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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军阀是一个民国特有的词汇，也是现今影视剧中热播的焦点之一。
可以说，“看民国就不能不看军阀”。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中国陷入了一个“有军队就有权力”的军阀时代，
各路乱世枭雄也应时而出。
    无论是以袁世凯、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还是以阎锡山、张作霖等为代表的地方军阀，他们都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靠武力和权谋一步步走上地方诸侯的宝座，即使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人物也奈何他们不得，
成为民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越发为人们所关注，各种各样开始揭密的
档案资料，为我们呈现出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整个中国的社会面貌。
    军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北洋军阀；另一类是国民党新军阀。
    北洋军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鉴于旧式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清朝政府认识到建立新式军队的必要。
一些大臣也认为“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的第一要务。
”清政府于1895年令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他练的军队被称为“新建陆军”。
该军和湘军、淮军、绿营军不同，它不仅采用西方新式军械、仿照西方征兵制度，招募青壮年入伍，
另外还从北洋武备学堂招收了一些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各级军官，从而使该军队
面貌焕然一新。
这支7000人的军队为北洋军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2年，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名即由此而来。
之后，袁世凯又进行扩军，建立了北洋六镇，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
在这个集团内，有所谓的“北洋三杰”，被称为“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曹
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等人，这些人以后也都成了大军阀。
    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建立。
他成为北洋军阀总头子。
袁世凯死后民国的军阀主要有三个大的派系：由北洋军阀分裂而成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
国璋为首的直系，另外一个是以东北为基地，张作霖为首的奉系。
皖、直、奉系军阀从1916一1928年，先后分别控制北京政府达十三年之久。
除了这些军阀巨头外、地方上还有具有相当实力、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军阀。
他们虽非北洋派的嫡系，但有的依附北洋军阀，有的和北洋军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山西王阎
锡山初依袁世凯，继拥段祺瑞，八面玲珑，得以长期控制山西。
另外，在西南还有一些大军阀，他们不受北洋政府的控制，主要有唐继尧的滇系，踞有滇、贵及四川
部分地区；陆荣廷的旧桂系，据有两广地区。
北洋军阀企图用武力打败西南军阀，但未能成功。
    北伐战争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及张作霖集团。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易帜，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服从国民政府。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告结束，代之以新军阀的统治。
    新军阀是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
称。
蒋介石借北伐胜利之际，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新军阀的统治。
蒋、冯、阎、桂为争夺中央领导权，进行了长期战争。
最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利用其对手之间的矛盾，通过分化瓦解、封官许愿、
各个击破的手段，战胜了竞争对手，实现了中国南北形式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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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民国以来大大小小的军阀，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各不相同，统治手段千差万别，但他们却有
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注重军队，军阀们均是行伍出身，他们崇拜武力决定论，重视枪杆子。
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为此，他们大力扩军，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中央军”，张宗昌扩充的军队数目之多，连他自己也弄
不清楚。
阎锡山为巩固山西，进行了四次扩军。
他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一天也没放松对军队的控制。
他在中原大战失败逃到大连后，仍遥控山西的军队，军阀不愿做空头的行政首脑，而是要军政合二为
一。
    其次，注重地盘。
军阀在有了一定实力后，就占领、扩大地盘。
借此来巩固其地位，袁世凯把北方京津地区视为其地盘，当孙中山要其南下就职时，他软硬兼施，不
愿离开其“老巢”；张宗昌、韩复榘把山东作为地盘，张作霖将东北作为其势力范围。
阎锡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宁可偏安晋西、住窑洞吃小米，也不愿到重庆政府任职。
军阀们在其地盘内苦心经营，发号施令，他们绝不许其他军阀染指。
    再次，口蜜腹剑，善于玩弄权谋。
袁世凯用“拔木之术”夺得清廷大权后，说：“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折断，惟用左右摇
撼之一法，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
况清室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树者，我之忽进忽退，即我之从摇撼下手。
”后来他又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同盟会。
人们往往认为张作霖一个武夫，头脑简单，其实张作霖极善权谋。
在用人方面，他高人一筹，使许多人甘愿为之卖命。
张作霖说：“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
”    最后，贪婪、奢侈、荒淫。
军阀们在得势之后，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袁世凯年俸达36万元，是当时各国总统中薪俸最高的。
另外，他还有数目庞大的交际费。
袁世凯自比帝王，视眷如后妃、皇子、公主。
其妻妾有十人之多。
张宗昌督鲁后，一年要举行六次祝寿，为其生父、生母和他自己祝寿被称为“三大寿”，为其后母、
大姨太、七姨太祝寿为“三小寿”，每一次祝寿都花费巨资。
他妻妾众多，竟有一个“姨太太队”，其姨太太之多连他自己也不知多少。
    作为畸形社会的“肿瘤”——军阀，它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历史的倒退、人民的灾难。
