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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世凯，一个有血有肉，兼具隐忍、智慧、多情、梦想并曾经胸怀天下的盖世英雄，同时又是一个急
躁、残忍、狡猾、狐疑，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置人于死地的乱世枭雄。
    有人说他骨子里浸透着无赖恶棍习气，心黑手辣，心机深沉。
也有人说他敢作敢为，提得起放得下，堪称天下奇才。
    有人说他只会夸夸其谈，厚颜无耻。
也有人说他办事认真，不徇私情，机智多谋。
    甚至有人特地亲题对联以赠：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在一个群雄并起、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也曾脱颖而出，并带给中国巨大的影响。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曾经有过怎样辉煌的时刻。
洋洋百万字的作品展现了一代枭雄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杀伐
、谋略与权术、天道与玄机！
它不仅是上上乘的史学经典，更是兵法谋略、政略宝典。
在曲折生动，卷帙浩繁，墨香四溢的巨著中，体味袁世凯那真实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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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宜杰，1938年4月生，江苏沛县人。
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袁世凯全传》、《百年家族——袁世凯》等。
发表的文章有《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论清末立宪的进步作用》、《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三部曲（全三册）>>

书籍目录

第一部 逞威属邦　一 弃书学剑 如鱼得水　二 属邦传警 整饬军纪　三 诱擒太公 剿除余党　四 头角崭
然 狂妄跋扈　五 蜜云欲雨 锋芒毕露　六 灰心请假 充光调人　七 走马上任 正名定分　八 穷究附俄 建
言废王　九 窃玉偷香 兄弟反目　十 压制自主 风刀霜剑　十一 暗纳小星 贷款示惠　十二 防制日本 智
绝力穷　十三 屡乞回国 仓皇逃归第二部 宦海浮沉　一 附和维新 夤缘钻营　二 督练新军 有惊无险　
三 观察行情 叛卖求荣　四 剿团保教 晋升直督　五 推行新政 改换门庭　六 窥测风向 左摇右摆　七 鹊
巢鸠占 参与立宪　八 狼狈为奸 排除异已　九 两面三刀 罢官回籍　十 貌似隐逸 野心不死　十一 东山
再起 待价而沽　十二 翻云覆雨 只为权势　十三 无情逼宫 清朝寿终第三部 总统皇帝　一 拒绝南下 嗾
使兵变　二 逼走总理 组阁生波　三 枪毙张方 礼迎孙黄　四 赣下碰壁 沪上流血　五 否认谋刺 悍然用
兵　六 胁迫选举 摧毁共和　七 集权复古 态度暧昧　八 对日交涉 原形毕露　九 强奸民意 接受帝位　
十 内外交困 众叛亲离　十一 撤销帝制 呜呼哀哉后记再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三部曲（全三册）>>

章节摘录

一、弃书学剑如鱼得水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
天空蔚蓝，阳光灿烂，和风频吹，带来一股湿润的海洋气味。
一辆马车出了烟台西门，沿着近海的官道向西疾驶。
车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位二十三岁左右，五短身材，略显粗壮。
头戴一顶青色瓜皮帽，身穿一袭青绸夹袍，外罩蓝缎大褂，脚蹬一双轻便布鞋；长方脸形，五官端正
，二目炯炯有神，脑后垂着一条辫子，看上去倒也不俗，但却掩饰不住纨绔子弟的轻浮气质。
此人就是袁世凯。
另外两人都比他年轻，一个是他的家仆王成，一个是乡邻赵国贤。
袁世凯字慰庭，别号容庵，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公历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
寨，所以后来人们也称他为袁项城。
在咸丰、同治和光绪初年，袁家楼房瓦舍连成一片，拥有良田五十多顷，开着几处典当铺，广有财产
