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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

前言

　　1916年6月6日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大总统的卧房里，57岁的袁世凯躺在卧榻上，面部浮肿，双
目紧闲，奄奄一息。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华帝国“洪宪”皇帝，已经走到生命的
尽头。　　床头一侧，侍立着他的大公子，一心想继位当皇帝的袁克定。　　床前，站着他的老朋友
、把兄弟、北洋元老徐世昌；“北洋之龙”王士珍；辅佐他多年的左膀右臂、“北洋之虎”段祺瑞；
另一位是他的表弟张镇芳。这四人，是袁世凯亲自选定的“托孤寄命”之人。　　此时袁世凯已陷入
半昏迷状态，久久才微微睁开双眼，望着站在床前的各位，嘴唇翕动半晌，终于说出两个字：“约法
”。　　这是袁世凯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约法。既没说明是新约法，也没说明是旧约法，这正
是袁世凯的高明之处。民国时期有两部约法，旧约法为民国元年所订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
约法为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按照旧约法，副总统为总统的法定继承人；按照新约法，总
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之金匮石屋中，俟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位候
选人中选一人继任总统。　　当天上午袁世凯逝世后，众人打开“金匮石屋”，取出“嘉禾金简”，
只见上面三个名字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据说原来袁克定的名字位列其中，但袁世
凯考虑到自己已落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有谁还会拥立他的儿子呢？与其遗人笑柄，不如顺
应时势，于是以段祺瑞取而代之。　　按旧约法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位，按新约法黎元洪位居候选人
之首。于是，袁世凯逝世当天下午，国务院发表公报，宣告黎元洪继任总统。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
始，掌握中央政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拉开了府院之争的序幕，民国史上的军阀混战
也由此进入更为激烈的新阶段⋯⋯　　由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驱逐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
时约法》，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给民国历史留下一个不幸的开端，使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需的举措，
如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而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政权
之争、地盘之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抗争，则连年不断。　　袁世凯死后，北洋派群龙无首，很快分裂
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系为控制中央政权大打出手，而随着皖系的失败、
直系的裂变，在北洋嫡系新军阀辈出的同时，非嫡系的奉系军阀问鼎中原，北洋军阀混战再度升级；
而北伐战争的开始，将几乎从未间断的南北战争推向高潮。北伐战争结束后，蒋、阎、冯、桂四大军
阀就势崛起，使军阀混战方兴未艾。　　直皖大战、直奉大战、江浙战争、北伐战争、蒋桂战争、蒋
冯战争、中原大战，以及各地方军阀连绵不断的争战，围绕着控制中央政权与攻城略地而展开。于是
乎，北洋政府总统、总理、内阁，走马灯一般轮换，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此后，南方国民政府
宁汉对峙，亦动干戈。　　继袁世凯“命丧二陈汤”之后，北洋政府元首的位子上，又有了黎元洪受
惊吓而逃，宣统帝复辟七日，冯国璋被逼下野，徐世昌被赶下台，曹仲珊被囚，段祺瑞被逐，张作霖
被迫下野出关被炸；以及国民政府蒋中正三次被逼宫下野⋯⋯　　而每一任元首的上下台，几乎都伴
随着一场军阀混战。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演绎了民国时期大混战、大动荡的历史。就其军阀本质而
言，他们都是拥兵自重，大者掌控中央政权，次者分疆裂土，小者坐拥一隅，彼此为权力与地盘争相
厮杀。但就单个军阀而言，他们的政治追求、品行操守、个人作风等，又存在很大差异，其结局也往
往大相径庭；而同一军阀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然而，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许
多军阀的个性被模糊甚至被抹煞，取而代之的是军阀的共性：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甚至出现舆论一
边倒的现象，即对于有进步倾向的军阀进行美化，对于口碑差的军阀全盘否定，大加挞伐，以致以讹
传讹，面目全非。如家学甚好的韩复榘变成了大老粗；从未占山为王或落草为寇的张宗昌变成了土匪
；杀害张宗昌的郑继成由郑金声的侄子变成了儿子，随之变成了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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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

内容概要

《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内容简介：民国乱世，枭雄辈出。他们大多崛起于草莽，在民国版图合纵连
横。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制造了一桩桩称霸民国的“神话”，演绎了一件件封疆裂土
的“传奇”。
《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精选民国时期掌控或左右中央政权，或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产生过重大影
响、具有鲜明特色与争议的军阀十二人，参考大量原始资料，在官史煌煌不敢说之处，剥去尘封已久
的历史面具，以大量客观事实，讲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迹、崛起，以及最后结局，力求客观、
公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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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

