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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幕府与幕僚（历史上也称幕友、幕宾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源远流长。
幕府和幕僚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其中幕府的形式和幕僚的来源、名称、任用、职位、职掌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
民国时期的军政幕府肇始于晚清湘军首领曾国藩，成形于北洋军首领袁世凯，这种军政幕府在民国历
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清朝成丰、同治以后，除原有的督抚幕府外，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幕府，其首创者为曾国
藩，继之者为左宗棠、李鸿章。
这种幕府的共同特点是，幕主都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为指挥和管理这支军队（后来又增加
了内政、外交等诸多行政功能），幕主延揽各式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个空前庞大的幕府。
　　这种新型幕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军狂飙突起，此时清政府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透顶
，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面对太平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局面，咸丰皇帝在惊慌之余，不得不违背其祖父嘉庆皇帝关于乡勇“易
集难散”、组织乡勇“终非善策”的遗训，命令汉族官僚地主回原籍举办团练。
在众多的团练大员中，最成功的是曾国藩。
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
曾国藩利用这一机会编成了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个人的“曾家军”。
曾国藩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建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而且拥有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
曾国藩为了刺激军心士气，便利用这种权力，大量保荐他的幕僚出任政府官员，而且几乎是无保不准
。
于是曾国藩的大批幕僚相继戴上了乌纱帽，由幕府成员变为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
迁速度之快，为前所未有。
如李鸿章、沈葆桢由四品道员直升为二品巡抚，李鹤章则在两年之内连升三级而位至巡抚。
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出身曾氏幕府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抚者11人。
在曾国藩身后，出身于曾国藩幕府官至三品以上和位至督抚者分别达到47人和33人，至于官至道、府
、州、县者更是不胜枚举，以至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
幕府人物出任官吏，使幕府成为晚清官吏升迁之终南捷径。
到20世纪初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投入军政实权人物的幕府几乎成为升官发迹的不二选择。
　　左宗棠和李鸿章均出自曾国藩幕府，他们出幕后也如法炮制，各自建立了楚军和淮军，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各自的幕府。
出身于李鸿章幕府的袁世凯在获得编练新军大权后，网罗大批幕僚，先后编练成北洋六镇。
袁世凯也效曾、左、李之遗规，极力保荐他的心腹幕僚出任政府官员。
织成一幅“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的政治罗网，操控朝局。
　　总之，曾国藩幕府作为一种新型的幕府制度，为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继承和发展，他们利
用幕府结成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历史学者指出，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
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
因此之故，曾国藩就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
当然，也应当指出，曾、左、李与袁世凯及袁以后的军阀在个人素质、价值取向（或者说追求目标）
、行为特点等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曾、左、李仍属封建士大夫，程朱理学等封建伦常观念对他们有很大的约束力，对“犯上作乱”存有
很大的顾忌，他们并没有利用手中的军队向清廷挑战，且他们本身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
这种状况，到了袁世凯时代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袁世凯是不学有术的封建官僚子弟，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力欲望，封建的纲常伦理观念对他的束缚力相
当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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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居心叵测的袁世凯凭借北洋武力左右开弓，在列强的配合下
，终于迫使清帝逊位，从浴血奋斗多年的革命党人手中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了最高统治
者的宝座。
1916年6月，袁世凯因称帝失败而死去，北洋集团分裂，各派军阀蜂起，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二　　近代军政首领的幕府，其共同特点是以“三缘”，即血缘、地缘、业缘结合起来的。
　　第一是血缘。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历史悠长，血缘关系是人际中最亲密的一种关系。
在血缘宗族内部，族长对家族成员具有强制的权力，年幼者对年长者有忠孝服从的义务。
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
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
中国谚语云“上阵无过亲父子，打虎还须亲弟兄”。
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四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
