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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袁世凯其人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热潮。
其标志是：第一，发表和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著作，冲破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窃国大盗”的定
式，做出了许多符合历史实际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评论和介说。
第二，先后出版(或影印、或标点整理)了一大批历史文献。
其中包括未刊档案和稿、抄、孤本公私收藏，许多当时人物的文集，史料、资料专辑，乃至稀见史料
笔记、报刊等等。
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刊布，厘正了那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传闻，想当然的臆断，以及无意的附会，有意
的伪造。
人们惊诧地发现，许多已经成为国人常识的成说和定论，竟然得不到史实的支持。
第三，是境外当代学者以及时人著述的译介。
它们成为打破学术界数十年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局面和僵化思维的模式，促进思想解放的润滑剂。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外国人已经普遍介入中国社会。
在目前林林总总的关于袁世凯的著述中，似乎缺少一种与其同时代的外国人综合评述袁氏的书。
青年记者编辑工作者汤伏祥先生的《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可谓一个应时的新颖选题。
作者在许多翻译书籍中，择取了佐藤铁治郎等七个东西方人士的著述，综合评介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
心目中的袁世凯。
这七个人中，有新闻媒体的记者，有传教士，有外交官乃至政客。
他们都有相当的文化和思想品位与观察能力，长期居留中国，像辛博森已是父子两代了，有的还同袁
世凯有直接的亲密交往，如朱尔典、芮恩施，莫理循还当了晚年袁氏的政治顾问。
他们对袁氏的观察，颇具一定的代表性。
这些著作多系个人见闻，并非严肃的史籍，缺乏准确的史料依据，失实之处，在所难免。
但是，这些外国人，有其与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背景，他们的观察视角，对于信息的捕捉与判
断、意义的理解，都有其特异的个性，因而对于袁世凯的评判也往往独具只眼之处。
当然，在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时人与今人、国人与外人，也不乏一致与共识。
例如，光绪末年，立宪运动兴起，已是权臣的袁世凯公然以倡导者自居，声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
不立”，“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陶湘向盛宣怀的报告语)。
在野的立宪派首领张謇，许袁如日本政坛的大久保利通、伊藤、板垣，“亿万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
之命，系公是赖”(张謇致袁世凯函语)。
明尊袁为朝内立宪的领袖。
而站在袁世凯对立面的人们则直指，袁是“立宪为名”，“暗移神器”(御史赵炳麟语)。
安一个谋逆的罪名，这是古往今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最狠一招。
于是，“京中各衙门，无上无下，⋯⋯茶寮酒市，所谩骂者皆袁氏也”(杨度《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之
描述)。
日本人佐藤铁治郎也说，“袁世凯身为汉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竞
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
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袁世凯》)如此等等。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言：凡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与
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其实，这也可谓治史论人的通则。
汤伏祥先生的著述，展现了当时外国人对袁世凯言行的记述与评论这一个侧面。
使后人不论读史者，或以历史研修为职业者，对于袁世凯其人的认识与研究，拓展了视野，开辟了另
一个观察的角度，增添了人们对于袁世凯所处客观境界的了解，减少了对袁氏评论的隔阂与肤廓，这
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一书的作用与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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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说：“袁世凯可谓能矣！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
”美国传教士赫德兰认为，袁世凯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是“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
⋯⋯
让我们通过本书了解当时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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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下)
赫德兰眼中的袁世凯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上)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下)
朱尔典眼中的袁世凯
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
辛博森眼中的袁世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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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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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的第二本专著，前一本是关于现代文坛的，这本却进入了历史的视野，跨度比较大。