    军阀们大量兼并土地，地租剥削不断加重，农民难以生存，许多人弃地逃亡。
据统计，1914—1918年农户减少1564多万户，耕地面积减少26 300多万亩，荒地面积大大增多了。
    军阀割据和混战，使军队数量剧增。
全国陆军1914年为40万人，1919年达138万人。
军费开支也大大增加，1918年军费开支达两亿多元。
庞大的军费开支转嫁到人民头上。
北洋政府连年发行公债，筹措军费。
1912—1926年，共发行公债六亿一千二百多万元。
另外，苛捐杂税不断增多，张宗昌督鲁时，该省赋税竟有六十多种。
“猛于虎”的苛政使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以来军阀的战争，更是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在战争过程中，各地军阀到处抓壮丁、拉民夫，纵容士兵抢劫、杀人、放火。
袁世凯称帝时派兵入川、湘，“沿途骚扰，奸淫掳掠，惨无人道”。
1917年，段祺瑞派兵进入湖南，督军傅良佐宣布在战时可随意破坏人民的动产和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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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众多的军阀中选取了十位具有代表性的军阀，既考虑到一些影响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军
阀巨头，又兼顾到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既展现了军阀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画面，又描摹了军
阀丰富多彩的性格侧面及生活细节，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军阀的发迹史。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利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透过重重迷障，解开一个
又一个疑团，使读者从中得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进而对军阀有个全面的了解和明晰的认识。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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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十大军阀发迹史》由北史编著，《民国十大军阀发迹史》从众多的军阀中选取了十位具有代表
性的军阀，既考虑到一些影响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军阀巨头，又兼顾到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
阀；既展现了军阀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画面，又描摹了军阀丰富多彩的性格侧面及生活细节，全面系
统地揭示了军阀的发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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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蒋献计杀逃将
 冥思苦想抗蒋命
 国防部长的沉与浮
 竭尽全力助李
 逼蒋下野
第4章 逃往台湾
 痴心妄想“划江而治”
 最后的结局
第十部分 “青海王"马步芳
第1章 随父从戎
 马氏家族的发迹
 马麒就职西宁
 步入军界
第2章 翼毛渐丰
 立足化隆
 攀附高树勋
 驱逐马仲英气死马麒
 马步芳与青藏战争
 青宁四马合阻孙殿英
第3章 独霸青海
 青海省政府主席之争
 捣毁官钱局
 逼叔辞职
 贿赂白崇禧主政青海
 奔丧受阻
第4章 阻截红军与对西安
 事变的态度
 堵截红军北上
 残害被俘红军
 “西安事变”中的马步芳
 “六大中心工作”出台
 培植军事骨干力量
 攫取国民党在青海党务
第5章 实行独裁统治
 镇压各族人民反抗
 垄断青海经济命脉
 控制青海文教新闻事业
 几次反马事件
第6章 覆灭前的垂死挣扎
 进攻解放区
 倒台前的“荣耀”
 马步芳在青海统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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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兵变以后，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袁不能离
开北京一步，必须立即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
北京、天津、保定各商务总会，议事会也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造成兵变，他们要求袁不
要南下。
帝国主义也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幌子，组织京津一带的外国驻军在大街上巡逻，作出干涉的架势，进
行威胁。
于是，袁世凯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表示他自己非常愿意南下就职，但“不期变生仓猝，京师骚
扰，波及京津，北京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经”。
 袁世凯的一套骗吓术迷惑了蔡元培等人，汪精卫也从中有意识地渲染夸大，更使他们相信如果袁真南
下，北方政局会更加不稳。
黎元洪也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五个专使果然开始替袁说话。
蔡元培等人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显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
定大局”，要求临时政府在袁南下问题上让步。
并一再要求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孙中山也不得不再次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又附加了另外三个条件：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
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得意洋洋地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兵变威胁的手段实现了迁都北京的目的。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职，4月5日，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北迁的决议。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帝国主义和旧势力是高兴的。
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了袁世凯政府，并表示欢迎。
曾是袁世凯政敌的盛宣怀亦赞其“不折一矢而定天下，古今中外无其匹矣”，“实超轶乎汉高、宋祖
而上之”，还说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也不如袁世凯。
实际上，袁氏的上台使中国人民套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枷锁。
 搞垮责任内阁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推荐自己的心腹唐绍仪为总理，想扩大个人权力，搞专制。
新成立的内阁中袁世凯集团占了上风，重要的部门均由他的爪牙掌握。
他本人从来不相信能在中国实行共和，但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附和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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