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从制度上强化了血缘关系在政治中的地位。
民国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也同样要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是毋庸多言的。
　　第二是地缘。
一个军政首领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也是难以成就大事的。
中国传统的血缘家族的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
几千年来。
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一般不会超过20公里。
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是不可能为军政首领提供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的。
因此，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血缘条件。
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
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较远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
于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
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
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
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可以说是最为强烈的一种关系。
　　第三是业缘。
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较为广泛的关系。
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
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就是一个不重视血缘与地缘，但重视业缘的幕主。
冯的“五虎上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石敬亭、宋哲元，以及“小五虎将”韩复榘、孙连仲、
孙良诚、张维玺、石友三，或是清末冯玉祥在第二十镇的同事，或是民初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的
团长、营长。
蒋介石除了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外，也非常重视业缘关系。
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还兼任陆军大学、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
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个人效忠。
此外，结拜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业缘。
《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以及《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深入人
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近现代军政首领都热衷于利用结拜来结成势力集团。
例如，奉系集团早期成员冯德麟、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与张作霖都是结拜兄弟。
蒋介石也同样热衷于此，他从走上江湖开始，就先后与陈其美、黄郛、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
十人结为金兰，相互援引利用。
应该指出，业缘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总的来说不如血缘和地缘。
如前所述，冯玉祥的幕府是完全依靠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冯玉祥的幕府垮得最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作霖幕府与幕僚>>

底。
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首先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幕府瓦解，烟消云散。
相反，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阎锡山幕府却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重用黄埔学生，但更信任血缘亲戚和浙江同乡。
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后来总结道：“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
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
”这样的总结显然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民国军政首领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有时候也会选择“三缘”以外的杰出人物，但他们在幕
府中不会占很大比例，也不起主导作用。
　　三　　民国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除了讲究“三缘”外。
还特别重视“忠诚”与“才能”两个条件。
　　在忠诚与才能之间，首先强调的是忠诚，其次才是才能。
当忠诚与才能不能两全时，往往选择“忠”而弃“才”。
有史料说：“袁（世凯）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清廷，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
为爪牙。
”袁世凯是人品低下的阴谋家、权术家，他大量任用“贪黩不识字之流”，当然是为了便于驾驭。
蒋介石也是如此。
蒋氏曾经感叹说：“人再能干，不为我用，又如何？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蒋介石的两位重要军事幕僚何应钦与杨杰，何是略显平庸的应付之才，杨却是
杰出的战略家，杨看不起何，两人关系紧张，势同水火。
但蒋最后还是选择了平庸但相对比较忠诚的何应钦，有军事才干的杨杰却被蒋弃而不用，两人最终反
目成仇。
　　忠诚的关键是“不叛”。
“忠臣不事二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
幕僚应无条件忠于幕主。
如果幕僚中途“跳槽”改投新主，这是绝对不许可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
