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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徐世昌第五代嫡长孙徐定茂解读徐世昌日记5篇文章的结集，加上梁启超致徐世昌一函，正文
部分共81页；附录165页，为彩色影印的徐世昌日记辛亥年部分。因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全文迄今未
曾公布，本书对日记原文的引用仍有不可代替的价值。惟作者并非文史专家，释文偶有错讹，读者应
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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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定茂，徐世昌第五代嫡长孙，现任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职监察员，政协北京市第
九、十、十一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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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站练兵时的徐世昌
徐世昌在小站期间的武汉之行
戊戌年间的徐世昌
徐世昌笔下的五大臣被炸事
辛亥革命时期的徐世昌
梁启超给徐世昌的一封信
附：《韬养斋日记·辛亥》(手稿彩色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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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19世纪60年代初始，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着手对军队进行了一
些改革。1875年，淮军将领周盛传带领所部奉调，由青县马厂移屯小站，揭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周
盛传在练兵中，已经开始注重应用新式武器，但其在军制上并未改变，仍保持绿营的组织形式，因此
在管理上很难与旧军队脱离干系，一些旧军队中的积习仍然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虽以新式武
器出战，但却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　　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敲醒了清政府的春秋梦，改练新军的呼
声大起。时任广西按察使胡燏菜是当时主张改练新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
，清政府命令胡燏棻在马厂训练新军“定武军”，翌年移驻小站。“定武军”仿照西法创练，聘请了
洋教习，从组织、训练、武器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胡燏棻本为一介书生，军事非其所长。虽然他
本人也曾反复奏称，“此次创办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但很快他便因新军操练的流
于形式以及训练成绩的平平而受到了普遍的指责和批评。第二年，清政府便改胡燏棻为津芦铁路督办
，而由袁世凯接替新军的编练。　　对于选派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原因有着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袁世
凯是经过荣禄等荐举而谋取了练兵的职务。据《中国近代史》讲：“袁世凯回国后到处钻营，受到刘
坤一、张之洞、荣禄、李鸿藻等人的赏识，才得以编练新军。”《民国总统之谜》（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中也讲：“袁世凯是通过李莲英晋谒荣禄，后经李鸿藻、荣禄的推荐登上小站督练新军
的宝座。”　　二说袁世凯是由王文韶安排到小站主持练兵工作的。张联棻先生在《小站练兵与北洋
六镇》（载《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一文中讲：“袁世凯在北京活动的结
果，弄到了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正要走马上任，忽被直隶总督王文韶留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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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提供了些有用的资料，虽然释读有些错误。
2、一大半是影印日记原文，前面价值也不多。。
3、字写的不错，内容太简单
4、说句实话，感觉就是骗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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