。
他的二叔祖袁甲三官居漕运总督，堂叔保恒在朝中做到侍郎，富贵显赫在项城乃至陈州府一时无两。
他的父亲名叫保中，叔父名叫保庆，属于长房。
袁保中有一妻一妾，都姓刘，元配生子世敦，后来得病去世。
他又把侧室扶正，作为继室，继室生了世昌、世廉、世凯、世辅、世彤五个儿子。
袁世凯呱呱坠地的时候重达七斤多，刘夫人的奶水不够他几口吃的，没有了就哇哇大哭，任怎么哄也
哄不好。
刘夫人为此愁了好几天，忽然想起来弟媳妇牛氏的孩子刚死不久，奶水未回，极其充足，便让牛氏代
奶。
由于没有儿子的缘故，保庆夫妇喜欢得不得了，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照顾得无微不至。
世凯能够吃得饱饱的，就不再哭闹了。
如此过了五年，保中见弟弟深爱世凯，年龄已近四十，仍然没有儿子，恐怕他绝了后，断了香烟，便
把世凯过继给他。
从此，世凯就随保庆夫妇一起生活了。
同治五年（1866），袁保庆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后来调到江宁（南京），都给世凯聘请了有名
望的老师，让他好好读书。
但他从小过惯了娇生惯养、寄生安逸的生活，到了歌舞繁华的大城市，更是目迷五色，心猿意马，加
以性格喜动不喜静，不论老师如何督促，也不好好学习。
同治十二年（1873）袁保庆病故，他便同母亲牛氏等人扶柩返回项城老家了。
以后他跟着堂叔保恒、保龄在北京读书，仍不认真，学了很久，文章尚不入门。
光绪二年（1876）秋天举行乡试（清代三年举行一次的考试，考中者为举人），他回河南应考举人，
结果落第而归。
同年九月，他在家乡结了婚，娶了一位沈丘县的富家女儿于氏为妻。
过了两年，袁保恒在开封帮办赈务，不幸得了传染病去世，这个大家庭的矛盾日渐突出，便各自分居
。
世凯分得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成了一家之主，像匹无羁的野马，愈益放荡不拘。
为了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他还发起组织了两个文社。
光绪五年（1879）秋天，他再次参加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他又羞愧又气愤，赌气把过去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
向人扬言：“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怎么能够龌龌龊龊地长久困在笔砚之间，自误
大好光阴呢！
”他感到通过科举向上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决心另外寻找一条升官发财的途径。
在家待了两年，他一事无成，并且得罪了族人，与妻子于氏也成了一对怨偶。
正在极端苦闷的时候，上个月忽然接到继父的盟弟吴长庆的来信，要他前去山东登州，他便毅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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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带着家仆王成和愿意投军的乡邻赵国贤北上，先到天津见了在北洋办理海防营务的堂叔袁保龄
。
叔父同意他去投奔吴长庆，临行给了他四十两银子。
他们三人坐船去了烟台，在烟台下来，吃了早饭，又乘坐雇来的马车，驶向登州。
下午三点多钟。
登州水城提督署内的花厅中，一张漆得发亮的红色桌旁，围坐着六位身着便服的人，他们很随便地喝
着茶，吸着烟，说着闲话，气氛无比的融洽。
坐在上首的那位就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身体颀长，面孔白皙，唇边蓄着浓密的短须，五十出头的年纪，风度潇
洒，眉宇间透着几分威严和刚毅。
别看他外表像个恂恂儒士，却是一位能征惯战的虎将。
他早年读书，在家乡办团练，不久为湘军统帅曾国藩收编，后来为淮军统帅李鸿章的麾下。
光绪六年（1880）奉调帮办山东防务，亲率六营从江宁移驻登州府，将行辕设在了府治所在地蓬莱县
的水城。
来到这里已经两年，重要的军务早已布置就绪，平时除了日常公事，他不是读书，就是同幕僚谈古论
今，下棋品茗，今天在座的五位均是文案上的夫子。
坐在东面的那位瘦高个儿，额头宽阔，鼻直口方，两道浓眉下生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姓张名謇，
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幼年读书聪颖过人，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先生看见有个武官骑马从门前经过，遂出上联“人骑白马门