我是学中文的，对于历史，是门外汉。
所以这本书肯定有蹩脚之处，请读者多批评。
走近袁世凯，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莫理循》一书，看到这本
书，让我对袁世凯有了复杂的心情。
此前，在我的印象中，袁世凯就是教科书所宣传的那样，是个窃国大盗，是个卖国贼，是个独裁者，
还逆历史潮流当皇帝，外加纨绔子弟，镇压义和团运动，杀害革命者，等等。
《北京的莫理循》虽然是写莫理循的，但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对袁世凯却作了有别于我们
给袁世凯的这些评价。
《北京的莫理循》对袁世凯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给了我新的思考。
于是，我渐渐开始走近袁世凯。
袁世凯的确是个复杂的人物，如果我们简单地以窃国大盗、卖国贼来定评袁世凯，就用这些棍棒把袁
世凯一棍打死，不得翻身——这不是事实求是的历史态度。
袁世凯的一生是复杂的，在近代中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甚大。
纵观他的一生，可以归纳如下几个阶段。
驻军朝鲜前。
这一阶段，历史学家多称袁世凯不学无术，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
纨绔不纨绔，主要是对个人而言的，对中国历史并无大影响。
如果不是袁世凯后来的地位，或许后人也不会知道他纨绔与否。
但袁世凯在纨绔中展现的志向是许多一般纨绔者所缺乏的，这也造就了他后来的辉煌。
虽然自己科举名落孙山，但大丈夫志在四方，处处有用武之地。
年少游手好闲并不可怕，有点纨绔也没什么要紧，可怕、要紧的是没有志向，一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
过。
袁世凯没有饱读圣书，骄矜大胆，但却心怀远大志向，并一直努力去实现。
这自然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一般的小混混能相比的。
驻军朝鲜期间，袁世凯驻节朝鲜时的种种表现，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笔端也几乎消失了。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为维护大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确做了许多贡献。
但清朝都不在了，还提及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有的历史学家更是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无外乎就是专横、霸道，最后还引来中日甲午战争。
但历史应该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不能因为清朝灭亡了，清朝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意义了，为清朝所做的
事情就更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些所作所为有意从历史记录中抹去，那是遗憾的。
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为巩固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不断吞噬，可谓尽心尽力。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展现出的“能”，展现出的独当一面的才华，不仅被李鸿章所器重，而且也为日本
人所敬重。
这可以从《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看出，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要补充的是，袁世凯当时在朝鲜的种种努力，虽是“想象力”的东西(在辛博森看来是这样)，但
袁之努力，袁之铁腕还是为其他大多数国家所敬重的。
虽然有的还带有明显的敌意，比如美国、俄国等。
袁世凯在朝期间的行动，维护了清朝的利益，也历练了自己。
这对他性格的成型，以及后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无疑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从朝鲜回国至“开缺养疴”前。
这一阶段是袁世凯权力不断攀升的阶段，也是袁世凯不断进行改革、苦撑晚清危局的阶段。
这一阶段袁世凯对清朝乃至对近代中国的贡献，佐藤铁治郎已经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概括，“练兵”、
“兴学”、“警察制度之设施”、“主倡立宪”，等等，其意义是不言而喻，不少有开创先河之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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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些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记住的大多是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的“出卖”行为
。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而出卖维新派呢？
长期以来，答案是肯定的(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
对于出卖维新派一事，当时与袁世凯有交往或对此事有耳闻的外国人多采取了避而不谈或不予评论的
策略，赫德兰、莫理循、佐藤铁治郎、辛博森都是如此。
对于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的行动，“对此我们无从置喙”。
那么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袁世凯1898年的所作所为感到棘手呢？
赫德兰的意见可为代表，因为他们觉得光绪帝的改革有操之过急的举动。
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想为大清做点事情，心情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但光绪帝毕竟嫩了
些，还是扳不过老佛爷的手。
而袁世凯在其中所起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破坏了清的立宪进程，进而使中国与君主立宪擦肩而过呢，还是为避免光绪帝的草率行动作了贡献
呢？
谁人可以说得清楚？
袁世凯在这一阶段的行动被人提及的另一事件就是镇压义和团运动。
说袁世凯因出卖维新而血染顶戴，升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在山东这个义和团的兴起之地主政，跟义和团有了密切的接触，在慈禧太后还在纵容义和团发
