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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前言

黎元洪，清末湖北新军协统，武昌首义都督，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大元帅，随后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
统，是民国初年政坛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出身贫寒之家的黎元洪，挨过
饿、讨过饭，当过放牛娃，还险些在一场大病中丧命；关键时刻，顺应形势发展，放弃传统科考之路
，进入水师学堂；甲午海战，不会游水的他竞在跳海逃生后大难不死，随即投入张之洞麾下；原是备
受朝廷赏识的新军协统，却在武昌起义中被推到风口浪尖，做了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总揽湖北军政
大权两年之多i南北议和中“拥袁抗孙”，却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被“请”到北京，做了瀛台之囚
；而在袁世凯私藏在“金匮石室”中的总统继任名单中，黎元洪又被定为第一候选人，转眼便成为民
国大总统；府院之争，他请张勋入京调解，却酿成了辫子军的复辟闹剧；蛰居天津五年，曹锟命王承
斌等人到津跪求黎元洪复位，一年之后，还是王承斌将他扣押在天津火车站，逼他交出总统印章；应
上海实力派人物之邀前往重组政府，见面之后又遭冷遇，从此心灰意冷，远离政界。    在这跌宕起伏
的政治生涯中，黎元洪曾经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如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张振武被杀、改进
团之变、孙中山“二次革命”被镇压，其中都有他该负的责任；但面对动乱纷争的政局，黎元洪也表
现出英勇不屈的高贵气节：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坚决不受“武义亲王”的封号，宁死不屈；在军阀当
权的时代，他敢于提倡“废督裁兵”，反对军人专权，为捍卫共和成果挺身而出。    黎元洪身上的这
种突出的两面性，不仅表现在他的为政方面，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穿西服、吃西餐、爱看赛
马、好办舞会，也修佛法、听京戏、学古文、练书法，既热衷于西方新事物，又继承了传统精华，讲
求中西合璧、古今兼容。    政坛上屡屡失意的黎元洪，在生意场上却是如鱼得水。他投资房产、金融
、矿产、证券、森林、造纸、食品、航运等各个方面，他的企业遍布大江南北，不仅在北京、天津、
上海，而且在黑龙江、香港等多省市内均有他投资的项目，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并且是一位
极有社会责任感的实业家。    黎元洪的投资收入，不仅用于个人消费，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资助中国
近代教育和科技发展。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北塘小学、中国地质陈列馆都曾得到过他的资助。
早年在军界就以为人谨厚、善与人交往而被人赞誉的黎元洪，在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也十分开明。他
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还曾兴办女校。    长期以来，黎元洪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客观、公
正的评价，他的形象也一再被扭曲，“床下都督”、“黎屠夫”这样的称号更成了难以摘掉的帽子。
严复曾经评价他说“德有余而才不足”，其实世上没有完美之人，其人到底如何，还要由读者自己去
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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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内容概要