前去”，命其对出下联。
他不假思索，顺口吟诵“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大喜，从此有神童之名。
他中了秀才，县里府里各种考试，无不名列前茅，但说也奇怪，就是考不中举人。
后来因为家中贫困，应聘为江宁发审局孙云锦的书记。
爱才礼士的吴长庆发现了他的才华，想方设法把他邀到了军幕，只让他办理机要文书，别的事情一概
不管，以便让他有时间读书应举。
并特别在堂后盖了五间茅屋，作为他读书兼办文书的处所，每月给二十两银子的薪俸，极为优礼。
他对吴长庆也投桃报李，尽心竭力出谋划策。
现在他只有二十九岁，已经成为幕僚中的首要亲信。
他的三哥张詧也在庆军，主管支应所，负责钱物。
坐在西面靠北的那位，中等个儿，浓眉大眼，姓周名家禄，字彦舁，江苏海门人，文才声名，跨县越
州。
靠南的那位叫林君实，字怡庵，福建人，三十八岁，在幕府中年龄最大，因怀才不遇，才入军幕。
并坐在南面的两位，一位肤色较白，名叫朱铭盘，字曼君，泰兴人。
另一位肤色较黑，名叫束纶，字畏皇，江都人。
都是张謇的同乡，要好的朋友。
他们已经闲谈了一会儿，话题是知人难，交友也不易。
吴长庆吸过水烟，喝了口茶，感慨良深地讲了他如何与袁保庆结交的故事。
那是咸丰四年（1854）八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了安徽大部。
吴长庆的父亲招募了三千乡勇，乘太平军不意，一举克复了庐江城，但立即又陷入了太平军的包围。
坚持了几天，粮饷乏绝，岌岌可危。
吴长庆奉了父亲之命，单人匹马闯出重围，向统领大兵的袁甲三求救。
他好不容易到了袁甲三的庐舒大营，把危急情形讲了。
袁甲三即问儿子保恒和侄子保庆有何意见。
保恒认为面临强敌，兵贵集中，不宜分散，否则大营危险，何况援救未必济事，不主张出兵。
保庆则认为绅士力弱不支，孤城垂危，前来求援，理应发兵相救。
袁甲三听了他们的话，反而拿不定主意，迟迟不发救兵。
结果庐江失陷，吴长庆的父亲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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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对保庆的朴实厚道，深明大义，急人之难，衷心佩服，并与保庆换了帖，结为异姓兄弟，赤诚
相待。
以后他们同在江宁，来往日密，情谊日笃。
保庆病逝的时候，其子世凯年纪尚幼，他代为料理了后事。
诸人听了都很感动。
稍停，吴长庆又说：“说到这里，兄弟还要告知各位一件事情。
前时我给世凯去了封信，让他前来，以报答盟兄的隆情高谊。
他若前来，想必就在这几天了。
”张謇说：“大帅对世凯加意栽培，克尽朋友之道，袁保庆英灵有知，当可告慰于九泉了。
”吴长庆微微摇头：“我不想让世凯在营中效力，只想叫他安心攻读，博得一第。
”束纶接着说：“如此更好了。
”环顾大家一眼，吴长庆说：“世凯来读书，全靠诸位指教。
不过也用不了这么多先生，有两位足够了。
兄弟想请啬翁、彦翁偏劳，未知肯赏脸否？
”张謇忙说：“大帅吩咐，理当效劳。
只恐才疏学浅，误人子弟，有负重托。
”周家禄也谦逊了两句。
吴长庆朝二人拱拱手，表示谢意。
说：“二位不必过谦，就请费心教诲。
世家子弟多不上进，管教应当严一些，切勿顾及情面。
”这时护勇头目曹正明走进，向上屈膝躬身，右手下垂，打了个千：“禀大帅，有个河南项城来的袁
世凯带着两个人求见。
”“领他们进来。
”“喳。
”曹正明躬身退出。
朱铭盘笑道：“说着曹操，曹操就到。
”大家都笑了，起身欲退。
吴长庆抬手制止：“各位别走，先见个面，以后也好说话。
”大家复又落座。
少顷，曹正明领着袁世凯等来到，吴长庆望见，立起身来。
袁世凯急趋几步，跪下磕了个头，说：“侄儿世凯叩见叔父大人，给叔父大人请安。
”吴长庆笑容可掬：“贤侄请起。
”袁世凯爬起身来，忙令王成、赵国贤上前叩见。
王成和赵国贤赶紧放下东西，跪倒磕头。
待他们站起身来，袁世凯指着他们对吴长庆说：“这一个叫王成，是小侄的家仆。
那一个叫赵国贤，是邻人的孩子，他听说小侄要来，非要跟着前来投军不可。
”吴长庆遂向他引见了张謇等人，他逐一作揖，大家还礼，然后坐下。
吴长庆令人送上茶来，问了他母亲安好，又问了些路上的情况。
袁世凯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一一回答了，并将带来的礼物奉上。
张謇等人退出。
曹正明听了吴长庆的嘱咐，也领着王成和赵国贤离开了。
吴长庆打量了世凯一眼，笑道：“记得令尊谢世的时候你还很小，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真真令人欣
