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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

内容概要

一百年前，一代强人袁世凯洪宪称帝不得人心而病故，他身后留下的所谓北洋军阀，是始创于袁世凯
小站练兵的一个军人集团。《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依据史料，围绕五四运动，重点关注北洋三杰
之一王士珍退出后冯国璋、段祺瑞的直皖之争，以及北洋第三代吴佩孚势力崛起。还原修正了教科书
中对五四这场其实持续年余，也对后来国家政治走向产生极大影响的运动中各色人等——在其间的真
实动作与种种滥觞。
张鸣名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重出，作者特为新版作序并修订内容。洗出五四的底片，带
领读者重看五四的经济真相、文化真相。
本书点出历来被视为道德高尚的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中，军阀与学生怎么互相利用达到各自目的；细数
文献证据，总结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悲情制造；所谓三个卖国贼亲日有征,曰卖国是否能坐
实;缘何不做皇帝一片丹心只为统一中国抵御外侮的皖系段祺瑞落得凄惨下场⋯⋯
——————编辑推荐——————
对于“五四”，现在有一股否定的潮流。只是人们否定的往往是“五四政治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
动”。认为这场运动毁弃传统，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伤害巨大，反倒对五四政治运动没有什么意见。而
张鸣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领域必需的变革。恰恰是目的崇高、道德高标的爱国学生运
动里面充斥了权力技术的运作。目标既崇高，遂遮掩了手段的卑下。且军人派系之争利用运动；运动
中的学生也利用了军人。北洋系的第一次大裂变，就因这场持续一年的学生运动的余波而发生，由此
改变了民国政治的走向。此言是否公允、此论是否有据，尽在这本《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全新修
订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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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

作者简介

张鸣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
学学的是农业机械，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辛亥：摇晃的中国》《北
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重说中国近代史》等。
张鸣个性鲜明，宁折不弯，因此一生碰壁无数。而在嬉笑怒骂中，又藏着严肃的悲悯之心，对中国社
会各种历史性问题的探索及研究从未停止。由幼及长，与书为伴，又使他文化底蕴与社会责任感等高
，笔下文章有史可考、有据可查，道出的问题一针见血。他笔下的历史，因此残酷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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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

精彩短评

1、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历史总是和实际相差太多。浮于表面的事情显而易见，底下的暗涌鲜有人知，
大概就是这样吧。短小的书，却从没有想到过的方面让人重新认识五四，不得不令人眼前一亮。就是
好似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读起来用是不够过瘾的。
2、不论如今是不是写的过滥，至少这本和辛亥可以并称成名作，货真价实，撕开学生，撕开爱国军
阀，都少在那装好东西，别拿身份和职业掩盖自己的龌龊
3、写得还不错，为什么没人评价？
4、张敬尧绝对是五四期间首屈一指的倒霉蛋，别人都是军阀混战，这个哥们的对手是刚刚出道的毛
泽东，毫无疑问的成为毛主席人生赢家榜单上的第一个被KO对象⋯⋯
5、这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看待北洋裂变的角度，看待学生革命的角度不再大，正，红，别有
味道。
6、全书引用大量史料，通过纪录片解说式的语言，结合对群体性运动的分析，客观还原五四运动时
期前后的原貌，文笔流畅，分析透彻。
7、给的史料很足，读着也顺，曾经看过一本《民国那些事》，把每个军阀生平以小说笔法写了一气
，所以远不如这本严谨，作者应该是香港的，对CPC貌似很有意见。。。历史读细了就看不出什么所
谓的精神了，都是人性
8、喜欢这样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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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

