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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传（全二册）》

内容概要

　　吴佩孚是中华民国史上北洋系政治军事集团统治时期的佼佼者。他于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以秀才
的英姿投入沙场军界，并渐由偏稗荐跻将帅，位极人臣。　　1918年8月2日，吴佩孚首次从湖南衡阳
前敌通电“罢战主和”、“撤防北归”，返旆北指，责师抗上，兴兵问罪，提倡全国一体罢战，反对
分裂，实现和平统一，是其第一次义举和政治亮相，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从而获得全国赞誉。
至1937年“九一八”国难起后，吴氏蛰居首都，作燕山寓公，研究孔孟、佛道之学，著述《春秋》之
义。而日寇占领平津之后，他拒敌伪之诱降，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浩然的民族正气，斗敌折奸，保持晚
节，结束了他叱咤风云而又艰难曲折、大起大落、颇具传奇神秘色彩的一生。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
义作指导，实事求是，用新角度、新观点分析研究这位独特的旧式军人、爱国民族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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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剑林，男。汉族，安徽省界首市人，1933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195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
，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长期从事哲学、中国近代史、北洋系兴衰史、中华民国史、
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治史的追求是史料翔实，观点创新。专著有：《一代枭雄·吴佩
孚大传》（上、下卷）、《北洋灵魂——徐世昌》、《徐世昌评传》（上、下卷）、《吴佩孚真传》
等；主编《北洋政府简史》（上、下册），《民初北洋十大将帅真传》丛书——《袁世凯真传》、《
冯国璋真传》、《段祺瑞真传》、《张作霖真传》《吴佩孚真传》《张勋真传》、《孙传芳真传》、
《吴俊升真传》《徐树铮真传》《张宗昌真传》以及《北洋军阀史稿》(合)、《翰林总统——徐世昌
》《瑰异总统——袁世凯》（合）等25部。研究论文有《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等百余篇。专
著与论文共约9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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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戎马倥偬脱颖而出一、蓬莱少年与梦兆之说二、投笔从戎与出色侦探三、辛亥前后与初露峥
嵘四、袁氏称帝与吴氏人川第二章　皖系统治北洋社会一、皖系政策与北洋经济二、日本侵华与美日
之争三、冯段矛盾与和战冲突四、“小徐”专权与皖系孤立五、明修段道与暗上冯舱第三章　五四风
云　“声誉隆隆”一、二次奉命与罢战主和二、直系灵魂与徐大总统三、学潮风云与军界独秀四、南
北议和与“救国同盟”五、撤防北归与倒皖反日第四章　直皖战争锋芒向日一、国际背景与革命潮流
二、“电报大战”与“调人之心”三、兵力部署与战争始末四、胜负背后与战争后果第五章　善后之
争　“赤化”“援库”一、严惩祸首与日本庇护二、内阁危机与奢谈统一三、国会之争与抢占地盘四
、直吴“赤化”与奉张“援库”第六章　和平运动武力称霸一、“国民大会”与社会响应二、“援鄂
战争”与扩张地盘三、四方混战与战后格局四、“庐山会议”与官场政潮第七章　战胜奉张直系中央
一、吴张矛盾与国际背景二、靳阁倒台与梁阁举措三、打电报仗与施舆论威四、军火竞争与筹备军费
五、军事部署与厉兵秣马六、直胜奉败与重新组合第八章　“法统重光” “武力统一”一、驱徐迎黎
与“法统重光”二、“废督裁兵”与拼命扩军三、“联省自治”与新“大一统”第九章　开府洛阳直
系分裂一、幕府概念与风云际会二、大练精兵与军事思想三、直系专政与四面楚歌四、我主外交与不
卑不亢五、曹吴失欢与罗案内幕六、曹锟贿选与变生肘腋七、共产国际与“二七”事件第十章　吴张
再战浮水南逃一、奉张“自治”与整修军备二、“三角联盟”与结陈灭张三、福建问题与江浙战争四
、军事部署与战略方针五、酣战之时与“北京政变”六、战争结局与奉胜原因第十一章　宦海沉浮游
子南归一、临时执政与再登仕途二、捐弃前仇与联张讨冯三、弃南图北与南口之役四、顿失两湖与落
难入川第十二章　“败亦英雄”　入蜀风采一、篱下悲歌与难返军界二、无力回天与志在抗日三、“
答记者问”与“名垂青史”四、斥汪下贱与惨遭杀害第十三章　思想理论道德品格一、宇宙观念与人
生哲学二、言行准绳与道德品格三、王道政治与救时良药四、盖棺论定与简要结语附录一　吴佩孚生
平大事年表附录二　主要征引书目附录三　吴佩孚后代概况附录四　追忆晚年的先祖父吴佩孚附录五