慰。
”接着问：“平时在家做些什么？
”袁世凯恭敬地回答：“在家自学。
”吴长庆笑问：“可曾进过场？
”袁世凯闻言把头低下，满面羞惭，不好意思地说：“侄儿愚笨，两次下场，均未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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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庆笑道：“不少秀才多次进场，仍未中举。
你才考了两次，不算什么，只要埋头苦读，总有高中的一天。
”袁世凯不自然地应道：“是的。
”吴长庆捋捋胡须，和蔼地说：“我唯恐你在家荒废了学业，特让你来安心攻读。
这里的几位夫子，均为饱学之士。
我已经同张先生和周先生商定，你读书由他们指教，文章由他们改正，比在家自学强得多了。
至于名义嘛，可在文案上给你挂个名，每月十两银子的薪俸，伙食费由我另外拨给。
原来我想派两名亲兵照料你的生活起居，你既然带来了王成和赵国贤，就给他们两人补个亲兵，让他
俩照顾你吧，饷银也从我这里拨给。
几位夫子办公住宿都在云昙庵，那地方环境清幽，你们也住在那里，以便随时请教，你看好不好？
”袁世凯满怀希望想弄个差使干干，没料到吴长庆又叫他走最厌恶的科举之路，有如当头泼了一盆冷
水，凉了半截。
可是他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心意，显得不求上进，没有出息。
脑筋速转，计上心来。
连忙回答：“叔父大人的厚爱，侄儿铭感五内。
只是侄儿从小喜欢走马试剑，可否一面读书，一面当差，学些实际本领，以备异日报效国家。
”他想此着有效，以后就有办法了。
吴长庆严肃地说：“令叔祖、令尊等不是进士就是举人，你也应该走科举这条正途，方才不负他们的
期望。
一心不能二用，明年是大比（即乡试）之年，你必须专心致志地攻读。
”在这位尊长面前，袁世凯有苦难言，勉强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答道：“叔父大人训诲得极是，侄儿
一心向学便了，但有一事不明。
”“何事？
”“侄儿是否正式拜师？
”“不必，他们不会接受。
不过你要虚心求教，像师长一样地尊敬他们。
”师生名分极重，袁世凯最怕拜师，受其拘管，不拜师就随便多了，听了没再言声。
以后曹正明进来，吴长庆令他带着袁世凯和王成、赵国贤前往云昙庵安置。
第二天上午，吴长庆领着袁世凯去见张謇和周家禄，交代完后就到签押房去了。
张謇望着袁世凯说：“筱公既然将老弟台读书的事情交代下来，我们只得勉为其难，但确实感到惶恐
，怕误了老弟台的前程。
”在私下里几位夫子都亲切地称呼吴长庆为筱公或者筱帅。
袁世凯慌忙站起来说：“老师这样说，弟子担当不起。
听世叔大人说，老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播遐迩，还请不弃弟子驽骀，费心教诲。
”张謇说：“筱公过誉，不可当真。
以后我们共同切磋，互相策励，总期有所进步就是了。
至于老师云云，那是万不敢当的，免了吧。
”转脸问周家禄：“彦异兄，你看呢？
”周家禄一向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性格爽朗，说话诙谐幽默。
闻问不住点头：“是啊，是啊。
我们也未中举，年龄不过痴长几岁，怎敢妄为人师？
再说慰庭乃名宦之后，世代书香，家学渊博，说不定捷足先登呢。
”说罢哈哈一笑。
张謇听了不禁莞尔。
袁世凯面孔略窘，马上恢复常态：“老师如此说法，让学生汗颜无地了。
”张謇适时转过话题：“慰庭新到，需要休息，不妨各处走走，读书的事过两天再议不迟。
登州虽小，可是历史悠久，值得游览的地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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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这个水城，就够看上半天多的，今天我们就在里边转转，不知慰庭是否有此雅兴？
”一听游玩，袁世凯劲头十足，忙说：“正要跟着老师学习。
”出了云昙庵，三人沿着小道迤逦上行，一路苍松翠柏，繁花似锦，燕语莺声，赏心悦目，有节奏的
海涛声不断传来，如同一曲深沉雄浑的乐章。
在唐朝所建的龙王庙观赏了一会儿，他们去了天后宫。
此宫高有数丈，殿宇雄伟，内中供奉着一位栩栩如生的女神。
袁世凯不住赞叹，而又不知道天后的来历，不禁发问。
周家禄告诉他：“是宋代初年福建莆田人都巡检林源的女儿。
此女仙去以后，被人们尊奉为海神，历代香烟不绝。
本朝康熙年间，先封天妃，继封天后。
雍正年间定下制度，地方官春秋两季致祭。
”侃侃而言，如数家珍。
袁世凯问：“天后赐给人们什么福禄？
