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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时期，军阀遍地，大师云集。
    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这段转型史，是贯通中国古今的关键
环节，也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
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
    在民国的大幕开启之后，作为武夫的军阀们，大多崛起于草莽之间，贫穷之家，却制造了一个个令
人难以置信的神话，演绎了一件件惊世骇俗的传奇故事。
他们在民国版图上合纵连横，拥兵自重，呼风唤雨，权倾朝野，威震四方，显赫一时。
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制遣了一桩桩称霸民国的“神话”，演绎了一件件封疆裂土的“
事变”。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拂去遮在他们身上的尘埃，我们发现，原来历史还有另外的一面：北洋之虎
段祺瑞，两造共和，醉心权术，为何了无家产？
常胜将军吴佩孚，信奉四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积私财、不纳妾；讲气节，拒当汉奸，其
死因众说纷纭。
东北王张作霖，土匪出身，怎样成为权倾一方的大军阀？
北洋战将孙传芳，因何拳打冈村宁次，血溅佛堂⋯⋯他们各具个性，极富传奇色彩。
他们个个都有生动的故事，丰富的人生；他们因缘际会，实践着自己的治国梦想！
    往事已矣，如过往烟云。
民国是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时代，大师辈出。
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言行和情趣，无不令人高山仰止。
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情，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伟岸人格，发出了超凡绝俗的时代巨响。
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的改观，因为他们的参与而加快了进程。
他们外表朴素而内心高贵，心怀天下而汲汲于行。
他们那么平凡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无时不关注着全民族的命运，他们钻研于学问之里，却笑谈
于人际之外。
他们的思想离凡常生活很远，却关乎家国命运。
作为文明的标杆，他们让文化立体化，让精神自由化，他们的理想抱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书卷
气息却难以掩饰，也不需要掩饰；否则，他们，就不是他们了。
凝望那些背影，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站起来不仅是身体，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真名士自风流”的传说⋯⋯    重读历史，令人心生热望。
本书轻松地刻画出了民国一大批武夫与文人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
历史的真相究竟在何处，这是人们重温历史时应思考的问题。
不同的执笔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同的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评价，而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那段历
史的看法。
我们只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梳理史料，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的审视，期望抛砖引玉，以便更多的人们
关注民国那一个个特立独行的名字⋯⋯    智山    2011年10月    于京北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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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读历史，令人心生热望。
常智山和孙建伟编著的《文武民国》轻松地刻画出了民国一大批武夫与文人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
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
历史的真相究竟在何处，这是人们重温历史时应思考的问题。
不同的执笔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同的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评价，而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那段历
史的看法。
我们只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梳理史料，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的审视，期望抛砖引玉，以便更多的人们
关注民国那一个个特立独行的名字⋯⋯一起来翻阅《文武民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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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山：博览群书，尤喜文史。
从事过企业宣传、媒体运作和新闻出版，现在为自由职业者。
出版有多部文史方面的畅销书。

孙建伟：河南省郑州市人。
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学历史教师，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性喜历史及传统文化，工作之余，出版历史作品多部，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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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袁保庆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因年老无子，便过继袁世凯为嗣。
袁世凯从小过的是寄生安逸的生活，任性而为，上学后仍顽劣如故，对读书毫无兴趣，却养成了纨绔
子弟的习性。
不过他对拳术比较热衷，练出了颇精的骑术，以致后来弃文习武。
    7岁时，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
1868年冬，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袁世凯随往，侨寓扬州，复移南京。
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
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主张救
援，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
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
之好”。
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
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袁保龄身上。
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
1874年舂，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回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名师教导。
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
    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不第。
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
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
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
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
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
切。
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
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析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
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
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
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
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
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
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落第。
    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1881年4月，前
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
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
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兵变。
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
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
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
    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
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
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
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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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
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
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
    9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
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
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
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
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
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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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智山和孙建伟编著的《文武民国》内容介绍：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
共和”，这段转型史，是贯通中国古今的关键环节，也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
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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