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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犹如一条长河，虽时有弯转跌宕但终向前行。
回馈历史，还原史实，借以经验，鉴以教训，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不懈动力。
以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为切入点研究历史，历来是史学研究之基本方法，因为二者的点线交汇，编织
出的就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史，是对一个时代的诠释。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事件乃人之所为，结果成败兼有，因而人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面前，不乏三种
作用，一则助推，二则羁绊，三则兼有。
故剖析历史人物对深刻揭示历史之本源更为重要。
历史永远是客观的，但离不开后人的公正评判。
历史终归要成为过去，但后人则永远需要以史为镜、与时俱进，这就是社会发展之规律。
    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极具特殊意义、让国人刻骨铭心又值得反思回味的历史过
程，外敌联袭、清廷丧国、军阀混战、维新变革，几经磨难，走向共和，王士珍就是从清朝走向民国
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
对王士珍的为官为人、品德操守及在中国近代史上作用几何、功过是非究竟如何评说？
久欲探究，终未如行如果。
今拿到《王士珍传》手稿阅之，感慨万千、思绪良多。
恰是此作，广集史料，考比印证，厘清原委，究以公允。
虽无深观，但多有同知同感。
    按先祖士珍亲续之家谱，“珍”辈之后，即为肇发恒阳、敬尊家教、世泽绵延、永维善道，吾乃“
恒”字之辈。
记忆之中，孩童年代，时常结伴到先祖墓前嬉耍。
那时已没有坟冢，只有墓碑尚存。
为躲蔽太阳，上午在石碑的西侧，下午则在石碑的东侧。
用力拍打石碑，会发出金属般且清亮悠长的声响。
抚摸已经倒在地下的碑首，两条神龙顿跃眼前。
记得从军之前，宗亲中尚有多位“珍”辈之尊，闲暇之余、街头巷尾、田间小憩，他们时常叙起士珍
先祖很多很多所见所闻、亲历感受，烙印至深。
村中读书七载，所用课桌，即如本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用先祖之棺木拆制而成，且不时散发着浓重
的楠木醇香。
    在吾辈今日看来，如果说先祖之坟墓在“文革”期间被挖可以用“无奈”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县
委机关、公检法机关进驻王士珍旧居可以用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来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时今国家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之路上迈出坚
实有力的步伐；这其中，正定县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亦取得很大成绩，进入全国百强县、历
史文化名城的行列，在这种背景下，仍把王士珍旧居用于商业行为、双节祠堂濒临坍塌，与“历史文
化名城”的荣誉显得不尽相称。
正定需要发展，正定需要建设得更美丽，正定需要重整丰富的旅游资源，努力打造富有正定特色的旅
游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高高树起“历史文化名城”这面大旗，此乃正定人民之期待，也为吾王氏家
族之渴望。
    对于先祖的功过是非，作为同族同脉之血亲，不宜作定性定论之评价，即便作之也恐让世人难信，
只有留待史学者去研究，让历史做出客观评判。
但是，多少年来，我王氏之家族始终把士珍先祖的做人“忠贤”、做官“无争”、做事“求和”作为
众晚辈后生之遵循，始终秉承士珍先祖之遗训：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内不愧心；困中求志，富中求
德，禅中求己。
这已经成为吾王氏家族的自觉行为和无定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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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士珍（186l—1930），字聘卿，号冠儒，河北正定人。
行伍出身，凭借过人才智和卓越政绩，受到袁世凯的青睐，成为北洋军阀骨干，与冯国璋、段祺瑞并
称“北洋三杰”。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布退位，陆军总长王士珍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往，亲历了中国君主王
朝的最后一次朝见。
1918年，身居高位后，王士珍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急流勇退，隐居江湖。
《王士珍传》真实地反映了王士珍丰富多彩的一生，读来有新意，饶有趣味。

    《王士珍传》由彭秀良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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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秀良，1968年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现居石家庄。
以文字为生，自诩独立学者、学术个体户。
从事民国史与社会工作研究，著有《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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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    在开始叙述王士珍的生平事迹之前，我们首先来解决几个基础性的问题，因为这几个问
题关系到对王士珍历史地位的认识。
这几个问题分别是北洋派的含义、军阀的来历与本义、北洋军阀的确切定义。
我们只有将北洋军阀的所指厘清，才会对王士珍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也才能
从单一性的历史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
    北洋和北洋派    北洋最初只是一个与南洋相对的地理概念。