作者简介

扬帆，泉城之女，自幼喜读老祖宗。那些事儿”，却阴差阳错读了大学经贸系，入学即“不务正业”
，潜心研究民国。是个什么玩意儿“，并开始“试水”，于毕业前后正式从事写作，目前已出版：《
杜月笙大传》、《国民党去台高官大结局》、《三大黑道帮主》、《中国军阀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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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

书籍目录

“乱世枭雄”魂断帝王梦——北洋鼻祖袁世凯豪门魔咒，袁寨人亡家散国王赐婚，朝鲜走红发迹小站
练兵，奠定一生基业出卖维新，是非谁予评说拥兵自重，位及“共和”总统倒行逆施，“洪宪”美梦
难圆再现魔咒，命丧“二陈一汤”一妻九妾，关起门来做皇上“北洋之虎"“三造共和”——皖系军阀
段祺瑞自强不息，暗中贵人相助知恩图报，制造南苑“兵变”反对帝制，与小舅子叫板横遭贬黜，笑
看护国战起再造共和，段氏出掌中枢兄弟阋墙，“虎狗”两败俱伤直皖战败，小瞧了吴小鬼傀儡执政
，最后一点辉煌二妻五妾，原来执政不风流“虎狗之争”和平统一梦难圆——直系军阀冯国璋吃粮当
兵，不小心竖子成名建功清廷，巧妙周旋袁世凯攻打南京，稳坐江苏督军帝制兴起，总统拿我当外人
总统梦碎，都是河间捣的鬼入主中枢，辫帅成了冤大头同室操戈，直冯皖段同下野敛财无度，餐馆竞
卖“总统鱼”“辫子大帅”的复辟闹剧——北洋军阀张勋浪子回头，尽享齐人之福护驾有功，成了太
后亲信镇压革命，大帅丢了小妾抵制民国，长袍马褂“辫子军”率先进城，督军_的位子有人徐州会
议，黄绫缎签字为证万事俱备，徐树铮再送东风复辟七日，“辫帅”做了阶下囚痴心不改，遗产千万
捐清室“贿选总统”大器晚成——直系军阀曹锟傻人傻福，拜了干爹拜干爷南苑枪声，打出十二尊金
佛终被重用，却是总统晏驾时落人圈套，充当了皖系打手一将擎天，做了北京太上皇大权旁落，收回
全不费功夫千万贿选，最豪华总统出笼变生肘腋，都是老冯捣的鬼息影津门，两姨太大战迭起大元帅
殒命皇姑屯——奉系军阀张作霖巧妙招安，杀了朋友认义父辛亥打手，与袁世凯较高低扫平内乱，奉
张升级东北王直皖大战，张大帅坐收渔利直奉大战，冯玉祥釜底抽薪松龄倒戈，张作霖后院失火战败
出关，皇姑屯被炸身亡子孝妻贤，大家庭有规有矩三颗鸡蛋上跳舞的“不倒翁”——晋系军阀阎锡山
投机革命，登上大都督宝座拥袁投段，平生最怕袁世凯联冯反蒋，中原大战中惨败投蒋拒蒋，三颗鸡
蛋上跳舞反共到底，内战中败走台岛隐居深山，菁山草庐度余生一妻一妾，难比知心堂妹口授遗嘱，
留下疑云一片秀才将军“大意失荆州”——直系军阀吴佩孚秀才当兵，都是大烟惹的祸前线造反，吴
小鬼扳倒段内阁大败奉系，掌控了中央政府保洛之争，曹老帅稳操胜券祸起萧墙，直奉大战中惨败起
死回生，又遇劲敌北伐军拒做汉奸，命丧日本人之手一生戎马，晚年夫妻守清贫五省联帅放下屠刀难
成佛——东南军阀孙传芳寄人篱下，小舅子大展宏图投靠曹吴，后娘的孩子没地盘相机反奉，五省联
帅战徐州与蒋斗法，都是狂傲惹的祸联奉反蒋，龙潭大战定生死放下屠刀，居士林遭遇女杀手琴瑟和
鸣，馨帅家庭多温馨“三不知将军”的是与非——张崇昌直鲁军阀投机革命，一步登天当团长出卖恩
公，做了大总统亲信征战疆场，又成了光杆司令四处碰壁，千里迢迢投奉张重整旗鼓，直奉大战中崛
起督鲁三年，督办的位子不稳遭遇北伐，错失了投诚良机拒绝落水，却落人谋杀陷阱妻妾成群，难耐
寂寞多下堂“草莽英雄"被诱杀谁之过——山东军阀韩复榘背离恩公，错走了一步棋被迫投蒋，却是歪
打正着清除障碍，稳坐齐鲁江山主鲁七年，轶闻笑话多多联日抗蒋，夹缝里求生存军法论处，一骑白
马归西一妻二妾，常见红杏出墙八桂骁将的最后抉择——桂系军阀白崇禧才智绝伦，“小诸葛”威震
八桂崛起北伐，蒋司令欲喜还忧置之死地，源起逼宫一箭仇摒弃前嫌，桂系战神出击再成对抗，皆因
桂李嗜权承担责任，甘做汉卿第二健生之魂，已随亡妻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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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

