯不看他，他也不敢抬头，袁世凯不说话，他也不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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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袁世凯拍桌子大骂，他一听就高兴了，说明自己的命保住了。
袁世凯见他确实悔过，且当时湖南没有比他更忠于自己的人选，但又不好不治罪，最后，才安慰了他
一句：“那也不是你的过失。
”不久，袁世凯为了儆猴，杀谭延闿这只鸡“四年有期徒刑”。
随即又由黎元洪乞请，下令特赦，就这样，谭延闿毫发无损地离开了京城，先去了青岛，后来又到上
海居住了一段时间。
　　谭延闿虽然人不在湖南，但对湖南的一切却非常关心，但他得知汤芗铭这个杂种在湖南不做一件
好事后，气愤得要咬人。
汤芗铭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三年督湘的成绩画上了一个大叉。
一切成就都被汤芗铭毁掉了。
　　他当时很想东山再起，可只要袁世凯在，他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如今的他可是既得罪了袁世凯，又得罪了国民党，除非中华大地再出现一股势力让他投靠。
三年后，他终于等来了一点希望。
这一年，也就是1915年，袁世凯吃饱了想要做皇帝。
“皇帝”这个东西又被人们记起，国民党早就等着机会重新拿回北京政权，袁世凯无疑是给了他们一
个借口，蔡锷立即在云南举起反袁护国的大旗。
　　那个曾经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师的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取道贵州进入湘西，沿途
不断招兵买马，很快就拥有了三旅之众。
与此同时，广西陆荣廷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向北挺进。
　　局势危急，袁世凯希望在湖南的亲信汤芗铭帮自己一把。
汤芗铭不但不帮，还跟袁世凯断绝关系，宣布独立反袁。
　　袁世凯气得死去活来，但无可奈何。
一个星期后，他就死掉了。
汤芗铭并没有因为反袁而得到湖南人民的欢迎。
因为这杂种实在干尽了伤害湖南人民的事情，在湖南三年，他杀掉了近两万人，一向吃辣椒的湖南人
恨不能把他当辣椒吃掉。
程潜顺应民意，攻击湖南，汤芗铭兵败只好逃出湖南。
　　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上台，一向跟黎元洪关系非常好的谭延闿迎来了第二春。
他开始了第二次督湘。
　　倘若谭延闿是个武夫，可能他的这次督湘还会长点。
但因为他是读书人，不尚武力，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不是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而是把矛头对准了
驱逐汤芗铭功劳最大的程潜。
　　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要求各地裁军，谭延闿高兴地将程潜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然后把失
去兵权的程潜赶出了湖南。
　　他以为万事大吉了，可没有让他想到的是，北京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一笨蛋，慢慢地就被国务总理
段祺瑞架空了一切权力，接着，就干脆被赶下了台。
　　谭延闿不知道这个时候该站在哪一边，段祺瑞就开始发威了。
他决心南下，统一全国，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那么，湖南就是段大总统第一个要打的地方。
　　段大总统不会跟谭延闿打架，因为他是总统，而在他看来，谭延闿不过是一听话的狗。
先是下令免去谭延闿的湖南督军一职，让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去代替谭延闿。
　　谭延闿毫无办法，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一失去，他在湖南不就等于吃干饭的人了吗？
于是，他坚决不在湖南，去了上海。
这一年离他第二次入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不但要武力统一全国，还废除了《临时约法》，解散国会。
孙中山当然不干，他立即从南京下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自己任大元帅。
　　被赶出湖南的程潜再度受到重用，从广东潜入湖南，召集旧部，自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几经周折后，程潜率部攻占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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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攻占了未必就能守得住，当时势力有许多股，谁若受到一点打击，谁就反击。
北洋的直系与皖系突然联手，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几路大军向程总司令杀来。
　　吴佩孚率部南下，进军衡阳。
谭延闿一见吴来，一枪不放，率部退至郴永一带，两人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护法军这一面，湘、桂、粤三省军队各有各的打算，步调自然不能一致，程潜的湘军在岳阳一线
死战时，留守长沙的桂军听说前线形势不好，就在长沙掠夺，然后跑回广西去了。
这仗实在没有办法打，和北洋军一样，护国军也是一批不讲信义的流氓。
程潜自然不能一个人完成三个人完成的任务，从长沙撤走，长沙被张敬尧所占，就任湖南督军。
　　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护国军还没有生气，吴佩孚倒不服气了。