精彩书评

1、我所谓的意义之幕是指这样一种现象，经过岁月的淘洗，人们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往往不是
从事情本身，而是从附丽于其上的意义开始的，这些由后代学者根据其后的历史向前追溯出来的高度
概括化、抽象化的意义，逐渐演变成为一道道幕墙，将那些曾经鲜活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具体细节遮
蔽其后，模糊化为一个个了无生机的意义符号，也就固化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理解历史的意义之锚。
比如说五四运动。如果仅仅是学过中学历史教课书，而没有就五四运动的历史进行过深入的了解，那
么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印象可能就只是巴黎和会上失败这样的事件起因，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
罢市、火烧赵家楼、抵制日货这些表象，以及由此总结出来的意义——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
主力的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等等。然而，五四运动真的就如此简单吗？在这样了了几句的意义之幕背后又隐
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景象呢？张鸣教授在他的书中为我们揭开意义之幕，去看一个真实的、生动的
五四运动。张鸣教授笔下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巴黎和会上的羞辱造成的心理落差、由普遍的委屈而
汇成的一股爱国主义的洪流，是各方力量彼此博弈的五四。五四运动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重大事件，也
是一个大舞台，不管是作为先锋队的青年学生，还是作为主力军的工人阶级，以及站在运动对立面的
北洋执政集团，甚至是上海滩上的花界、帮会，每一方力量都要在此间选择自己的立场，尽情表演。
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学生们不但通过游行示威来唤起民众，而且通过激进手段抵制日货以表明自己的立
场，借助死难学生郭钦光的追悼会来激励士气，让整个运动充满了悲情色彩；花界人士也积极参与罢
市，不只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而且大小妓院一律关门，甚至一度组织起“青楼救国团”，让五四运
动平添了一层令人兴奋的桃色；个人印象中对学生运动进行残酷镇压的军警非但对学生多有同情，而
且出现了向学生跪地哀求不要游行的情形，彻底地沦为了弱势群体，以此表明了自己爱国；作者分析
的重点是当时执政的北洋集团，各个军阀都在争相表现以为自己争取民意支持，并因此而走向分裂与
对抗，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军阀们的通电游戏，吴佩孚因为在运动中屡屡成功窥测占据民意，占据
了舆论制高点，并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崛起登上了权势顶峰。不无遗憾的是，书中对于商人、工人的
表现几乎没有涉及。更为有意思的是，张鸣教授不但为我们揭开了五四运动的意义之幕，而且对于运
动中一众人等的表现进行了历史的还原，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为立体和直观的评价。袁世凯称帝并非
醉心于权力而要复辟称帝，而很大程度上竟是为了恢复中央政权的权威；志大才疏、志坚才疏的段祺
瑞为武力统一全国而大肆借入“西原借款”，却在不知不觉中堕入了日本人之奸谋；已经被牢牢钉在
历史耻辱柱上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在张鸣教授的分析中只不过是较为亲日的资
深官僚而已，远称不上卖国，甚至在私德方面还多有可称赞之处；而我们惯常以为的武夫吴佩孚，竟
然是一个掌控舆论的高手，其所发文章每每能够挑动国人神经，如果把“通电”换作是今天的微信、
微博，他也绝对能够称得上是一个超级网红吧；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不熄的阴谋论，在五四运动中也早
已有所表现，所谓“洋人下毒的魔咒”并不算非常可笑，但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反思；最为可恨的莫过
于关于“二十一条”，以及西原借款等一些细节的描述，由此可见日本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要分裂中
国、灭亡中国，再联想到当下安倍晋三针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真是由不得中国人不仇视日本啊！模糊
记得散文家黄文山曾有过一部历史散文集《历史不忍细看》，其中有一篇同名散文，大意是说历史一
但细看，就象拿着放大镜看美女，不但其中韵味全无，而且需要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王避、为
时政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从大处着墨，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英雄精忠报国的正气歌，这大概就
是历史的意义之幕之所以能够结成的原因。五四过去已然近百年，但我们仍然走在实现当时运动目标
的路上。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揭不揭开那层幕布当然无关紧要，但对于历史爱好者、研究者来说，去
探究历史的意义之幕背后潜藏在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的历史细节的真实，则极为有趣，也让我们
在纷纭的历史争论中保持自己的一分清醒——我直觉得相信，张鸣教授所描绘出来的五四，可能更接
近于历史的真实。
2、残酷而真实，这是北洋这段历史给我的感受，也是《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阅读后给我的最直
接的体验。一个军人集团的裂变，一个少为人知的五四。五四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标志事件，还是政治
史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场域。学生运动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汹涌的，是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军阀
政治——各个军阀和政坛派系都在捣鼓五四，而五四最终对于民国政治的走向，起着扳道工的作用。
“五四”多的是肯定。但是现在掀起的否定的潮流。确实值得关注。对于“五四”，现在有一股否定
的潮流。只是，人们否定的，是“五四政治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认为这场摒弃传统，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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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