《黎元洪大传:从贫寒书生到首义都督》内容简介：在这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黎元洪曾经成为革命
发展的绊脚石，但面对动乱纷争的民国政坛，他也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高贵气节。
政坛上屡屡失意的黎元洪，在生意场上却是如鱼得水。他投资房产、金融、矿产、证券、森林、造纸
、食品、航运等各个方面，企业遍布大江南北，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极有社会责任感的实业家
。
长期以来，黎元洪的形象一再被扭曲，“床下都督”、“黎屠夫”这样的称号更成了难以摘掉的破帽
子。严复曾经评价“德有余而才不足”。他到底如何还要由读者自己去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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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于时代巨变的前夜
人的命运是时代决定的——黎元洪出生的19世纪60年代，对于清朝来说一个噩梦的年代。在清朝的腹
地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终于被曾国藩等人镇压下去，但清朝并没有停下衰落的脚步，而北洋军阀
的军事政治基调，就是在此时被奠定下来——这可以说是北洋重头人物黎元洪等人命运的开始和结束
。
一、太平天国结束后的中国
二、国难当头时的黎家
三、当过乞丐的大总统
第二章　洋务运动的直接受益者
影响黎元洪命运的大事件，除了太平天国之外，第二件就是洋务运动了。作为和洋务运动一起成长起
来的一代，黎元洪在父亲的支持下放弃了传统的读书科举之路，开始接受洋务学堂的教育，并在编练
新军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开始走向政治舞台。
一、放弃科举，选择水师学堂
二、一直都是优等生
三、甲午战争中也当了一回逃兵
四、成为张之洞的助手
五、顺应潮流，出访日本
第三章　变革前夜的军人
受到张之洞赏识的黎元洪，在湖北军界崭露头角，仕途一帆风顺。开明谨厚使他声名鹊起，为日后的
发迹埋下了伏笔。
一、操练新军的重要人物
二、朝廷喜欢这样的军队
三、一个开明谨厚的新军协统
四、革命党人也喜欢新军
第四章　风雨中飘摇的“床下都督”
1911年10月10日，一个恐怖弥漫的夜晚，湖北武汉新军工程营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清朝两百多年统
治的终结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即将结束。这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
开始。然而，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何偏偏发生在武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辛
亥革命前，当时整个湖北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
一、为什么革命要在“腹地”武汉
二、要搜捕革命党人
三、一个混乱的夜晚：1911年10月10日
四、为什么要将黎元洪推向历史洪流
五、半推半就的都督
六、那就只好选革命党吧
七、祭天大典：原来权力是如此的辉煌
第五章　从善如流，保卫武汉
黎元洪称不上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也算不上一个有魄力的人。他身在高位，凭着做人的基本原则对待
别人、对待自己的事业，不刻意去追求成败，更没有所谓的“愚忠”。当辛亥革命大势已定的时候，
黎元洪从最初的惊慌中走出来，用他那一贯扎实的风格投入
到了新的工作当中。
一、改组湖北军政府
二、最初的战斗
三、黄兴来了，能松口气了吗
四、如狼似虎的北洋军，汉阳失守
五、还好有一个想捡便宜的袁世凯
第六章　副总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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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从南北议和开始，革命党人同袁世凯之间展开了一轮新的斗争，然而“强手过招，高下立现”，以孙
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无论是在政治权术还是斗争经验上，都远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逐渐窃取
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这场不平常的较量中，黎元洪渐渐上了袁世凯的这条贼船。
一、抛出南北议和的橄榄枝
二、争权还是闹革命：黎元洪当上大元帅
三、夹缝中的副总统
四、“二次革命”帮了袁世凯
五、与孙中山的友谊
六、定都之争：巩固势力
七、危机：改进团之变
第七章　洪宪闹剧，立场坚定
黎元洪好歹也是革命元勋，怎么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跟着袁世凯呢？这其实是黎元洪在打自己的
小算盘。
一、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袁世凯
二、北上的黎元洪成了瓮中之鳖
三、无奈的选择：黎袁联姻
四、武义亲王这名号不稀罕
五、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
第八章　军阀时代的总统不易当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黎、段二人组合就像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婚姻的形式非但没有感情基础，而且彼此间早就心存嫌隙
，最终形成了以总统府和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
一、段祺瑞是个不好处的国务总理
二、参加一战，斗争白热化
三、愤怒而冲动的辫子军首领张勋
四、选择退出，黎元洪退守天津
第九章　最后一次政治风波
从1917年8月黎元洪离京赴津已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国政坛纷争不断，社会动荡不止，北京政府
也走马灯般地转了几个回合。黎元洪没有想到被北洋军阀打入冷宫的自己骤然间又身价百倍，成了国
家安危所系的人望了。
一、法统重光
二、直系军阀需要的仅仅是个傀儡
三、逼宫夺印，差点自杀
四、猪仔总统曹锟
五、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
六、总统之死
第十章　商界奇才：经商也风流
黎元洪不仅是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还是商界的一位奇才，更是一位极有社
会责任感的实业家。他投资的行业涵盖了房产、金融、矿产、证券、森林、造纸、食品、面粉、贸易
、保险、水电、航运等各个行业。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投资收入不仅用于个人消费，还大力资助中国
的社会教育和科技发展，并为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京津二地的房地产投资者
二、引进外资办公司
三、瞠目结舌：黎元洪都投资了什么
四、一个政治家的关怀：倾心教育
第十一章　总统的家事
黎元洪被孙中山先生称为“民国第一伟人”，然而在这位大人物身边围绕的不仅仅是那些军阀政客和
社会名流，还有与他血脉相连、朝夕相处的家人。英年早逝的幼弟、端庄贤淑的原配夫人、颇具胆识
的小妾、令他骄傲的四个儿女⋯⋯总统的家事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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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一、早去的幼弟黎元泽
二、总统的养生之道
三、总统家出色的女人们
四、黎家的后代都在做什么
黎元洪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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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还想黄袍加身更上一层楼。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
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
。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袁世凯听后，明白了黎元洪的意思，便不再
多说。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做准备时，趋炎附势者立刻行动起
来，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一些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还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
愿书。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才有足够号召力，遂屡次派人示意黎元洪玉成其事。当时，
黎元洪正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他不赞成帝制，却又不敢与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
的方式消极抵制。从1915年8月6日以后，黎元洪开始不出席参政院会议，并且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
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有得到袁世凯的允许。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恐怕是不可
能了，遂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的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北京远一些。最后，袁世凯以十万元高价购得
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黎元洪遂于9月下旬迁入。从11月起，黎元洪拒绝领受副总
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世凯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员请辞副总统职务。在此期间，黎元洪闭门
谢客，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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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
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　　——严复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　　——章开沅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
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
的木料。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埃德温·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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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编辑推荐

《黎元洪大传:从贫寒书生到首义都督》：黎元洪，清末湖北新军协统，武昌首义都督，南京临时政府
首，任大元帅，随后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民国初年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一生充满了传
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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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大传》

精彩短评

1、帮朋友买的，应该挺不错得吧，
2、一个胆小、残忍、圆滑、野心集于一身的人物。不是庸才，也不是大才，是历史把他推上了前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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