”周家禄答：“人们不过祈求出海的时候风浪不作，平安归来罢了。
”游完天后宫，张謇指指上边的巨阁：“此乃当地观海的最佳之处蓬莱阁。
”说罢前行。
蓬莱阁共有两层，雕梁画栋，檐角飞起，风铃叮咚，比天后宫巍峨壮观多了。
上层周围摆放着八仙桌椅，中间是八仙醉酒后各显神通渡海邀游的塑像，个个放浪形骸，惟妙惟肖。
出了蓬莱阁，他们到了山顶，倚着北边的石栏观赏歇息。
袁世凯凭栏俯视，栏下就是陡立的断崖绝壁和浩瀚无边的大海，海水碧蓝，波涛滚滚，一浪接着一浪
，涌到绝壁，卷起干堆白雪，激起万朵银花。
举目远眺，青山隐隐，白帆点点，顿觉心旷神怡，胸怀宽阔。
观赏了一会儿，张謇慢悠悠地介绍了蓬莱阁的历史及仙阁凌空、狮洞烟云等登州的十大景观。
袁世凯问：“古书上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蓬莱就是指这里吗？
”张謇答道：“三神山就是海市蜃楼造成的假象，古人不明其理，疑有神仙居住，加以方士故意渲染
，就有了三神山的传说。
有些帝王相信这一套，派人带着大批童男童女东来，到海中寻求长生不老仙药，荒唐之至。
”周家禄接着说：“我们脚下的这座小山叫丹崖山，为登州的最高点，水城就绕它而筑。
”继而指着城墙说：“城墙之内，就是水城。
那是南门，名叫振扬楼。
这里宋朝的时候叫做刀鱼寨，明代改设登州卫，因为河口窄浅，海船运送军需物资不便，又加宽加深
，用挖出的泥土筑了这座城，并把海水引进城内。
后来防御倭寇侵扰，在土城墙外又加砌了一层砖石。
那一片房子就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年的帅府，现在是筱帅的行辕，营务处也设在那里。
”袁世凯赞道：“老师真是博学。
”张謇笑道：“他读过《登州府志》，焉有不知之理？
”袁世凯方始了然。
以后他们游览了苏公祠、三清殿、望日楼、海潮庵、李公祠等名胜古迹，就回来了。
晚上，袁世凯给四叔保龄和家里写了信，报告了来后的情况。
隔了两天，张謇、周家禄与袁世凯谈话。
张謇首先说：“我们商议了一下，你的功课从今天开始。
”接着问：“想来四书五经都讲过了？
”“讲过了。
”袁世凯回答。
张謇说：“那就省事多了，以后就按乡试三场的要求努力。
”袁世凯木然点头。
张謇接着说：“平时你自己读书做文，每逢三八之日出新题，并商榷做过的文章，这办法你觉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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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袁世凯恭答：“但凭老师吩咐，学生无不遵命。
”周家禄说：“你的根底和特长我们都不了解，为做到心中有数，以利进行，我们各出两个题目，你
先做做，时间可以放宽一些。
”袁世凯呆板地答道：“是。
”张謇笑道：“筱公极其关怀老弟台，一心想将你造就成栋梁之才，望你奋勉，不要辜负筱公的美意
。
”“学生谨记。
”袁世凯毕恭毕敬。
周家禄将拟好的题目交给他，说：“先去做吧。
”回到房间，袁世凯打开题目一瞧，眉头立即皱起，点燃上一支雪茄。
他的烟瘾很大，不过不吸大烟，不吸香烟，只抽雪茄。
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深思。
良久良久，方才提起笔来。
过了七八天，他交了卷。
张謇强压着心中的不快看完了最后一篇文章，极不耐烦地丢在一摞文稿的上面。
几位夫子彼此不讲虚礼，周家禄推门进来，一旁坐下，见其闷闷不乐，即问为了何事。
张謇指指文稿：“唉，真想不到。
”周家禄朝桌上望了望，疑惑地问：“你是说慰庭太差劲了？
”张謇苦着脸说：“可不是嘛！
文章芜秽拉杂，删也无从删，改也无从改，简直糟糕透顶，根本不能卒读。
我耐着性子看完，头疼得像裂开了一样。
试帖诗对仗不工尚且不说，居然连音韵平仄也弄不清楚。
真乃孺子不可教也，不可教也。
”说罢大摇其头。
周家禄慢条斯理地说：“世家子弟依仗祖辈父辈的荫庇，大多以读书为虚应故事，很少有认真的，慰
庭大约也染上了这种恶习。
筱公把他托付给我们，我们尽到人事而已，我兄何必为此烦恼？
”张謇依然不能释怀，淡淡地说：“世家子弟不爱读书，我岂不知？
然而二十多岁，文章糟糕到这种样子，实在太出人意料。
这一来，你我可有苦头吃了，筱公的一番美意恐怕也将付诸东流了。
”周家禄想想说：“也许他志不在此，所以文章做得不好，他的策论我看还有点意思。
大凡世家子弟都有虚骄之气，极爱面子。
若是不相干者，我们不必去管，慰庭不同，看着筱公的情面，我们不得不花费些心血。
我想不必责备过严，批得一塌糊涂，叫他面子上下不来，但能画几个圈儿，就画上几个，他毕竟不是
我们的正式弟子。
至于今后的发展，只有因势利导了。
”周家禄走后，张謇叫来袁世凯，把文章拿给他看。
袁世凯见涂改得满纸皆是，脸色变了又变，旋又挤出一丝笑容，恭恭敬敬地说：“多谢老师费心，学