来的文化发展伤害巨大。而我正好相反。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领域必需的变革。尽
管有诸多的问题，但没有这场变革，就没有后来现代的学术和文化⋯⋯作者在封底这样阐述自己的观
点。虽然本书不是按照学术规范的思路来写，但是从作者自己的“好看，好玩”的要求角度出发，这
本是达到了确实对北洋这段历史的好看好玩的把味和揣摩。这也是值得最为阅读和欣赏的地方。
3、学生时历史课上，“五四”运动是必学内容，课本上一般都会讲述运动经过，并且来一段总结，
表明这场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一段话则成为学生的必背内容之一，这场“运动”多说三页就告知完毕
了，而于那时的我，是不太理解这场运动的真正含义的，电视上一般讲述学生类似场景时，都是如此
画面：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在拥挤的街道上，高举条幅、广撒传单、高呼口号，正情绪高涨时画
风突变，白狗子、警察、日军从各个方向狂奔至此，然后就是混乱的殴打场面，死的、伤的、被抓走
的，场面一片狼藉，这场“运动”到此结束，真的有什么意义吗？真的能唤醒国民奋起抗争侵略的意
识吗？一场运动的爆发，必然有它自己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也就是说，想要了解这场运动，就必
须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而不是仅仅了解其发展过程那么简单。张铭所著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历史事件与人物分析、过程分析、经济分析等方式讲述了“五四”运动的前
前后后，以及各个诱发因素和影响结果。作为一个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且已经将课本上那几页完全归
还给老师的“历史白”来说，真的没有什么资格来指出这本书有什么不足之处，我只能说，每一部分
都让我学习到了不少的历史知识，知道了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是这些人物进行的这些事件导
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国破家亡引起了爱国志士的反思，山东和青岛问题尤其是“二十一条”，
日本人在侵略中国这一计划上可谓机关算尽，想方设法地吞并中国、博学中国，图谋将中国变成第二
个“朝鲜”,欧美国家看着肥肉被鬣狗所食，自然不甘，却没什么太好的办法，索性中国之大，日本无
福立即消化，这也给了中国政府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奸诈的日本人怎会如此善罢甘休，于是
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动作，还有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满腔充斥着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们爆发了“五
四运动”。讲到政府厌恶的运动，自然不能不提当政者和掌握政权的权力者，书中讲述了不少军阀们
的故事，这些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都可谓一代枭雄，其中的他们尽管权力欲膨胀，但是在面对大是大
非面前却十分明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有的人却与人民为敌，与豺狼为伍，为人所不
齿。也许每个人在历史长河中都是一粒沙尘，微不足道；但也许某个人的想法就会惊起巨浪，改变这
条长河的流向，历史中有太多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就像作者所说，哪里都有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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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

章节试读

1、《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66页

        

第二种说法倒是第一次听说，一个安徽人和一个福建人搭伙，所以叫安福系 ，O(∩_∩)O哈哈~ 这个
普通话肯定是很标准的说。

2、《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了下来，以至于在我们今天还依然存在，到底应不应该抵制洋货，应不应该强制所
有人都抵制洋货，恐怕很难有个标准答案了。

3、《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吴宓老贵为哈佛三杰之一，居然还有性压抑的倾向，O(∩_∩)O哈哈~ 倒是很符合我清男生的统一特
点

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租界里的镇压事件

        
其实今天的上海也是一样，O(∩_∩)O哈哈~ 上海人对洋人总是有矮人一等的习惯

5、《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三个卖国贼

        
野鸡大学古已有之，欧美有克莱登大学，日本也有速成班啊！

6、《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林黛玉小姐⋯⋯ 

7、《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180页

        
全世界都一样啊，大家都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中国人怕外国人下毒，外国人也怕中国人下毒，O(∩_
∩)O哈哈~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货

8、《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61页

        
这位哥们也太倒霉了吧⋯⋯被当成日本人活活打死⋯⋯ 

9、《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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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五四和印度甘地的抵制洋货运动是同时发生的，从两方的差异看出来，阿三确实在智商上比我们
中国差太多了。

10、《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妓女也要有文化才卖的出去啊！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行业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令人痛心疾首！

11、《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15页

        
再一次证明你不能指着别人帮忙，英国也好，美国也罢，和小日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泰晤士报也没
有想象中那么公正和普世。

12、《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50页

        
大总统徐世昌，O(∩_∩)O哈哈~ 这还是在马老板的相声里面最早听到过的，感觉好亲切

13、《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15页

        
看到这儿，是又心酸又好笑，这么多年来，从晚清到北洋，对付日本人用的还是李中堂那一套⋯⋯ 

1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修订版）》的笔记-第179页

        哈哈哈哈 这段看得我乐死了 笑到肚子痛 义和团的解毒药方 非典的时候 居然重出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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