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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洋时期的历史，情势最为错杂纷繁，非深知内情者，不能得其真相。
譬如彼时有人在报纸上做打油诗日：“怀芝步步学曹锟，光远遥遥接李纯”，其中既提到了北洋时期
的四个军阀（张怀芝、曹锟、陈光远、李纯），而又蕴含了不止一个典故。
先说上一句“怀芝步步学曹锟”。
山东督军张怀芝常与人说：“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
这话直白却也不假，譬如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黎元洪大总统出走时，黎派人运动曹锟
拥护，曹锟发电至总统府，张怀芝也跟着发电支持；尔后曹锟受段祺瑞运动，宣言否认，张也跟着宣
言否认。
后来，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张怀芝也要去当山东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
不过，张怀芝做参谋总长的时候，不识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却把“派
”字写成了“抓”字，结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参谋部等候发落，闹出一个大笑话。
北洋元老王士珍得知后，莞尔笑道：“怀芝事事学曹仲山，仲山不乱动笔，自为藏拙；怀芝独对此事
，未曾学得到家。
”下一句“光远遥遥接李纯”，说的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江苏督军李纯之关系。
民国二年，南方原民军五都督举兵抗袁，李纯以第六镇师长镇压有功而坐镇江西，陈光远时为旅长。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被推翻后，黎元洪续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后来黎元洪被张勋逼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洋野史>>

内容概要

科考路上几经失意的袁世凯为何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洪宪帝制的真相竟然是为了冲破“家族魔咒”？
    性情火爆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一生清廉、不取一文？
    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曾暗中参与张勋复辟？
    北洋元老徐世昌如何在风雨飘摇中把持朝政？
    开国元勋黎元洪二度出山为何受辱而归？
    布贩子曹锟贿选总统只图一乐？
    吴佩孚何以成为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第一人？
    财神梁士诒为何“要头不要脸”？
    章疯子章太炎为何要大闹总统府？
    ⋯⋯    历史镜头摇摇曳曳，那些看不明、看不懂、看不清的珍闻趣事，不登大雅之堂却入酒肆笑谈
中，可千万别把豆包不当干粮．把野史不当历史。
    在官史煌煌不敢说、不便说、不屑说处，剥去尘封已久的历史面具，透过趣闻、花絮、杂碎的雪泥
鸿爪，却窥见了乱世军阀操弄权术的心机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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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满楼，原名金松，原籍江西峡江，现居上海。
搜狐煮酒论史首席版主，凤凰网历史专栏特邀专家，近年来专注于晚清民国史的通俗写作。
主张温情、活泛与人性充沛的历史写作，注重探求历史真相，寻解有益当下的历史规律。

    目前已出版：
    《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
    《向康熙学习：历史不曾心软》
    《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大清野史之谜：传闻逸事中的王朝真相》
    《女人当国：慈禧太后的这一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洋野史>>