展的时候，袁世凯却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对付义和团。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的确有爱国的一面，但“刀枪不入”的神话自然是可笑的。
义和团后来从山东打到北京，给了外国人点真颜色。
但仅仅凭借“刀枪不入”的神话，跟外国人的枪炮搏斗，结果可想而知。
对于清廷来说，就是羞辱的外迁逃难，还有沉重不堪的赔款，八国联军给了清廷狠狠的一巴掌。
而袁世凯因为早早就对付起了义和团，他在外国使团中自然是掌声一片。
在清廷已经腐朽无能、外国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刀枪不入”显然是无法抵制列强的。
也许是袁世凯狡猾和残酷，对义和团下了狠手；也许是袁世凯有自知之明，早就知道义和团对付洋人
将给整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这些，当时的外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袁世凯自然是给予赞赏，称赞袁世凯的智慧和远见。
而我们的历史学家站在同胞的立场上，批评袁世凯的残忍、狡猾、耍两面派、镇压爱国运动，自然也
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只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记录而已。
这一阶段的后期，袁世凯因为对付义和团在外国人中赢得了声望，在朝廷中也获得了晋升，特别是当
李鸿章死后，他接过李鸿章的衣钵，成为李鸿章的传人，成了晚清中少有的重臣。
李鸿章在晚清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绝不是今天我们所能理解的。
我们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个卖国贼，他跟列强签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
而对于李鸿章苦撑晚清危局，并进行的各种改革几乎忘却。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群众张灯结彩、争先恐后、排队目睹这位大清帝国的总督，并且受到最高规格
的待遇的情景我们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外国人热捧李鸿章，视李为大清帝国的杰出代表，而我们对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三个字。
袁世凯不仅在权力上继承了李鸿章，并且把自己推向了比李鸿章更为显赫的位子。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的声望并不逊色于李鸿章。
佐藤铁治郎把袁世凯和曾国藩、李鸿章作了比较，认为袁世凯将超过曾国藩、李鸿章：“就其思想与
魄力言之，袁尚在曾、李之上。
⋯⋯袁之功业，又非曾、李所能望其肩背也。
”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1908年4月20日采访袁世凯时，称袁世凯“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是李鸿章最杰出的接班人，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开缺养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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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间，袁世凯几乎是个“废人”。
后来我们的历史学家说他表面上钓鱼、作诗，其实并未死心，心存幻想，关心朝政，总想有东山再起
的一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还不到五十岁的人，正值权力顶峰时却被开缺回籍“养病”了，能甘心吗？
不甘心归不甘心，袁世凯毕竟“退隐林泉”了，要不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要不是清廷重新召唤他，袁
世凯也不知道真有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辛亥革命爆发至袁世凯当上总统期间。
载沣赶走了袁世凯后，以为可以大干一场了，他不断加强皇族权力，将权力集中于皇族内阁。
集权的结果就是民反，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因为北洋新军是袁世凯一手创办的，高级将领大多为袁世凯的“
子弟”。
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轻的载沣虽然是清军的大统帅，但却指挥不动这些袁世凯的子弟兵。
虽然载沣知道请袁世凯出山将后患无穷，但无奈也只好认了。
袁世凯知道要扑灭革命的火种，非自己不可，要不然这十几年自己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袁世凯开出了条件，等待最好的时机出山。
袁世凯出山后，率领自己的精锐部队，先给革命军点颜色看看，革命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本来袁世凯或许可以一鼓作气把革命军打败(这在《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朱尔典眼中的袁世觊》
中均有论述)。
但此时，革命、民主的呼声已经四起，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世凯知道，清朝的寿命到了终点。
他作为清朝的大员，自然不会也不敢把枪炮对准清廷。
于是他开始了和革命军的谈判活动，希望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实行君主立宪，既保留清
王朝，又推行民主政治。
袁世凯的这个设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行的，当时许多列强国家也是君主立宪的政体(比如英国、日本等)
，其经济、政治在当时都是先进的。
加上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有个皇帝才觉得心里自在，有归属感。
但还没等袁世凯回过神来，孙中山已经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是以他的声望获得临时大总统这个职位的，虽然他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领导者，辛亥革命爆发
时他还流亡在海外。
孙中山自知新生的共和政权要驶向安全的港湾，袁世凯的支持是关键。
而且孙中山也承认当时只有袁世凯才是最合适的领导，新生的共和政权只有在袁世凯的领导下，才能
立于世界。
孙中山的召唤对袁世凯来说，多少有点诱惑力。
于是，袁世凯就敦促清廷退位，自己顺利地当上临时大总统。
我们后人在表述这段历史时，多称袁世凯是窃取革命果实。
这“窃取”把袁世凯列入了“盗”的行列，是“窃国大盗”。
但应当公正地说，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是当时历史的必然选择。
