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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令人振奋地建立了共和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成立了议会，制订了《临时约法
》(宪法)，举行了全国的大选，召集了国会。
政党蜂拥而起，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言论自由，百家争鸣。
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似乎出现了。
然而，中国政治仍然到处潜伏着杀机，血雨腥风，在各地漂浮。
政党运动成了党同伐异，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
一方面，真共和假共和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共和亡国的危言令人揪心。
维持大局的呼吁，挡不住政潮迭起。
中国的共和制度终于昙花一现。
这是一段令人缅怀的悲情的历史。
一代英豪，在不同程度上为了国家的政治变革，进行了努力和奋斗，包括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是他们的合力，才完成了辛亥年的变革。
但历史十分无情，他们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也终于分道扬镳。
他们都是失败的豪杰。
袁世凯企图重建国家的统一，以帝制的权威，震慑骄兵悍将，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名裂的后果。
梁启超期望以和平的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行开明专制，事与愿违，不能不走上护国战争的暴力道路。
他始终没有找到通向开明专制的道路，后来也灰心地退出了政坛。
孙中山以革命救国，期望建设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
但屡战屡败。
他的遗产国民党，虽然取得了政权，却把三民主义束之高阁。
中国社会究竞是怎么回子事？
我们不需要长吁短叹，而是要从民国初年的历史运动中找到它的脉搏。
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学者们，缅怀这段历史，感到无限的惆怅。
他们或者期望命运之神能够眷顾中国，使这场短暂的革命迅速转化为和平的建设，给中国带来现代文
明的希望。
或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误走了妖魔，也许是打开了西方的潘朵拉盒子，
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和牺牲，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当然，以往的观点，则把责任全部推到了袁世凯的窃国和宋教仁的议会迷，似乎没有这哼哈两将，中
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
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人们的感情和主观愿望，是人们的价值观在打扮这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
是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以寄托自己的期望。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向历史人物注入自己的感情，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现代历史学也是一门科学，专业历史工作者有责任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即使不能完美，也要
努力接近。
专业历史学者固然也有自己的感情和价值观，但现代历史学要求，专业工作者应该努力排除感情因素
的干扰。
把历史的复杂的真相和运动告诉社会。
至于社会群体如何评判历史，则是人们的自由。
历史学家不应该指望以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去左右读者。
因此，本书只是希望努力解读民初这段悲情的历史，还原历史的复杂性，把历史的运动看成一个自然
的过程。
本书尽力不对历史注入自己的主观愿望，也就是不去遐想历史的完美结局。
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假设，都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证明，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去认真观察历史的运动
，不去无谓地浪费时间，耽误了对真实历史的研究，造成文化的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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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希望以通俗的笔法，向社会大众解释这段让人寄予无限遐想的历史。
人类历史是以一个个人的运动组成的。
所以，本书也从人物介绍开始，中间也不断地叙述一些人物的历史。
本书尤其着重介绍人物的教育背景，也就是文化背景。
从这些人物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我们就能理解这段历史生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具有长期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给近代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保守性。
我们从辛亥人物身上看到，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中国的文化更新还刚刚开始，一批批
的精英人物，刚刚从科举考试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对西学的学习还十分皮毛，竞然不能不去向日本
转手学习。
而且，他们还只能学一点点西学的常识，认真学习过西学的人很少。
那么，我们对这些身裹传统的沉重包袱的人们，怎能寄托过高的希望？
这是客观的历史，这是中国的命运。
我们无意否定他们的奋斗，包括袁世凯的历史成就在内。
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他们对于现代文明认识的实际水平。
没有现代化的人才，又怎能有现代化的运动？
即使有圣贤出现，也无能为力。
辛亥那一代人，为了国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甚至作出了牺牲，我们不能轻忽他们。
但是，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包袱，不是一代人就能解除的，我们也很难去苛求他们。
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艰难而曲折，辛亥年的变革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文化的更新需要时间，先进人物身上区区的现代化观念，无法阻挡中国社会继续在传统的王朝更替的
惯性上运行。
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的分裂。
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运动的严酷性，不能指望获得廉价的成功，今后的道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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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
素。
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
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
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
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
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本
书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2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
所趋还是偶然？
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
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
本书上册主要写1912年，下册主要写1913年，下册将在9月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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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大人物  1.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袁世凯代表了体制内的权臣势力，梁启超代
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
辛亥革命爆发，国家政治洗牌重组，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
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否决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组织原则，企图