书籍目录

自序北洋魁首：绝世奸雄袁世凯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  袁司马：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脸  老上司
：李鸿章痛斥袁世凯  红顶子：袁世凯是否出卖了“六君子”  背运时：张之洞取笑袁世凯“无学有术
”  拔树论：袁世凯玩弄清廷于股掌间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  公民团：袁世凯的总统
制造记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滑稽戏：袁世凯关起门来当皇帝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
挚友言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   平凡人：袁世凯的衣食住
行难奉共主：民国执政何其难  好运气：赶鸭子上架的大都督  菩萨蛮：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  动干戈：
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  夺印记：黎元洪二度出山受辱而归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  小军机
：徐树铮为何得到段祺瑞的重用  念弥陀：段祺瑞吃斋念佛为那般  旧朝恩：王士珍为何对前朝念念不
忘  终不忘：冯国璋与禁卫军的不解之缘  大忽悠：袁世凯愚弄冯国璋  难做主：冯国璋南下遇阻  吝啬
人：冯国璋聚财有道  徐阁老：总统来得容易去得快  水晶球：徐世昌的为官之道  图一乐：曹锟贿选总
统与猪仔议员军阀割据：枭雄霸道总有术  倪大炮：倪嗣冲炮轰黎元洪  假调停：张勋率三千辫子军入
京  大闹剧：溥仪复位竟然是被胁迫  遮住天：张勋敢扇恭亲王的耳光  风云变：张勋怒斥老友出卖  落
幕戏：复辟失败后的余闻  阎老西：段祺瑞巧助阎锡山保住地盘  冤报冤：徐树铮擅毙陆建章惹上杀身
祸  非常卒：江苏督军李纯死因成悬案  东北王：把握机会的能手张作霖  关外人：张作霖作风粗蛮惹人
笑  摆资格：张作霖为何看不起吴佩孚  北秀才：曹锟夸赞吴佩孚金星转世  战鼓擂：吴佩孚四照堂点兵
 望满洲：吴佩孚酒席上折服洋鬼子   大红人：给总统擦背也能升官发财  错到底：冯玉祥的名字原是将
错就错  掏炸弹：冯玉祥强逼逊帝溥仪出宫  白俄军：张宗昌借以发家的奥秘  三不知：狗肉将军张宗昌
能屈能伸  郭鬼子：郭松龄为何要倒张作霖的戈  落水狗：张敬尧督湘三年落荒而逃  性本粗：张宗昌附
庸风雅笑料多  逞辣手：张宗昌枪杀名记林白水  幕后人：张宗昌刺人亦遭人刺死  冷幽默：让人哭笑不
得的韩复榘演说  报仇女：五省联帅孙传芳血溅佛堂政坛酱缸：究竟谁是弄潮儿  开头难：唐绍仪做上
首任内阁总理  风波起：唐绍仪为何不辞而别  官难做：陆征祥为何被国会轰下台  章疯子：章太炎大闹
总统府  熊凤凰：袁世凯拿住了熊希龄的软肋  总统威：朱瑞被袁世凯吓得汗流浃背  六君子：复辟小丑
也能当“君子”  交通系：财神梁士诒要头不要脸杂闻逸事：街谈巷议采时风  为官易：都门酒徒笑论
京城时政  胭脂虎：沈佩贞率女豪杰大闹报馆  真荒唐：民国知事考试趣闻多多  痴怨男：郑师道纠缠唐
群英风波迭起  纪念日：民国五年的国庆见闻  泥沙下：留东学生人品混杂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洋野史>>

章节摘录

插图：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
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
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
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
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
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
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当冯国
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
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
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
议论并发表白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
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
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
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
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
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
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
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
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
”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
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
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
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
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
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的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
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
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
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
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
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
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
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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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
关系。
在清帝退位时，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
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16师也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
担任守卫工作。
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
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
冯国璋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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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野史不过是些街谈巷说的故事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不得真的。
其实不然。
所谓“正史”，一般认为是以帝王传记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如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中便确定
从（使记》至《明史》的24部正统的纪传体史书为正史（所谓的“二十四史”），凡不经官方批准的
，均不得列入；而《明史·艺文志》中也仅以纪传、编年二体编写的史书称为“正史”。
这些浩瀚的历史典籍，大多是由专门的人员负责编写并经过严格的官方审核方能印行天下，其“正”
可知。
至于“野史”，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汉书·艺文志》中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
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这里所说的“稗”，古代指一种生长在稻田或者低湿地区的野草，形状像稻，但因其所结的果实较小
，一般只能作饲料或者酿酒（如今江南的稻田中也多见这种稗草，多以杂草视之）。
由此，“稗”又引申为“微小”的意思，中国古代即有“稗官野史”的说法。
“稗官”者，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也；“稗史”者，民间闾巷风情、遗闻佚事的纪录也。
既然稗是野生的草，稗史其实也就是野史。
唐昭宗时，沙仲穆著《太和野史》十卷，可以算得上中国古代野史的首部集大成者，而在后面的宋、
明、清三朝，更是涌现了数量可观的诸多野史笔记。
唐宋以后，野史一般是指民间所记述的各种逸事杂闻及稗官笔记，这些非官方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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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洋野史乱世军阀这么干》编辑推荐：权巧机变，窥绝代枭雄的权谋与不正经，进退得失，晓乱世
发达原来就要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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