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真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袁世凯真相>>

13位ISBN编号：9787801067364

10位ISBN编号：7801067363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线装书局

作者：陶菊隐

页数：4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真相>>

内容概要

1881年那一年，袁世凯21岁。
在此之前，他一事无成。
　　他出身在河南项城，其家族在当地甚有名望。
　　他曾参加科举，但屡试不中。
　　郁郁不得志、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决定在这一年，远离家乡，往登州投军；自此之后，袁世凯
开始显露出他作为一个政客、军阀超人的天赋和胆识、狠毒和功利。
从朝鲜平乱、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位极人臣，再到被迫下野、逼清退位，以及最后的倒行逆施，
恢复帝制，直至最终撤销帝制，撒手人寰，袁世凯的一生，充满传奇和误解，复杂与多变。
他的一生，也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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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
就读长沙明德中学。
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
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
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
。
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
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
民国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
民国16年（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
民国17年（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
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
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
闻夜报》助编。
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
北泮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1934年-赴南京与人合办
《华报》；1936年移居上海；1941年后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同时参加《辞海》关于近代史条款的编写工作。
 著有“菊隐从谈“（共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
六君子传》、《吴佩孚传》、《督军团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真相>>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小站练兵第二章 与虎谋皮第三章 高升直隶总督第四章 巧计窃兵权第五章 野心暴露第六章 宦海
风波第七章 清廷自掘坟墓第八章 武昌起义第九章 革命怪事多第十章 弄兵萧家港第十一章 南下督师第
十二章 角力不如斗智第十三章 双簧合唱第十四章 边打边谈第十五章 逼退清室第十六章 耍手段拒南行
第十七章 略施小技闹兵变第十八章 单骑赴会第十九章 宋教仁遇刺第二十章 总统杀人第二十一章 国会
大借款第二十二章 两路兴师第二十三章 张勋复辟第二十四章 总统变皇帝第二十五章 大变内阁戏法第
二十六章 袁朝复古记第二十七章 屡剿白狼军第二十八章 受降日寇第二十九章 奖励杀人王第三十章 封
将演义第三十一章 收拾北洋旧将第三十二章 遗老撞木钟第三十三章 冯国璋受骗第三十四章 帝制运动
前奏曲第三十五章 关门做皇帝第三十六章 筹大典丑态百出第三十七章 行帝制受阻第三十八章 众人齐
反袁第三十九章 众叛亲离第四十章 缓办帝制第四十一章 面临末日第四十二章 炮打金銮殿第四十三章 
帝制破产第四十四章 垂死挣扎第四十五章 袁世凯之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真相>>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站练兵　　19世纪末期，清政府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
史上最大的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叫做“北洋派”。
从1895年小站练兵起，到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政权，北洋派的产生、发展和衰亡，
共历33年。
从1912年袁世凯窃据民国总统起，到僭号大元帅的张作霖垮台出关，北洋派统治中国的时期也长达17
年。
　　1859年，北洋派的开山老祖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
在他出生前，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发动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曾经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也崛
起于淮河流域，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
项城地当豫皖两省之交，正是捻军神出鬼没之地。
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正是以镇压捻军起家的清军大头目。
袁甲三的子侄辈保庆、保龄、保恒等，也都以“从军有功”，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真个是：一门鼎盛，万人遭灾。