贯彻革命方略。
但章太炎提出的问题要害是：除了与袁世凯、立宪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权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
推倒满清王朝呢？
  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    梁启超和袁世凯两大强人的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使得孙中
山被边缘化。
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实行“开明专制”，让
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
第一章 短命内阁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原是袁世凯的幕僚和下属，按照临时约法的原则，实施
责任内阁制，他能担负起责任内阁总理的责任吗？
袁世凯是否能够尊重总理的宪法权力，而不再把他看成自己的僚属？
  2.大借款风波    总统和银行团谈判借款，总理也和银行团谈判借款，总统权限和总理权限如何划分？
对于借款风波，在位的和在野的，心态和利益关系不一样，态度也就大不同。
  3.唐绍仪出走天津    民国统一后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以搞笑的方式垮台了。
北京政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唐总理为什么丢下总理职务去了天津？
第二章 练习民主，练习自由  1.风起云涌话政党    一个组党的急先锋成了一个无党分子，白疯了一场，
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梁启超。
  2.手握重权参议院    这些议员，大体上在30岁左右，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
多数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有新思想的新进人物，适应了时代的变化。
但他们能承担起维护共和的重任吗？
  3.言论自由惹冲突    在那些岁月里，言论自由，有没有尺度，到底还要不要，如何掌握分寸？
谁也说不清楚。
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执政者，谁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言论自由”了。
毕竟，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暴力对抗走向文明对话的时代。
第三章 军权和多元化的地方政治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     南京留守府一职，既是袁世凯安抚南方军队
的措施，也是借黄兴这个厚道人之手，来消解南方的反对情绪。
但是，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是把南京留守一职当成应变的手段，以便保存革命的军队。
  2. 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    程德全既与同盟会高层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也表示拥护袁世凯。
在江苏，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对立得到缓冲，同盟会和前清立宪派也相安无事，程德全小心翼翼
地贯彻着走钢丝的平衡政策。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
    黎元洪带头呼吁军民分治，但他自己也是军政民政两手抓；李烈钧和胡汉民则公开要求地方自治，
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中央政府对抗。
分治还是自治，其实质是中央和地方两种利益集团的冲突。
  4.梁公高足：云南都督蔡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立宪派似乎都是和平改革派，而同盟会则是武装革
命派。
其实不是这样绝对，如果没有蔡锷在云南的经营，后来梁启超又怎能发动武装起义的护国运动？
  5.东南锁钥：陈其美在上海    沪军都督府承担着繁重的后勤供应任务，财政困难，不免使用威胁、恐
吓的暴力敛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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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又得罪了资产阶级，反对派也屡屡攻击陈其美任用私人，浪掷公款，污蔑
他是个爱逛窑子的杨梅都督。
一代奇侠，浓缩着社会动向的信号。
第四章 第二次内阁风潮  1.陆徵祥：不经意做了冤大头    陆徵祥本来对出任总理一职有所顾虑，毕竟他
对国内政界人士并不熟悉，很难负起责任。
不过，袁世凯答应可以为他负责，陆才接受下来。
结果，组阁问题，陆徵祥就事事听命于袁世凯，。
  2.参议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陆总理第一次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的演说竟然遭到参议员的不信任
，连累到他提名的内阁成员遭到全部否决。
这位总理因为洋面包吃得多而获得信任，又因为上海话说得轻，受到怀疑。
反复之间，参议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3.军警：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政治    袁世凯既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又要摆平参议院，手法也很细腻
。
一边与参议员在总统府谈话，非常融洽；一边却是剑拔弩张，北京军警两界由高级长官发起，召开特
别大会，到会的人一个个正义凛然，愤激异常。
  4.稳健与激进：同盟会在分化    同盟会稳健派陷入了奇怪的逻辑中：你如果不反对袁世凯吧，本来袁
世凯就不是自己人，而且花样不断，又怎能不反对？
你若反对袁世凯吧，整天闹风潮，国家无法安定，岂能不停地反下去？
同盟会内的激烈派，则仍然采取了对袁世凯进行猛烈抨击的态度，甚至暗示动用武力反抗。
第五章 张案始末：民初政治生态的缩影  1. 黎元洪、张振武与湖北风潮    在民初的政局中，袁世凯一直
在努力与黎元洪结成同盟的关系。
袁世凯尽力支持和笼络黎元洪，黎元洪也一心支持袁世凯集中权力。
如何利用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来强化与黎的政治关系，利用黎来制约南方的革命势力，这是袁
世凯所要考虑的课题。
  2.张振武之死    武昌起义的三位领袖，已经互不信任，互相猜疑。
可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已经不敢去挑战黎元洪的权威地位。
他们既然已经不能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系，最后被黎元洪各个击破，也就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3.不了了之的弹劾政府案    弹劾案流产了，张振武案也就不了了之。
张案风潮的结果，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激烈派与稳健派的冲突，在参议院，加剧了共和党和国民党
的对立。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陷入了不死不活的境地。
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翁之利。
  4.戴季陶和章士钊的分歧    章士钊从原来的激进的革命者，转向了和平的改革派，主张稳健的变革。
戴季陶则相反，真正揭露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行为，对袁世凯集团不抱幻想。
二人的分歧，并不是在理论认识上有什么分歧，即使在理论修养上有分歧，也不是分歧的根本，而主
要是对客观政治局面的认识和对革命代价的考虑。
理论和实践的背离，是文人的悲剧。
第六章 稳定、建设成了主旋律  1.宋教仁：有总理之才的年轻人    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很想把宋教仁
推出来担任总理，而外面的人都窃窃私语说：“太少，太少！
”他实在太年轻了，在同盟会之外，其实没有声望。
在同盟会之内，也只是由于孙、黄对政治消极，才给了他机会。
他的雄心毕竟有点自不量力。
  2.国民党：迷茫时分的选择    宋教仁并不知道梁启超在和袁世凯的通信中提出的对付同盟会的策略，
国民党的竞争对手，不仅是议会中的共和党，而且主要是袁世凯的军政官僚集团，尤其是他的武装力
量。
宋教仁把当时议会力量的对比，等同于实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在政治判断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3.孙袁会谈：合作背后有权谋    孙中山并非对袁世凯没有顾虑，但他作为领袖，在疑信掺半之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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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作出决断，而这个决断具有押宝的性质。
这是每个人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面临的局面，只是孙中山的决断，攸关国家大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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