当袁世凯发现他的心腹大将赵秉钧有不忠的迹象时。
毫不犹豫地将其鸩杀，并连带杀了次要走卒王治馨等数人以灭口。
阎锡山手下大将李生达因受蒋介石收买而心怀二心，阎锡山获悉后，不但派刺客刺杀了李生达。
而且将其小妾及儿女一齐除掉以灭口。
唐生智发现他的部下张国威有投靠他人的嫌疑时亳不犹豫地下令将其勒死。
此种手段，可谓毒辣至极，让人毛骨悚然。
又如，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发现心腹曾扩情对自己有不忠的行为，蒋获释后立即批了个“曾扩情无耻
，永不录用”的手令，曾扩情从此失宠被打入冷宫。
相对来说，这还算是温和的手段了。
　　一方面，幕僚要无条件地忠于幕主；但另一方面，幕主也要不断为幕僚的升官发财提供条件。
否则，幕僚的忠诚就会打折扣。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的幕友赵烈文说得很直白：“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
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耶？
”曾国藩带兵之初，因放不下理学家士大夫清高的架子，“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结果是“人心不
顺”，诸事不顺。
后来在胡林翼的指点下，曾国藩开始大规模奏保有功幕僚。
从此，在曾国藩幕下，既能升官发财，又能得美名，幕僚自然觉得大有奔头，都死心塌地供曾国藩驱
使，曾国藩因此赢得对太平军的胜利。
　　但正如谚语所云：“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人心难满，貉壑易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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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主并不是永远都可以满足幕僚不断升官发财的欲望的。
幕僚因为欲望不能得到满足而与幕主反目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例如，段祺瑞、冯国璋都希望继袁世凯之后过一把总统瘾。
但当袁世凯企图称帝传位于子之后，段、冯很快失望，段消极抵制，冯则暗中与反对派勾结拆台，段
、冯的反叛成为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
又如，蒋介石手下的两大“金刚”蒋鼎文、卫立煌因争当省主席未遂，便牢骚满腹，卫立煌且因此撂
挑子不干。
抗战中后期，蒋介石过分重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引起关麟征等黄埔学生不满而大吵大闹。
这种因内部的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成为民国时期军政幕府内部不可克服的痼疾和致命伤。
　　四　　军政首领如何驾驭幕僚、维系庞大幕府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封建社会里传承了数千年的君臣观失去了依附，“三纲五常”的伦理
也随之动摇。
为了填补这个精神空缺，袁世凯迅速发明了“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神要义。
袁世凯以后的军政首领有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直系首领吴佩孚发明了新君臣观、泛忠孝论、顺逆论、关岳崇拜等一系列维系团体的理论。
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则以江湖义气和“分肥原则”作为维系团体的主要工具。
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则以基督教教义治军，人称“基督将军”。
唐生智则以佛教治军，人称“佛教将军”。
从东洋留学归来的阎锡山则从日本、德国两个盛极一时的军国主义国家拿来了“铁血主义”与中国传
统的政治思想嫁接，发明了一整套法西斯化的组织系统，对山西实行土地、居民、军队三位一体的全
方位的控制，阎锡山因此成为控制山西38年之久的不倒翁、土皇帝。
蒋介石则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说教来维持其统治。
　　此外，中国自战国韩非子起就创立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体系，特别强调君主必须讲求驭
下之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
《韩非子·八经》提出了“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的原则。
民国军政首领也毫无例外都是崇尚权术权谋的大师。
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唐在礼指出：“袁世凯这人有极大的统治欲望，同时喜欢运用权术，又极考究选择
手段，而且过去的确尝着不少甜头。
因此，当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的时候，就会断然下手，实际不知不觉玩弄手段已到不择手段
的境界，他这种做法持之既久，与他接近的人就不免人人自危，只好看在金钱、势力的面上去侍奉他
，实在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淡，对他的厉害越来越怕。
在这样的恶境中，后来他自然就走上一条一意孤行的绝路，直至身死名败为止。
”袁以后的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等莫不崇尚权术。
胸无点墨的张作霖因生搬硬套历代统治者的权术，而被部下讥为“卤莽智术”。
　　在民国军政幕府中，唱主角的是带兵官，幕主对待他们一般采用宽严并济的手段。
冯玉祥在日记中反复告诫自己：“将兵之道，须宽猛相济。
但用妇人之仁，则士无戒心，不用命矣。
”　　在民国军政幕府中，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本质上是主从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幕僚
的个人前程和命运全系于幕主一身。
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虽贵为行政院长，但宋给蒋的信却明白无误地写道：“介兄钧鉴：文于钧座，情
同骨肉，谊实君臣⋯⋯”阎锡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虽然比阎年长十多岁，但赵仍说：“我与伯川（阎
锡山字）君臣名分已定。
”幕僚可以进言献策，但最后决定权完全操在幕主手里。
正如阎锡山所说的：“山西的事如何办，只有我配主张。
”　　因此，幕僚在其政治生涯中，必须表现得竭尽忠纯，拼死效命，乃至阿谀逢迎、唯唯诺诺。
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在写给蒋的遗书中借用韩愈的“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婢婴”来形容蒋
氏与其幕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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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高在上的幕主与一大群绝对服从的幕僚所构成的权力集团，强大到足以控制一地、一省、数省