鸦片战争前，学者包世臣在一篇文章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
、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
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
”①吴淞口在上海，是黄浦江与长江的汇流处。
也就是说，长江人海口以北的海域称为北洋，以南则称南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及五口通商大臣，负责
处理对外通商（包括外交）事务。
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
开始是专职，首任大臣是崇厚①。
同治九年（1870年）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
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
李鸿章是第一任北洋大臣，他在此任上干了二十八年，后由王文韶②、荣禄③、袁世凯相继接任，“
北洋”一词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北洋派是1912年民国建立后形成的政治名词。
张一磨概括其源流说：“北洋派之结合，始于李鸿章，而成于袁世凯。
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当时虽无派系之名，实已蓄成北洋派之势力，即为北洋派之胚胎。
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于小站练兵时，多以北洋武备学生为军官，段祺瑞为皖派领袖，王士珍、冯
国璋为直派领袖。
惟籍贯虽殊，初无门户之见，同属袁氏部下，统称北洋派。
”④北洋派在袁世凯时代本来是一个团体，后来才分化出直皖两派，至于将王士珍也归为直派领袖，
并不妥当。
王士珍与直系的冯国璋⑤、李纯①、陈光远②等人关系比较密切，但他自己从没有要当直系领袖的念
头。
    北洋派中人后来也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吴虬曾记述说：“自北洋派三字为世人习见，于是乎北洋
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店先后出现。
最可笑者，北洋武人，类多出自舆台，故伧俗鄙野之笑史，层出不穷。
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
并不知此系私人党援之名，决不宜自承，更不应见诸正式文牍也。
”③虽说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不太恰当，但是出于圈子认同的考虑，倒也不无道理。
王士珍给别人写信有“我北洋团体”的用语，可惜著者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所以无法做出确证，就
算他真的用过此类话语吧。
而从王士珍的资历和地位来看，袁世凯死后，他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北洋派元老，这一点毋庸置疑
。
需要说明的是，王士珍自始至终都没有要当北洋派首领的想法，这一判断可从后面的章节中看出来。
    军阀的由来与本义    关于“军阀”一词的由来，目前考证得还不是很清楚。
根据徐勇的说法，“可以确认‘军阀’是来源于日本，而且可以确认它出现在大正初年（1912年），
其后于1917年前后在中国得到传播运用”④。
我们姑且认定徐勇的说法是可靠的，并以他的论述为基点，进而考察“军阀”一词的演变过程与社会
运用，或许会对民国前期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士珍传>>

    来新夏先生指出：“‘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做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
”①在我们平常人（即非学术研究者）看来，“军阀”一词确实是贬义的，一旦沾染上就不免有被歧
视的意味在内。
从目前国内大众传播媒体对“军阀”一词的使用上来看，实实在在也是贬义的成分居多。
那么，“军阀”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徐勇的文献调查结果，李大钊是最早将“军阀”概念移植到中国来的人。
李大钊于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军阀”概念：“东邻有政友会者，
常与军阀相结以当局者，舆论多鄙薄之。
”李大钊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失败不久，段祺瑞④重新掌握北
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偏袒热衷于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伪调和”是李大钊
批判梁启超等人的用语。
李大钊所说的“东邻”系指日本，“政友会”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代表日本地主和财阀利益的
政党，1940年解散。
“政友会”与军阀相勾结，故而很受日本舆论的轻视，李大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军阀”不是一个
好东西。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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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并称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相比，王士珍的名头似乎小得多。
个中原因，是与进人民国后王士珍低调行事的风格有关。
段祺瑞、冯国璋纵横于军政两界，一时叱咤风云，而王士珍只勉强署理了三个月的国务总理，又经常
居住在老家正定，远离政治中心，怎么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呢？
    根据王士珍的个人性格，他不事张扬，故而留下的文字资料也很稀少。
尚秉和说：“公耻于表曝生平，行事绝口不言，人问及，则日：‘此皆镜花水月，过去即空，述之何
益？
’以故，宏猷硕画、功在国家者，大半遗失。
”①贾恩绂也持同样的说法：“平生所历繁变，不以语人，或以询，则日：‘世态尽过眼云烟耳，殆
忘之矣。
’不事学养，不假强制，燕处超然，类近道者。
”②文献资料的稀少，给王士珍做传自然难度就很大，或许这也是迄今为止尚无一本像样的王士珍传
记问世的原因吧。