　忆吴佩孚身后事附录六　关于吴佩孚评价的若干问题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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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爆发。其时，袁世凯试图利用日本　　。他呈递密折，极力
主张颇带倾向性的所谓“局外中立”，并被清廷派为“　　办理中立各项事宜”。袁氏一是划出东北
广大地区作为日俄两国的战场，供　　其任意厮杀和蹂躏；二是应其日籍顾问青木(他是日驻华军事顾
问、日本间　　谍的开山祖)的要求，并由青木主持，拟从北洋督练公所中选拔能干得力的　　青年军
官，同日本情报人员秘密组成“侦探队”，赴东北替日本刺探俄战区　　的俄军军事情报。　　日俄
战争行将爆发，一些封疆大吏纷纷致电外交部，提出助日抗俄，一　　举收回东三省的建议。但朝廷
还是采纳了袁世凯的“局外中立”建议，以暗　　中助日达到收回东三省的目的。这就是1903年10月
日本派青木与袁世凯共同　　就谍报协作问题及动用马贼(冯麟阁、金万福)问题达成协议。前者已由
吴佩　　孚等执行，每次情报均及时供给日方。后者，袁氏表示只要在直隶省界以外　　便予同意，
并可秘察给予援助。此后，凡各地谍报人员每日传递总督府的情　　报，袁立即出示顾问坂西少佐，
坂西译日文，递交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　　波少将，用电报发给日本大本营①。　　5月5日，“
倭人侦探队”组成，中国方面由段芝贵负责。他从武备学堂　　毕业的军官中挑选了吴佩孚、孟恩远
、王怀庆、陈大有、陈中孚、崔子尉、　　崔少肃、宫天鹏等16人，先赴山东芝罘岛，归驻烟台日军
的守田利远少佐指　　挥、训练。受过短期训练之后，吴佩孚等与日人守田利远、冈野增次郎(吴　　
氏好友，日本精心培养的对华特务)扮成肩挑小贩、卖布的或拉洋片的分赴　　满蒙地区监视和侦探俄
军在东北的军事活动，搜集情报，尤其是俄国东方舰　　队的实力，并相约中日两国情报人员随时交
换所得情报。守田告诉吴氏说：　　“你们的任务，是搜集俄军的情报，通知我方，再由我方邮寄袁
大臣。”①　　中国不是交战国，而是“中立国”，要俄军情报何用?堂堂大清国的军　　官，竟受日
寇少佐之差遣?!吴佩孚只服从命令，但摸不着头脑。日本31人，　　队员共47名，吴便莫名其妙地按
长官意志出发执行军令了。　　事有凑巧。吴佩孚一生不满洋人侵华，尤其憎恶东洋人的侵华暴行。
但　　他第一次执行重大军务却又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替日人侦探俄军军事　　情报效犬马之
劳，并以见多识广、机智深沉、计划缜密的情报工作者的才能　　，成为同类人员中的佼佼者。日人
称他“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　　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所自信以
为是者，则行之以渐　　，从来不说及中国人普遍常套话之‘没法子’，而以慢慢以‘有法子’之话
　　代之”②。日人给吴绰号“慢慢来有法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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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得说，好书
2、从吴佩孚当兵写起的书 看得眼睛都累 ，不同于传统媒体说的军阀特征。很平和和生活化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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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吴佩孚1929年作为当时美国人心目中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中国人（the biggest man in China）登上时
代周刊杂志的封面，成为中国第一位亮相时代周刊的中国人！这位蓬莱秀才，书生出身的玉帅最初从
军仅仅是因为一个月三两五的饷银！从戎之后，凭借自己的满腹经纶一步一步一直升到十四省联军总
司令，统兵百万，叱咤风云！同时玉帅也是镇压“二七罢工”，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罪魁！最为可悲
的是，玉帅生不逢时，他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洗礼，主义的熏陶，因此当时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
力抗全国民意攸归的巨大浪潮，以致十万雄狮，落个四面楚歌的悲惨下场！抗日军兴，玉帅不及撤离
，陷于北平，日本关东军土肥原贤二千方百计劝诱玉帅出山，希望玉帅能够出面主持中日议和，但是
玉帅大义凛然，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埋下了土肥阴谋刺杀玉帅的祸根！一代枭雄就这样陨落！功过是
非任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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