袁甲三的另一侄儿袁保中，留在家乡办理团练，虽不曾挣得功名，却也不失为地方上的一霸。
此人正是袁世凯的生身父亲。
　　袁世凯出生不久，中国局势又起了一番变化：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并且用洋兵洋炮镇压
了太平天国；捻军也因内部分裂而被各个击破。
于是清政府大肆吹嘘，说什么“同治中兴”啦，“中外和好”啦。
其实，这正是外国侵略者的魔爪步步深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步步高涨，清政
府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
　　清朝开国之初，继承了明朝开科取士的制度，宣扬许多“处世格言”，什么“士为庶民之首”，
“书中自有黄金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鼓励青
年人参加科举考试，养成一种“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以利于巩固其君主专制。
可是，每当农民革命风暴掀起之时，皇帝却又悲叹“国家无可用之兵”，不得不用升官发财的办法，
鼓励各地地主豪绅组织武装力量，共同镇压起义农民。
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都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产物。
等到农民革命被镇压下去，天下似乎又太平了，皇帝对于那些曾经替他出过死力的走狗们，又不免有
“尾大不掉”之感，于是重弹“偃武修文”的老调，设法解除他们的兵权，而把国家的权力牢牢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
　　袁世凯在弟兄中排行第四。
他的叔父袁保庆没有儿子，就把他过继过来做“一子兼祧”的嗣子。
他幼年跟随嗣父到过济南、扬州、南京、上海等处。
那时候，农民战争基本结束，因此，嗣父教导他用心读书，以便从科举场中求出路。
可是袁世凯受了上代人的影响，觉得军功出身轻而易举，总想有朝一日，风云际会，平步登天，做个
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像他们家里的端敏公一样。
　　袁保庆做江南巡盐道的时候，袁世凯跟随到南京，经常瞒着家里人到郊外练习跑马。
他的骑术本来不高明，一天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脚踝骨，痛得眼泪直流。
他不敢声张，装病躲在房间里，偷偷请走方郎中用草药医治。
后来伤处虽然合口，可是骨头没有接好，走起路来，总不免高一脚、低一脚，像个瘸子，这且按下不
表。
　　1873年，袁保庆死于南京任所。
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原籍安葬。
次年，他的另一在北京当户部左侍郎的堂叔袁保恒，把他接到北京去。
又一年，他的生身父袁保中在项城病死。
1877年，袁保恒奉旨到开封放赈，不到一年也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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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上一辈子的人，官运虽然亨通，寿命却都不长，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58岁的，所以风水家纷纷
议论，说什么袁家祖坟穴位不正，掌禄而不掌寿。
这种宿命论从小就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曾在陈州结识了一位坐蒙馆的天津穷秀才，此人名叫徐世昌。
后来，袁资助他回籍应考，因此两人遂结成莫逆之交。
　　1876年，即袁保中死后的第二年，袁世凯在家乡同一个于氏女子结婚，次年长子袁克定出生。
在封建社会里，世家大族遇有汤饼之会，总得编造一番鬼话，吹嘘儿孙来历不凡。
袁世凯也是如此，说他梦见一位贵人乘轩而来，正待叩问来历，就被一阵呱呱的啼声惊醒了。
替袁家看风水的地师随声附和说，他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发老婆婆，大概是梨山老母吧，提着
一篮子红蛋送到袁府来，可巧孙少爷就在这时候出世了。
　　袁世凯虽然生了儿子，做了父亲，可是他自己还是个胡地胡天的恶少，家里没人管得住他。
他结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经常带领他们演习行军作战，自己发号施令，俨然一世之雄。
他暗自思量：“我老是待在家里，何日方能出头？
”他猛然想起他的嗣父袁保庆有一位同寅弟兄，名叫吴长庆，官至提督，镇守山东登州。
“我干吗不去闯一下，说不定能够闯出一番事业来。
”袁世凯所想起的吴长庆，也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战将，以总兵升授浙江提督，尚未到任，有旨改授
广东水师提督，暂驻浦口待命。
1880年，法国侵略越南，越南政府请清政府派兵援助。
清政府鉴于外国侵略者往往派遣炮舰从海道进攻中国，不得不加强沿海一带的防务，于是叫吴长庆不
去广东，由浦口开往山东登州驻防。
袁世凯同他手下的小兄弟们商议，想仿照薛仁贵投军的故事，打伙儿前往登州投军。
1881年，袁率领他们来到登州，找到了庆字营，投刺求见“吴军门”。
　　袁世凯满以为远道来投，这位老世伯一定会热情接待，哪知见面之下，吴长庆的脸色就很不自在
。
他责备袁不该不告而来，更不该拖泥带水地率领一批来历不明的小伙子前来投军。
他取出了若干银两，叫袁资遣他们克日回籍，只许袁一个人留下来。
　　袁世凯乘兴而来，此时又不便拂袖而去，只得憋住一肚皮闷气，暂时留下来。
　　吴长庆倒不是不关心故人之子，他同袁保庆一样，认为此子应当埋头书城，从科举场中求出路，
不应投笔从戎。
他身边有一位文案老夫子名叫张謇，别号季直，当时被看作是个誉满大江南北的才子，因此叫袁跟张
謇学习时文八股，以备乡试应考。
　　袁虽勉强地留下来，但是心中有说不出的委屈：“我在家里不好读书，要老远地跑到这里来活受
罪!”于是他终日懒洋洋，得过且过，无心读书。
张謇免不得教训了几句，他就鼓起铜铃般大眼发火说：“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伈伈
伣伣，老死牖下，以腐儒而终其身!”说也奇怪，这几句牢骚话却打动了张謇，认为此子心雄志大，终
非辕下之驹。
原来这位老夫子比袁只大得六岁，也是个有志四方之士，不禁同情地问道：“你不愿读书，却待怎的
？
”袁索性大放厥词说：“我袁某人岂是到这里来混饭吃的!既无用武之地，何处不可容身？
我不久就要远走高飞了。
”张笑着指点他说：“此间正是用武之地，何必合近图远!莫性急，待我安排一下，迟早自有好音相报
