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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前言

引言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中，袁世凯受关注指数非常之高。单论其知名度，黄皮肤的龙的传人除了少
不经事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是贤达名流，还是乡野
村夫，人们或通过学校教育，或借助社会阅读，或碰触影视戏剧，甚或口传闲谈，几至人尽皆知。在
精英学术圈里，袁世凯也是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主题检索“袁世凯”，中国期刊网上就收有近万篇
研究论文；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袁世凯的著作约200部左右。众人皆谈袁世凯，众人亦皆知袁世凯，那么
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宏观总体评价方面，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第一华盛顿”
、“中国的拿破仑”、“中国共和之父”；之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骂他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
、杀人不眨眼睛的刽子手。在具体的问题方面，关于年少时期的袁世凯，有人说是纨绔子弟，不学无
术，也有人说是积极进取，胸怀大志；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问题，有人说告密毋庸置疑，也有人说
他有告密的可能；清末最后十年改革问题，有人说袁世凯废科举，力行立宪，发展实业，编练新军，
推动了我国的近代化，也有人认为他是发展个人势力，是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的作为，有人
说他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也有人认为他是清王朝灭亡的助推者；袁世凯帝制自为，有人骂其狼
子野心、沐猴而冠，有人叹其晚节不保，失足千古；袁世凯与列强的关系，有人认为他是卖国贼，也
有人认为他进行了积极的抗争⋯⋯众说如此纷纭，莫衷一是，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人们
心存一个又一个的疑窦，真实的袁世凯在浩瀚的记载、评说之中，消失了；耳熟能详的袁世凯，变得
模糊了。人们需要了解真实的袁世凯，研究界需要进行史实重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历史可区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存在过的史实，另一部分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叙述，即“藉人力以成之”的史籍
遗存。前者不需要任何记载依然客观，而后者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全客观，史学的求真，最好的结
果是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完全探究出历史的真相。这里的原因很多，固然有历史学学科的属性所致
，即自然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反复试验检验的，而史实却是已经发生过了的，无法
加以重现，因此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就无法加以验证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但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
源自史实的复杂性和史学家认识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以获取真知呢？我们应当保
持一颗平静的心，全面客观地评价和鉴定袁世凯，不因其丑而肆意夸大其恶，也不因其美而无限张扬
其善，而应当充分发掘史料，澄清史实，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历史活动，只有遵循这个原则，对其评
价才有可能做到中允确当。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也是鲜活的，我们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
史人物，应当把他放置于清末民初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场域中去分析，对于复杂的历史事
件，绝不可简单地用优、劣来界定，把握好评价尺度，恢复历史的原始风貌，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我们需要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
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毕竟，袁世凯不是别人，他是袁世凯！百年而后的今天，很难一句话说清楚袁世凯，且回到历史现
场去看个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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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内容概要