乃至于整个国家，这就是民国军政幕府的基本特点。
　　五　　研究民国军政幕府，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第一，军队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任何私有性质军队的出现，最终必然导致统一国家的瓦解和分裂。
　　第二，在中国这个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国家内，以“三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系统
及派系集团，也是瓦解国家的统一、动摇大一统的基本因素。
民国军政幕府所盛行的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宗派性、腐
败性和落后性。
由这种人才模式构成的统治集团，其权力基础是极端不稳固的。
民国以来，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幕府制度造成的恶果。
所谓人亡政息。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一部混乱的民国史告诉我们：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是极端有害的。
要破除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腐朽观念，最根本的还是要时时牢记开国领袖们倡导的“五
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八字真言。
只要能够切实做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长治久安。
　　张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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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历任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东三省保安总
司令、安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由割据一方的“东北王”、“满蒙王”最后登上北洋
政府末代元首的宝座。
    张作霖能从一介草莽成为北洋元首，与其善于用人有关。
张作霖将三山五岳、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收罗到他的幕府中，为他的统治效劳。
本书介绍了张作霖及其核心幕僚的作为与命运，分为上下两编，随文配有几十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具
有丰富的知识性和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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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学继，男，历史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20余年，已出版《张学良全传》等若干种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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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于学忠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重要将领，山东人。
1927年吴佩孚垮台后，于学忠有意投靠张作霖。
经人引见，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延见于学忠。
张作霖与于学忠之父于文孚曾在毅军宋庆部下当过兵，并且两人是赌友，张作霖见面后，即对于学忠
说：“我与令尊系少年朋友，旧在宋老帅（指毅军统帅宋庆）部下共事五年。
此是实事，并非我自居尊长。
我们不是外人。
”当于学忠谈到但求部队得到安置，败军之将，无劳垂念时，张作霖说：“不然。
今日奉军并不需要多此三两师人，只是相信你，要你合作。
此军仍须你统带。
你对吴子玉（佩孚）情形，我们都已知道。
但能以对吴者对我，就已够了。
”张作霖首先要求于学忠以对吴佩孚之忠诚来对待他张作霖。
直系军阀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王承斌是奉天人，一直觉得自己在直系集团内部受到吴佩孚的排挤，不受
重用，不得志，不满意自己的处境，特别是自己一直兼领的第二十三师师长职务被人取代以后更是对
曹锟、吴佩孚不满，于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酝酿阶段，王承斌凭借奉天同乡关系与张作霖私下勾通，
并与冯玉祥等密谋倒戈。
在冯玉祥倒戈成功导致直系大败之后，王承斌以为自己参与倒戈对奉系有功，于是在张作霖入关进驻
天津张家花园时，兴高采烈地去见张准备表功，未料到张作霖不仅没有表扬他，反而将他臭骂一顿：
“曹氏兄弟三人之事，汝一人兼而有之（指王承斌一人身兼直鲁豫巡阅副使、直隶督军兼省长三个要
职）。
汝以下级官，曹三爷一手提拔到直督兼省长，巡阅副使，又兼二十三师师长，汝尚不知足。
就是撤去二十三师师长，亦无关紧要。
而汝因一师长，倒三爷之戈，汝良心何在？
假如汝若归奉，吾将东三省巡阅使让你，你亦不足欤，将来亦是倒吾的戈。
”张作霖越骂越气愤，甚至扬言要当场枪毙王承斌，经在场多人讲情王承斌才得以幸免。
张作霖随即命令李景林将王从直隶督军兼省长的宝座上赶下来。
王承斌参与倒戈不仅丢失了地盘。
而且差一点丢了性命，真是弄巧成拙。
在张作霖看来，王承斌由曹锟一手提拔，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倒自己主子的戈，这是绝对没有“良
心”的表现。
这样的人可以利用一时，但绝对不能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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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作霖幕府与幕僚》：张作霖就这样建起了他的奉系集团。
在腐朽的清帝国的边疆，从二十世纪初的那些混乱年代开始，以控制着一群马贼的几个结盟兄弟为核
心，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难以对付的集团。
到1920年，这个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
大体上，张作霖幕府成员主要由以下几大类人物构成：绿林豪杰和行伍出身的旧军官，儒学学究和新
旧官僚，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新式军官，外国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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