。
”　　果然隔不多时，吴长庆札委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月支饷银三十两。
　　1882年，朝鲜政府因壬午兵变，也请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
　　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清政府内政腐败，军备废弛，对外屡次战败，国力一蹶不振。
中国周围邻邦也都成了外国强盗鲸吞蚕食的对象。
日本当时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臻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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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外采取扩张政策，矛头首先指向中朝两国。
1874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领土台湾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挑衅，清政府害怕战争，以和平让步了结。
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次年日本政府派“云扬舰”侵入朝鲜领海，随后又派战舰六艘前往示威，压迫
朝鲜政府与之签定《朝日通商条约》。
同时，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到北京商谈这个问题。
清政府办理外交的恭亲王奕?，是个著名的胆小鬼，他不敢得罪日本军国主义，就说“朝事朝人自理”
的话。
日本政府认为这正是可以用来扩大侵略的一个话柄，于是压迫朝鲜政府照签了《朝日通商条约》。
清政府方面，除奕?外，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鸿章知道所谓“朝日通商条约”不过是日本魔爪伸向朝鲜的第一步，侵略者的野心漫无止境。
可是他的胆子也不比奕诉大些，他劝朝鲜政府“忍让为国”，以免事态扩大。
他还替朝鲜政府出了个“以夷制夷”的主意。
什么叫做“以夷制夷”呢？
打个比方说，一个强盗打进大门来了，你抵挡不住，就不妨把全屋子的边门、后门统统敞开，再引进
一批强盗来，让他们你争我夺，造成一个互相牵制、谁也不能独吞的局面，以为就可“太平无事”了
。
这是这位中堂大人行之已久的外交策略，可是这个策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毫无效验，不断破产。
　　1879年，日本又向琉球进攻。
琉球国王向清政府请援，清政府爱莫能助，琉球遂为日本所灭。
　　由于清政府害怕战争，不敢履行援助邻邦共同抵抗侵略的义务，这就更加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政
府向外扩张的野心。
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以朝鲜为起点，第一步割断中朝两国的关系，以孤立朝鲜。
第二步迫使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第三步则以朝鲜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以遂其征服亚洲和称霸全世界的野心。
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的侵略政策：英俄两国在亚洲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
为了阻止沙俄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英国利用日本做它的助手。
美帝国主义也想插手远东，同样利用日本做它侵略中国的跳板。
这两个西方大国都是支持日本的。
当时的朝鲜政府腐朽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引起朝鲜人民的普遍不满。
朝鲜国王李熙是前王的嗣子，登极的时候，他的生身父亲李罡应以“大院君”的名义临朝摄政，直到
他成年后才将政权交还，但大权又落入宠妃闵氏之手。
朝鲜宫廷中的父党妃党争权夺利，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危机。
　　1882年8月，正当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初露头角的时候，朝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裁的士
兵们因欠饷而聚众起义，发动壬午兵变。
闵妃逃匿，李罡应乘机再夺政权。
事变发生后，朝鲜政府无力应付，请清政府出兵援助。
清政府交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负责处理。
张树声原任两广总督，也是李鸿章手下的一个淮军军阀。
此时李鸿章死了母亲。
按照规定，官吏如有父母之丧，必须开缺回籍守制，三年服满后才能再起用。
由于西太后非常信任李鸿章，所以调任他的亲信部下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
署理有一种暂时过渡的性质，随时可以调开，这就说明清政府仍有用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之意。
　　张树声决定派兵援助朝鲜国王，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另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三
艘前往接应。
吴长庆调动人马时，袁世凯自告奋勇，愿为开路先锋，吴就派他组织前敌营务处，命其拨队先行。
　　汉城兵变时，日本驻朝公使馆被焚，日本政府借口兴戎，派兵在仁川登陆。
不料清军先到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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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长庆的帮助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王位。
由于朝鲜政变迅速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便做不下去了。
