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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以往的朝代变更不同，民国的建立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这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只可惜，这种“平静”并没能一直延续下去。

民国建立后，要复辟封建君主制度的，想进一步推进民主共和的，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跃跃欲试；再
加上纷争割据的军阀，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三分五裂、分崩瓦解。

乱世出英雄。
在这个气象万千的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可圈可点的人物，每年、每天也都在发生着各种不少风
云激荡的事件。
把这些历史时间连接起来，就筑成了一本书，写成了一段史，一段风起云涌的史。

书中，作者每讲到一个人、每谈到一件事，都是用心在描述一个画面。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这是一幅描绘纷繁复杂的民国的图景，因为它非常立体地向读者展
现了最生动、最真实的那段民国历史，让人度过之后会流连忘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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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鉴，青年历史学家、自由撰稿人。
十余年来专注于民国历史的研究，资料基于史实，故能论述客观；思维不落俗套，故能文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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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熊希龄一见到袁世凯，就赶紧上前问道：“大总统，您好吗？
”袁世凯微微一笑，伸手示意熊希龄坐下，他先将茶杯推到熊希龄面前，又给他递了一支雪茄，然后
叹息着说：“秉三（熊希龄的字）呀，国事不好向前推进呀！
我们现在是责任内阁制，若不将国民党铲除、不将国会解散，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也更不
能行使权力。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不可。
我的意见如此，秉三，你看呢？
”“您不是已经将国民党解散了吗？
”熊希龄小心地和袁世凯打太极。
袁世凯则装作为难地说：“可是国会还在呀，国会不解散，国家依旧不能安定。
但如果要解散国会，必须要有内阁副署意见的。
你看⋯⋯”熊希龄当然明白，袁世凯表面是在问自己的意见，实际上主意已定。
既然这样，他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于是，他识时务地说道：“大总统的意见是对的，是为国为民着想的，内阁当然全力支持。
”听熊希龄这么说，袁世凯自然很高兴，他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解散国会的“大总统令”，让熊希
龄签字。
国会就这样被“名正言顺”地解散了。
袁世凯先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的职务，勒令所有议员及其家属立即离京。
为了安抚人心，袁世凯还给每个议员发放了400元遣散费。
等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袁世凯立马觉得通身都轻松了。
正在这时候，朱尔典来了。
朱尔典是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他对中国的文化非常了解，很清楚应该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
他一见到袁世凯，就恭敬地行晋见礼。
袁世凯赶紧上前拉住他，客气地说：“老朋友相会，有失远迎，更不敢当此大礼。
快请坐，请坐！
”袁世凯一直崇拜洋人，甚至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
更何况，他是因为有外国人撑腰，才爬到了现在的位置。
如今英国人主动来找他，让他很是受宠若惊。
原来，英国人听说国民党和国会都被解散了，自然明白袁世凯是想独揽大权。
这对英国人来说绝对不是坏事。
因为袁世凯对洋人一向“尊重”，如果他能独揽中国的大权，那么洋人自然有得不完的好处。
所以，朱尔典特意来向袁世凯“进言”。
当然，朱尔典不能直接说。
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他就会落得个“干预中国政事”的罪名，所以他只能先顾左右而言他。
两个人寒暄一阵后，朱尔典才一本正经地对袁世凯说：“我们很想知道大总统下一步棋打算如何走，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袁世凯打着官腔说道：“世界潮流是民主，是共和，我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不能在新的历史
阶段落后。
”朱尔典却笑笑说：“民主、共和自然是势不可挡的潮流，也是表示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标志。
但在中国却未必！
”“为什么？
”袁世凯忙问。
朱尔典反问道：“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员是国家的主权代表，大总统只能在国会和议员的意
志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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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可以，中国行吗？
”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是已经把国会解散了吗？
再说，我们已经把总统制写进宪法，这样就保障了双方面的权利呀！
”朱尔典看袁世凯一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子，索性直接说：“你如果想凭借大总统的权威，来驾驭
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根本可不可能！
你应该知道，在中国只有皇帝才能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有了这个头衔，哪怕一个三岁的孩子都可以变成金口玉言，没有任何人敢于违抗他。
但大总统能拥有这样的权力吗？
不能！
如果你想让中国稳定，那就要尊重中国的这种文化⋯⋯”听朱尔典这么说，袁世凯一时愣在了那里，
他不知道该怎样接下面的话。
朱尔典呢，也是点到为止。
他说完了自己想说的话，就起身告辞，临别还不忘补上一句：“大总统阁下，我的话不仅代表我的意
思，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的政府，请大总统阁下深思。
”说完，他转身就走，只剩下袁世凯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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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国史:1912-1949》编辑推荐：最珍贵的图片+最精彩的文字，让你一口气尽览民国38年历史！
民国并不遥远，往事并不如烟。
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认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逃
台湾，38的历史虽然短暂，却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
在这38年中，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乱的，每一天也都是精彩的。
《中华民国史:1912-1949》以历史大事件为主干，基于丰富的解密档案，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同时，辅之以大量珍贵历史老照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作者凭借独到的眼光、新颖的视角、严谨又不失幽默的语言记录历史，用心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纷繁复
杂的民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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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讲史的人很多，但讲民国史的却少之又少。
为什么？
因为你讲三国、五代，谈隋、唐、元、明，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
对于这样的朝代，研究的人多，发挥的余地大，再说就算说错了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跟你找麻烦。
但民国历史就不一样了。
民国到现在，也不过是一百年的历史，但这却是开辟中国新纪元的一段历史。
一场暴动似的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这样的历史，可以讲得出，
但不容易讲得好；讲不好，就容易砸了史学家的牌子，所以很多人就不讲。
不讲，不代表不存在；相反，这段历史还很重要。
沽名钓誉的学者不愿意讲，那么就让那些把历史当成自己的人生和爱好的人来讲。
这样的人讲起来，没有那么多顾虑，也没有那么地刻板；有的，只是对真实历史的还原，以及没有条
条框框的讲述。
在这本名为《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书中，作者通过自己多年的潜心研究，将民国史进行客观又
不失生动的演绎，力求为读者还原一个风云激荡的民国，一段气象万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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