    研究王士珍的人少，不代表这方面的工作毫无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政治环境变得宽松起来，对北洋军阀的研究也活跃起来，王士珍开始进入研究者
的视野。
最早解读王士珍人生历程的是朱辉和张华国，他们合作写了一篇题为《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的论文
，发表在《河北地方志》1987年第3期上。
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王士珍生平事略的全面介绍，尽管没有完全还原王士珍的历史原貌
，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了。
接着，杨晓梅又发表了《简评王士珍》一文①，通过回顾王士珍一生的行为，得出了“无论是在哪一
历史阶段，王士珍都坚持一个原则一即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结论，评价的客观性有所增
强。
再后来，正定县政协开始组织对王士珍的系统研究，先后有马利、王发敬等人写成叙述王士珍生平的
文章，并刊登在《正定文史资料》上。
马利和王发敬的文章在内容上差异不大，都是对王士珍一生事迹的简要回顾，从文字上判断，可能资
料来源也差不多。
    在最初的热度沉寂下来以后，王发敬选择了继续坚持对王士珍的研究。
作为王氏家族后人，他的坚持自有个人情感在内。
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发敬有一种执着探索的精神，正是他发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王
士珍研究拓展了视野。
2012年，王发敬与杨爱国、韩义广合作，推出了一本较为翔实的传记文本——《王士珍》，为著者的
写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著者写作这本《王士珍传》，除去对民国史的钟情以外，就是好友王瑞利的真挚邀请和大力支持。
王瑞利也是正定县牛家庄村人，也是王氏家族的后人。
虽然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可是很喜爱阅读历史书籍，更希望能够将乡土历史人物的事迹彰显，于是他
对著者多次提起写作王土珍传记的愿望。
在抛却了手头的繁忙事务之后，我便允其所请，着手收集资料，访问相关人士，勾画出大体写作框架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最终写出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些文字。
虽然著者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但仍然有许多文献资料没有查找出来，留下了诸多遗憾，期待有识者教
我，以为王士珍研究和民国史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在写作过程中，著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年逾九旬的来新夏先生审读了部分书稿，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并为本书题签。
对于这位北洋军阀史研究奠基人的厚爱，著者感激不尽。
王发敬先生不仅允许著者使用他所搜集的宝贵资料，而且多次引导和陪同著者去访问知情人，也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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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心支持表示感谢。
张华国先生在惠予研究资料的同时，慨然允诺将他编制的《王士珍生平年表》列为附录使用，深情美
意令著者感动。
以收集稀见地方史料见长的张双龙先生细心地帮助著者校阅《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纠正了其
中的错讹之处，对他的付出深致谢忱。
好友周保刚曾供职于正定县政法系统，办公地点就在王士珍旧居，他不但积极鼓励著者写作本书，而
且提供了不少帮助，也对他说声“谢谢”。
小友李岩、爱子彭蕴初为王士珍传记资料的复制、打印出力颇多，也在此记上一笔。
    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欧阳红女士为本书的选题申报和编辑加工费力多多，著者除了感激之外，
更多的是敬佩。
她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值得我们学习和钦敬。
    最后，特别感谢张玉武先生，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拍摄了不少有关王士珍旧居和王氏双节祠及其
他资料的照片，大为本书增色。
    虽说这本书稿写完了，但是关于王士珍的研究远未完结。
盼望同好诸君继续努力，除对本书做出严肃的批评以外，更为王士珍研究和民国史研究添砖加瓦，为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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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彭秀良编著的《王士珍传》是第一本关于王士珍系统的学术传记。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号冠儒，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
他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以袁世凯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陆军部长、总参谋
长和北洋总理，但由于他和清王朝的关系很深，在张勋复辟之后就退出政坛。
    王氏一生沉浮宦海，不置田产，身后清贫；王氏妻妾众多，却无留后；他妻妾成群，却落得了一个
不好色的名声。
    本书钩稽史料，利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真实反映了王士珍充满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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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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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