　　此时的日本，还不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强国，它对朝鲜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切文章只能留待
后日去做。
它借口政变中受了损失，又压迫朝鲜政府与之签定《仁川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朝鲜政府除接受惩凶、抚恤、赔偿军费等条件而外，还承认日本得派兵保护日本公使
馆。
日本在朝鲜京城取得了驻兵的权力，这就为下一步干涉朝鲜内政和对抗清兵打开了一道缺口。
　　清政府因朝鲜事变迅速解决而兴高采烈，有旨奖叙有功人员。
袁世凯在保案中得到五品同知衔，并赏戴花翎。
这就说明，他以前想的果然不差，军功出身比科举出身来得容易。
仅仅一年工夫，官阶升至五品，胜似寒窗十年。
　　1883年，清政府因外交吃紧，命李鸿章“夺情”回任直隶总督。
原来清朝官制又有一种规定，大臣服丧之期未满，如有特殊需要，皇帝可以叫他提前任职，美其名日
“夺情应变”，又叫“移孝作忠”。
李鸿章既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又是多年来办理外交的熟手，清政府确是少他不得。
　　1884年，当权20多年的恭亲王奕诉被西太后罢免，改派光绪帝的生身父亲奕譞主持军机处，又派
庆亲王奕勖总理各种事物。
按照清朝的官制，军机处等于内阁，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等于外交部。
这两个亲王都是著名的糊涂虫，所以，李鸿章的权力和责任都比以前加重了。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
　　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
袁世凯统带。
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
　　此番人事调动，是袁世凯背叛吴长庆、夺取兵权的第一步。
原来，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
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
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
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
益疏远。
吴因兵权被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袁世凯虽然取得了兵权，但是仅有三营人，而且还有一个顶头上司，未免美中不足。
他仍然和李鸿章直接打交道，不把吴兆有放在眼下。
他自称“钦差大臣会办朝鲜防务营务处”，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衔，乍看之下，他岂不就是钦差大臣
了吗？
　　由于清军撤走了一部分，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洪秉植等又一次发动政变。
他们摆下了“鸿门宴”，拟将妃党大臣一网打尽。
参加宴会的禁卫军大将、闵妃的侄儿闵泳翊，身带重伤，夺门而出，逃往朝鲜税务司穆麟德的家中。
袁世凯得报，立即全身披挂，带兵来到穆家。
他看见一个汉子手握一管枪，当门而立，威风凛凛，不许他进去。
后来问明，此人是海关职员唐绍仪。
袁暗暗称赞他是个好样儿的。
　　政变发生后，日本驻朝军队乘机占领王宫，国王李熙仓皇出走。
但是，在朝鲜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很快地打退了这支日军，把李熙护送回宫。
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日军弱而清军强，当时在汉城的日军为数不多，而且日本政府尚未完成其发动
大规模战争的一切准备，所以它只能适可而止，退一步要求朝鲜政府与之签定《汉城条约》，在这个
条约中它又取得了在汉城增加驻军名额和在日本公使馆附近建筑营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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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袁世凯诳报军情，夸大自己的战功，而李鸿章不加考察，错认他是个智勇双全的将才，传令大
为嘉奖。
从此他大讲排场：“乘舆张盖，呵殿出入；水巡建立兵船，船头竖起黄龙大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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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
　　他的作品，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力。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吴思（学者）　　陶菊隐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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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思、张鸣、李亚平、曹聚仁、雷颐鼎力推荐。
　　他是治世能臣？
还是狠毒政客？
他是改良领袖？
还是误国皇帝？
你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还是一个被历史妖魔化的袁世凯？
！
　　陶菊隐先生1912年步入新闻界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史界所称“北洋军阀时期
”的开始。
陶菊隐先生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
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
多重要会议报道。
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问，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客观
、如实地向公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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