章节摘录

　　而如今，堂叔也已离世，袁氏家族也分家了，19岁的袁世凯仿佛成了离群的孤雁，不得不离开先
后生活了12年的繁华都市，也不得不离开几乎与他同龄的袁氏大宅——袁寨。他在嗣父袁保庆名下，
得到一笔丰厚的家产，然后移家陈州，开始了一段文人诗酒的生活。此间，他出房出资，组织了两个
文社。由于他善于交际，又见过大世面，很快吸引了四邻八乡的文人雅士，居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名士
。当时尚未发达的徐世昌在淮宁县属处馆做塾师，专程前来拜访袁世凯，参加文社。　　徐世昌比袁
世凯年长4岁，由于两人对时局有颇多相同看法，尤其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因此相谈甚欢，
很快结为异姓兄弟。当袁世凯了解到徐世昌准备进京赶考苦于没有川资时，便大方资助。后来徐世昌
先中举人再中进士，成为袁世凯30年宦海生涯中的盟友。　　但袁世凯的科举之路却不顺利，由于年
幼时贪玩荒废了学业，懂事后所读大多是韬略、兵书之类，于1876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
山。袁世凯一怒之下将过去所作诗词文章全部付之一炬，大有壮士断臂之气概。　　“大丈夫应当效
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蹉跎了岁月？”袁世凯发誓不再与笔墨纠缠，从此另
辟蹊径。也正因为恨透了科举制度，后来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联合其他官员，奏请废除科举，推广
学校，从此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取消。这无疑成为袁世凯的一大功绩。　　由于清末捐官
风气大盛，几乎与两榜出身一样名正言顺。袁世凯放弃科考，自然想到了捐官。但由于他诗酒风流，
花钱如流水，如今盘点自家资产，才发现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紧张。他的生母、嗣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
，也不够他进京谋个出身的。于是，他开始四处借钱，第一个借钱对象便是他的妻弟。　　袁世凯17
岁回乡参加乡试落榜后，生母与嗣母为他娶了元配夫人于氏。于氏是河南沈丘人，其父于鳌的土地超
过2000顷。袁世凯觉得他家这么有钱，妻弟定会解囊相助。岂料，妻弟非但不借，反而讥讽他说：“
我看你去北京也是白跑一趟，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倒是一位远房亲戚，借给袁世凯100两银子，令
袁世凯十分感动。　　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妻弟竟然跑到天津，希望袁世凯能给他谋个一官半
职，袁世凯断然回话说：“外边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再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
妻弟又到北京，再次找袁世凯谋官，袁世凯与他见了一面，给了些路费了事。而对借给他100两银子的
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　　但此次袁世凯北京捐官却是无果，因他最后一位为官的堂
叔袁保龄调到旅顺口办理海防，自然是投靠无门。袁世凯又南下广东遄赴上海，以为在繁华的上海滩
谋事机会多些，岂料钻营了一段时日，仍然一无所获。由于一个人待在旅馆里憋闷不已，便去平康青
楼一解愁绪，不料竞在这卖笑之地遇到一位红粉知己，就是苏州籍名妓沈氏。　　沈氏虽为青楼女子
，却颇有识人慧眼，她见袁世凯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便劝他早日离开世事险恶的上海滩，她对
袁世凯说：“你在这里无亲无故，长此以往，不仅谋不到一官半职，甚至会将你自己拖进烟花柳巷烟
馆赌场不能自拔，还是早点离开另谋出路为好。”　　袁世凯见沈氏如此深明大义，很是感动。反复
斟酌一番，最后决定投靠嗣父的结拜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主意一定，沈氏拿出银两为袁世凯资助盘
缠，并摆酒为袁世凯饯行。席间，沈氏含泪告诉袁世凯：　　“你走之后，我便为自己赎身，搬出这
里，希望你将来出息后，能不忘旧情，偶尔回来看望我一下便好。”　　面对如此侠义心肠的女子，
袁世凯一把搂住沈氏，指天发誓：“有朝一日发迹，袁某绝不辜负沈小姐，定会早日将沈小姐娶进家
门。”　　袁世凯说到做到，后来赴朝鲜后升迁，果然将沈氏接到朝鲜任所，做了他的大姨太太。由
于他的结发之妻于氏留在河南老家，所以沈氏在朝鲜成了实际的正房夫人。终其一生，袁世凯对沈氏
宠爱有加。从这点上看来，袁世凯并非拈花惹草的浮浪公子。　　袁世凯所以对沈氏如此痴情，还因
为他与元配于氏早已结怨。那是在新婚不久，于氏已经怀有身孕。有天袁世凯从外面回来，发现怀孕
后的于氏愈发丰润成熟，便从背后悄悄抱住于氏。于氏吓了一跳，略带怒气地将袁世凯推开，说：“