他这一不服气，段大总统没有办法，只好找别人来当这个督军。
可要衡量一下，既不能找自己的人，又不能找友军，大家几乎同时就想到了谭延闿。
　　1920年，谭延闿和他的好朋友赵恒惕重新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
在回长沙前，谭延闿答应赵恒惕让他当湖南督军。
可到了湖南后，谭延闿反悔，原因是，他不想做光杆司令，必须要掌握军队。
　　革命还得继续下去，孙中山见这次打倒段总统没有成功，就继续搞革命。
他提倡“联省北伐”，谭延闿却不这样想，他觉得仗打得太多了，提出“联省自治”。
这样一来，双方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孙中山派人到长沙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惕，倒谭发动兵变，谭延闿知大势已去，辞职离湘，这一次，
前后时间不到半年。
当时，北洋段大总统要求谭延闿反对孙中山，谭延闿不反；孙中山要求他北伐，他不动。
他就那样在长沙坐着，看南北打架。
结果他一离开湖南，北洋军就不理他了。
　　1921年孙中山统一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
这个时候，湖南是赵恒惕的天下，他依旧不帮孙中山，以各种方法阻挠北伐军借道湖南。
孙中山咬着牙取道江西，多走了许多冤枉路。
为此，孙中山恨不得把赵恒惕咬死。
此时，在上海的谭延闿跳了出来，他重新跟国民党表示友好，孙中山觉得湖南还得这个人来管理，于
是，任命他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
　　赵恒惕当然不干，两个人自然要分出个胜负，只好打架。
　　谭延闿先下手，他策动旧部与赵恒惕作对，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湘省自治”的政见，服
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伐政策。
　　赵恒惕则随即接招，宣布成立湖南护宪军（维护省宪法），与之对抗。
谭的意思是站在全国的立场坚决不让湖南独立，而赵恒惕站在湖南的立场，认为湖南自治。
赵恒惕太看得起自己了，也太看得起湖南了。
　　双方一面打一面谈，前线有人在死亡，后方他们坐着喝茶谈判。
三个月后，谭延闿主动撤出，因为孙中山后院起火，孙中山的同道陈炯明叛变，围困广州，急令谭延
闿率讨贼军回援。
谭延闿率部退出湖南，杀奔广州救孙中山的驾，湖南再次被赵恒惕控制。
　　接下来，谭延闿的道路就好走多了，先是参加东征，然后是北伐，成了革命阵营的一位好同志。
后来，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他都要亲
自拟稿。
　　1924年国民党改组，谭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上台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可谓官运亨通。
　　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谭延闿的人生路线图。
从他的这份人生路线图中，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一旦有烽火，湖南人首当其冲。
这个原因很好理解，首先，他们占据着一个要地，其次，贫穷导致造反。
　　谭延闿可谓是见证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他是前清进士，一声不吭地进入了革命阵营；他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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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人士，但没有见到他的一点主动。
他的一切革命行为都是被动的，孙中山让他成为“革命党”，这三个字，是否名副其实，恐怕只有谭
延闿先生可以解释。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以一介书生，想要混得不但不死，还很风光，谭延闿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
秘诀。
　　说起来，这秘诀也很简单，又不简单。
就是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混世主义。
三民主义，谭延闿放在嘴上，真正放在心上，用在手上的则是这混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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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911年，注定的变局；传统士人，共同的宿命。
　　名节、责任、抵抗、变通⋯⋯到底何处是归途？
　　两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消亡，他们该何去何从？
　　天崩地裂，改头换面，他们用自己命运书写着上承大清下启民国的那段历史。
　　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李文海　　一般地说，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
同样的，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近
代化。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它必定要碰到辨认传统文
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
　　——刘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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