生一定将改正之处仔细拜读，切实体会。
”张謇没有注意到他飞快的表情变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说：“做学问一点不能投机取巧，唯有多下
苦功，才能有所进步。
做八股文章，只要理解把握了题意，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这四股，并不困难。
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是正文，议论的主体，而且每股均有排比对偶的文字
，既要议论得正确，发挥得透彻，文字也要工整流畅。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熟读四书五经，融会贯通，还应多读名家的制艺（即八股文、时文），学习
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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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帖诗重在音韵和对仗，熟能生巧，多背唐诗大有裨益。
此皆老生常谈，关键还在自己。
”袁世凯站直身子，垂首答道：“老师的教诲，使学生顿开茅塞，学生一定加倍努力。
”在张謇和周家禄的督促下，袁世凯不得不打起精神，刻苦努力。
他也真想中个举人，给自己争些脸面。
但他的屁股没有坐稳的时候，不是抽会子烟，就是喝阵子茶：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不愿意低声下气地
去请教，一怒之下把书丢到一边；碰到难做的文章，他喃喃咒骂，写不上三四行，就撕得粉碎，撕了
写，写了撕，一折腾就是大半天。
月光皎皎，虫鸣唧唧，涛声隐隐，清风飒飒。
袁世凯坐在灯前，神驰千里。
赵国贤把一摞文稿放在他的面前。
他极不情愿地逐一翻过，见周先生批阅的多为嘉奖之意，圈的圈儿不少；张先生虽然指出较前进步，
但应注意的地方仍有很多。
他面对窗前的明月，呆呆地坐了很久，思索了很多，结果如同一团乱麻，愈理愈乱。
他想大哭，可又哭不出来。
从此，他愁眉苦脸，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急得吐血，喉咙也肿了，服了几剂药，才慢慢痊愈，原来
胖乎乎的身体整整消瘦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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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个史学工作者，根本不具备文学创作的条件，从未萌生过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考虑到人们平时获得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文艺作品，而充斥荧屏的历史剧等又
多歪曲捏造，搞得历史面目全非，误导受众，我便一时心血来潮，不自量力，试着搞起历史文学来了
。
为了省些力气，我选择了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袁世凯。
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无权改写。
历史文学虽然允许虚构，然而既称历史文学，就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创作，使人从中获得
正确的历史知识；绝对不能为了追求卖点，任意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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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袁世凯三部曲(套装全3册)》由线装书局出版。
“袁世凯研究大家”侯宜杰先生，十年磨一剑。
有人说袁世凯骨子里浸透着无赖恶棍习气，心黑手辣，心机深沉。
也有人说袁世凯敢作敢为，提得起放得下，堪称天下奇才。
有人说袁世凯只会夸夸其谈，厚颜无耻，也有人说袁世凯办事认真，不徇私情，机智多谋。
一部集兵法谋略、政略宝典为一体的人物大传智慧与杀伐、谋略与权术、天道与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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