你也不看看时候。”　　袁世凯放开手，忽然发现于氏腰问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便开玩笑
说：“瞧你打扮的，怎么像个马班子。”　　马班子是串乡走镇的杂耍班子，卖艺兼卖身，暗指妓女
。这本是小夫妻开玩笑的话，不解风情的于氏却觉得受了莫大侮辱，立刻反唇相讥：“我才不是马班
子，我是有姥姥家的！”　　这句话，让袁世凯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怒视着于氏。于氏旋即明
白过来，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想到袁世凯侮辱自己在先，便理直气壮地瞪着袁世凯，没有丝毫道
歉的意思。　　原来，于氏的这句“我有姥姥家”，就是有娘家的意思。当时只有明媒正娶的大太太
，其娘家才可以与婆家走动，而姨太太的娘家不算亲戚，所以姨太太没有娘家。而袁世凯的生母就是
姨太太，因此袁世凯最忌讳别人说这样的话。当时两人相对怒视良久，袁世凯见于氏说了错话非但不
认错，反而理直气壮，越发怒火中烧，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踏进过于氏的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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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于氏生下儿子袁克定之后，便再也没有生育，从此被当成主妇“牌位”，冷冷地摆在正房
夫人的位子上，过着有其名无其实的惨淡生活。后来袁世凯接沈氏去朝鲜，把儿子袁克定一起接走，
让沈氏去抚养，于氏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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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中对民国军阀的介绍很详细
2、中国在历史上是个产生军阀的国度，在那个时代，国家遭侵略、民族受欺凌，是我们中国极其痛
苦的耻辱阶段。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教训中来获得对认识现实和未来的营养。中国不能再产生军阀来
扰乱国政了，更不能因军阀乱政让我们国家因积贫积弱而再度沦入列强之口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
振兴，就要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3、发货快 内容也很棒
4、军阀也不像印象中的那样哦。。。也是有血有肉的。。。值得一看。。。
5、正版的不错！我爸爸很喜欢！
6、张鸣老师的书 很期待
7、记得感觉是恨不得一口气看完，挺好
8、非常好看  最喜欢袁世凯 本书把当时的几个出名的军阀出身、发迹以及结局写得非常到位
9、读史可以明志，看了以前的历史事迹，对今日的许多事情就会比较释然了。
10、过去我印象中那些军阀都是祸国殃民的坏蛋。
这本书告诉我，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在探索，因大环境，因个人因素，探索出来的路各不相同，不必
苛求。人都有两面，袁世凯也有可取的，段祺瑞也有可取的，其他也如是。
这些才是鲜活的人。
11、研一冬天读的，当时读得很沉迷
12、这本书写的太好了，一个周末，一口去看完。每个人的打天下都十分精彩，他们很多人都是出身
贫寒之家，却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片天地，想外出闯世界的年轻人看了这本书，绝对会受益匪浅
。
每个人的故事都十分精彩，读起来酣畅淋漓，没想到这些军阀原来都有可爱的一面，也都有值得肯定
的功绩。从第一个袁世凯开始看，看完基本就了解了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很适合初高中生看。
以前很多书都贬低和谴责军阀，而且都是一个调子，比如说起冯玉祥都是一片赞扬，好像他就不是军
阀了，说起张宗昌就一无是处。但这本书却非常客观，不像以前那些书带着当局要求的政治色彩，的
确还历史本来面目。
13、中国较有影响力的12位军阀的简单传记，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阎锡山、张作
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韩复渠、白崇禧
14、还可以，没有预期的好
15、这本书看完了我才给评论，不错。哈哈。
16、内容比较丰富，十二个军阀的兴衰史一览无遗，甚至配有家谱。但是缺少西南军阀的介绍，且纸
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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