要想尽快统一新生的共和政权，要想尽快结束南北对峙的状态，要想让封建时代就此告别历史，没有
袁世凯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袁世凯并没有多少好感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孙博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
他认为自己没有从政的经验，而袁世凯大概是中国最有经验的政治家。
”遗憾的是孙中山的让位让袁世凯得了个“窃取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的骂名。
袁世凯到哪里去喊冤呢？
无奈！
袁世凯当总统后至称帝前。
袁世凯获取革命果实，当了总统，这是袁世凯个人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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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从腐朽中走来的新生政权，可谓百废待兴，人民生活疾苦，国内动荡不安，列强继续侵略
⋯⋯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也不是好当的。
对这一时期，我们后人记住的大概就是这两条：对内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加强独裁统治；对外接受
日本“二十一条”，成了卖国贼。
对于这些，本书前面已经作了阐述。
的确，刚刚从封建权力中走出来的袁世凯，你要叫他多么民主，多么开放，那有点苛刻。
中国旧时的统治者都喜欢“我说了算”，袁世凯也不例外。
其实谁人不喜欢“我说了算”呢？
你国会要跟我唱反调，你还公开骂我袁世凯，报纸用漫画讽刺我，我堂堂的大总统岂能遭此羞辱，而
且你们这些大多是些空谈的闲人。
于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加强独裁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成了卖国贼，这大概冤枉了袁世凯。
因为袁世凯始终没有跟日本帝国签订“二十一条”，并且，袁世凯在对付日本无理要求的“二十一条
”上，也作了努力，把“二十一条”通过对外泄密，让列强对日本施压，等等。
当然，弱国无外交，袁世凯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也是事实。
袁世凯在这一阶段的作为，有一点也常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所忘记，那就是袁世凯大力提倡发展工业
，致力于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
在内困外患、民不聊生的民国初年，袁世凯通过大力发展经济，保护民间兴办企业，促进民族资本蓬
勃发展。
“袁世凯在中国丁业化近代化问题上极富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意识，并能见诸实践。
”由于袁世凯的努力，形成了民初民族资本的黄金期。
黄金期带了给国家的富强，带给了百姓的实惠。
这些也是应该为我们所重新认识的。
袁世凯称帝运动开始至死。
袁世凯显赫一生，但最后被国人普遍痛骂，大概就是这一阶段的行动了。
袁世凯的称帝虽然有当时的客观因素，一些外国顾问以及他的儿子、“筹安会”都起了很坏的作用。
但袁世凯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袁世凯逆历史而动，最后落得千古骂名。
真是不值得呀！
好在袁世凯能从反对声中停止了帝制，虽然这离他的死期没有多少日子了，但毕竟他不是在洪宪帝的
位子上死去，他没有把位子留给自己的儿子也算还有点脑子。
后人在评说袁世凯时，对于其称帝自然是嗤之以鼻的。
说袁世凯你再怎么有贡献，但你称帝了，你就不是好东西。
这是宏观的历史观点，有他合理的地方。
但也不能因为袁世凯这一重大错误，在其他方面也都是错误的。
人都不是完人，谁人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还是实事求是，是好的我们说好，是错误我们批评，这才是公正的历史观。
要公正地看待袁世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需要有公正、科学、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外，还需要
有接受这种历史观的胸襟和胆略。
我是一个小字辈，自然还没有这胸襟和胆略，所以对袁世凯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的一些肤浅认识。
但通过叙述这些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勾勒他们心中的袁世凯形象，把这些肤浅的认识形成文字，给
自己留一份存稿，也请专家、读者批评，以提高认识。
非常感谢著名历史学家、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先生给我写序勉励。
我跟骆先生此前并无交往，更未曾谋面。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骆先生，电话中与骆先生交谈了几句，骆先生就欣然同意为我写序，真让我
有一股暖流遍布全身的感觉。
什么是大家风范，什么是长者风范，骆先生作出了最好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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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是他们让我有机会与读者交流思想，交流心得，否则我的书稿只能留给自
己看，那样我的思想就永远也得不到提高了。
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给我不断的鼓励，为我分担了许多事情，使我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
最后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刚刚上幼儿园小小班的女儿，是她让我觉得天天都充满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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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是一部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评价袁世凯这一历史上备受国人诟骂的人物研究
书籍。
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英国传教士丁格尔等均
在书中给出了个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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