《袁世凯传》内容简介：袁世凯纵横捭阖两时代，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袁世凯抵制侵略、力主维新、废科举、建铁路、推行立宪、发展经济⋯⋯《袁世
凯传》评说袁世凯功过是非众说纷纭的一生，解读乱世枭雄袁世凯的激荡与沉浮，透视中国千年大变
局的激变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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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节“戊戌告密”的真相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不失时机
的向光绪皇帝上了第五书，书中沉痛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普通老百
姓而不可得。还引用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以为警策，说他不忍此种祸事重见于今日，
请求变法维新，明定国事。光绪看罢上书，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激起了他变法的决心。 1898年6
月11日，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变法，此前他已任命康有为“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16日，这位年轻的皇帝打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小臣
的旧例，在紫禁城仁寿殿单独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授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又命拥护新政的谭
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
戌变法”运动也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接着连续颁布除旧布新上谕一百余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繁冗的机构；栽撤腐败的绿营；科
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
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
学生等等。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
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和地方封疆大吏，地方官员虚与委蛇，敷衍观望，按兵不动。当时，慈禧
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掌握着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矛
盾，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与保守、帝党与后党之间斗争激烈。在
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6月15日），慈禧太后首先迫使光绪罢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
龢的各项职务，光绪帝的宫廷师傅开缺出京回籍。太后还命以后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要到她面前
谢恩，借以显示自己仍然大权在握。同时强制光绪帝任命她的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
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之掌握军政实权。16日
，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24日，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把北京城内
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抓到手里。后来，从颐和园传出风声，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议，拟定于月
间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之际，宣布废掉光绪帝。此时的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已被罢官遣返回籍，他能
够依赖的人只有维新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手无寸铁的书生。变法进行过程中，光绪帝深感局势严重
，皇位甚至生命难保，乃连发密谕两道，命康有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认识到形势十分
险峻，非兵力不可能保护光绪帝和变法的继续开展。他曾经想通过王照拉拢驻军于直隶芦台的聂士成
，作为维新派的军事后盾。被王照拒绝，未果。当光绪帝位岌岌可危、天津阅兵黑云压城之时，康有
为想到的救上人物即是袁世凯。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
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
康有为转而求助于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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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应该说。做这样
的课题研究还是很有难度的，有一定的挑战性。    当然，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要挑战什么，
而主要是因为兴味。就我个人而言，主要关注之所在乃清末民初，而袁世凯括动的主要时段也集中于
清末民初，因此袁世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线。    此外，我之所以从事袁世凯研究，还与我
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郭剑林先生有关。是他确定了我的硕士论文选题“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
”。而令人世沧桑，恩师已然作古，每每念及他老人家，那慈祥中的和蔼以及亲切，如在昨日。记得
有一次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去南开，先生执意要请我吃饭，饭桌上他的话并不多，可他的眼神告诉了我
：他对我来南开看他很高兴。结账时，我的研究生争着要买单，先生很着急，爷俩争执着。最后还是
先生结了账。看着他那缕缕的银发，我心里一酸，赶忙掉过头来。先生的女儿在深圳工作，他和师母
有时候也到那里小住，带带孩子，也算弄孙之乐。临终前数月，他还打电话让我暑假到天津他家，选
些我需要的书，我当时漫应着，没想到这竟然成为永远的不可能。先生过世后，师母也说让我去选书
，我还是漫应了，只是我知道，那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还好我学业上还算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
十数年来，我先后发表了Ⅸ论袁世凯的对外理性抗争思想》、《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袁世凯与俄国远东外交》、《论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山东经济
》、《论袁世凯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与实践》、《袁世凯与天津地方自治》、《论袁世凯的官为
商助思想》、《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袁世凯罢官之初并未图谋东山
再起》，《袁世凯与清末学堂建设》、《1909—19il年间袁世凯归隐问题述评》、《袁世凯奏辞兼差问
题考订》、《袁世凯与直隶商业》、《袁世凯与直隶矿业》、《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袁世凯与津镇铁路借款交涉》、《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袁世凯与苏杭甬风
波》、《袁世凯与开滦煤矿》、《袁世凯与清来民初的农业发展》、《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
——以袁世凯军队控制为视点》，《袁世凯与直隶矿业利权回收及发展》、《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
的收还》，《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袁世凯缘何逼清退位》、《近年来袁世凯与清末民
初交通发展研究综述》、《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袁世凯发迹始末》、《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蔡锷拥袁现象试析》、《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袁氏重农、重工、重商思想研究》、《
论袁世凯的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袁世凯称帝原因试柝》、《袁世凯与直隶工业》，《袁世凯与
中国教育科技现代化》、《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1909
—1911年：袁世凯的洹上三年》、《论邮传部与清末的留学生管理——兼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政策比较
》、《近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综述》、《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等系列论文，还与
人合作出版了《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一书。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前人乃至今人研究的基础之
上来探究袁世凯的，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行文中有相应说明，在此向他
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宋旭华先生。我的同事贺科伟
博士也做了大量文字处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各位专家和读者批平赐教。每一位关注袁世凯的读者朋友，都有权而且应该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
评。    苏全有    2011年盛夏于牧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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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他胆略兼优，能持大体。    ——李鸿章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
再造共和。    ——袁世凯自作挽联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
革成就。    ——《剑桥中华民国史》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数一数=的治世能臣，是民国史上的开卷英雄
．是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    ——唐德刚    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
次于曾国藩。    ——毛泽东    说袁世凯不能接受现代宪政，跟实际情况不符。问题是当时是各方在博
弈，在这个博弈过程里面，我想那些革命党员责任更大一些．他们没有从实际出发，做了一些事，将
袁世凯逼到了墙角。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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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编辑推荐

《袁世凯传》编辑推荐：晚清新政第一人，开启中国近代化之门，解读乱世枭雄袁世凯的激荡与沉浮
，透视中国千年大变局的激变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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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精彩短评

1、非常好，可作为《袁氏当国》的补充资料
2、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借的，对理解民国史有帮助！
3、我们都是被历史教科书蒙蔽的一代人啊！
4、一般
5、时势造人，人再造时势，可你并不能从头到尾把持时势。这个世界，冷冷地审视着每一个过客。
其实袁跟毛或许是一类人。书中史实翔实，但侧重有点不合理。
6、感觉中规中矩，对于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有一定的帮助，但没有什么很突出的贡献之处。前半部分
有一些很常识性的纰漏。
7、一班吧，没什么自己的观点
8、乱世之枭雄能臣。若不称王，必备当世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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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章节试读

1、《袁世凯传》的笔记-第65页

        美国人拉尔夫。鲍威尔说：“袁世凯对中国陆军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建立了许多多样的
军事学堂，也由于他安排的技术学堂至少可以是官佐与牟兵都学到近代战争专业化技艺的基本原理。
”

2、《袁世凯传》的笔记-第397页

        徐世昌的建议也极其巧妙，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仿文武二圣（“孔林”“关林”
）而称“袁林”，足以让袁世凯含笑九泉了。

3、《袁世凯传》的笔记-第5页

        “也就是说，到了袁世凯这一辈，袁氏一门二十多个子孙，大都获得了朝廷官位，这也构成了袁
氏豪族不断壮大发展的政治支柱。袁世凯出生之时，袁氏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袁氏家族为袁世凯日
后仕途的发展，在家族门第、势力、权势、官场故旧等各方面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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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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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