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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又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

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

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和《民国通俗演

义》，共 11 部，21 册，1040 回，600 多万字，从秦汉写到民国，将 2200 多年历史中

的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的生平呈现得淋漓尽致。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描述人物之众、

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

作者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浙江萧山人，卓越的历史

学家和演义作家。自幼聪颖好学，时人称为“神童”。他 14 岁考中秀才，朝考得中，

跨入仕途，后因痛恨清政府的黑暗和官场的陋俗恶习，毅然放弃仕途，教书育人，著

书立论。尽管因时局动荡，四处颠沛流离，家庭也常遭不幸，至亲之人多离他而去，

他仍废寝忘食地写作。呕心沥血十载，终成历史巨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此外，

蔡东藩还著有《西太后演义》（又名《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

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被世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不仅是历史巨著，也是文学巨著。阅读它既可了解中国

历史，也可欣赏传奇故事。如“玄武门之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传奇故事，

蔡东藩如数家珍，并在书中进行了深度的文学加工，且不失真实。相较于其他历史演

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严格做到了“无一事

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蔡东藩对中国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熟

悉典籍，为人又十分谨慎，甚至养成了“考据癖”。他主张遵循正史，因此其所著之

历史演义皆“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而且其用语十分浅显，

通俗易懂，自写自评自注，妙趣横生。蔡东藩就是用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通俗的方

式生动地为大众讲史，为后世留下了一套卷帙浩繁的中华史书。

较之其他史书，“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更像是鲜活的历史，它不仅准确地挑出了历

史的大线索，寻求历代兴亡的“关键”，劝善惩恶，还关注了历史人物的命运，让人清

晰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套书出版后就受到毛

泽东、顾颉刚、二月河等众多名人的大力推崇，成为风靡全球的通俗历史畅销书，累计

销量超过 1000 万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者有一些观念过于陈腐，读者要辩

证地看待。

本次出版，编者以 1935 年会文堂铅印本为底本，根据正史，并结合市面上的各

种版本，将部分人名和地名进行了订正，改繁体为简体，消灭了文中的字词及标点错误。

而原书的特色则全部保留下来。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群言庞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笔

削谨严，辩论详核，其足以维持世道者，良非浅鲜，故后世以圣贤称之。至秦汉以降，

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拼生命，

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

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

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尚未能洞烛靡遗，而一孔之士，

固无论已。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亦未必尽是。

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

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

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

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才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

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贻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

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纷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

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

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

戒，此则犹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窃不自揣，谨据

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

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我以为是者，人以为非，听之可也；我以为非者，

人以为是，听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质诸海内大雅。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古越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自 序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蒐集既富，

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

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馀，属继撰

四五两集，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凡四十回为一集，

每集都三十万言。馀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

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

闻之，得毋哂其谫陋？

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廑父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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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却说各省抵制日货，一致进行，再接再厉。闽省学生，亦常至各商家调查货品，

见有日货，便即毁去。日本曾与前清订约，有福建全省，不得让与外人的条文，因此

日人视全闽为势力范围，格外注意。侨居闽中的日商，因来货趸积，不能销售，已是

愤懑得很；更闻中国学生检查严密，越加愤恨，遂邀集数十人，持械寻衅。民国八年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游行城市，适遇学生等排斥日货，便即下手行凶，击伤学生七人。

站岗警察，急往弹压，他竟不服解劝，当场取出手枪，扑通一声，立将警察一人击倒，

弹中要害，呜呼毙命。还有路人趋过，命该遭晦，也为流弹所伤。警察见已扰事，索

性大吹警笛，号召许多同事，分头拿捕，拘住凶手三名，一叫作福田原藏，一叫作兴

津良郎，一叫作山本小四郎，当即押往交涉署，由交涉员转送日本领事署，并将事实

电达政府，请向驻京日使，严行交涉。驻闽日本领事，袒护凶手，反电请本国政府，

派舰至闽，保护侨民。日政府不问情由，即调发军舰来华。真是强权世界。闽人大哗，

又由交涉员电告中央。政府连得急电，便令外交部照会日使，提出抗议。日使总算亲

到外交部公署，声明闽案交涉，已奉本国训令，决定先派专员，赴闽调查真相，以便

开始谈判。此项专员，除由外务省遴派一名外，并由驻京日使馆加派一名，会同前往。

所有本国军舰，已经出发，碍难中止。惟舰队上陆，已有电商阻云云。外交部只好依从，

惟亦派出部员王鸿年、沈觐扆等，赴闽调查。

为此一番衅隙，北京中学以上各校学生，全体告假，出外游行演讲，谓：“日人

无端杀人，蔑理已甚，应唤起全国同胞，一体拒日。”各省学生，先后响应，并皆游

行演讲，表示决心。就是闽省学生，前已发行《学术周刊》，提倡爱国，至此复宣布

戒严，示与日人决绝。官厅恐他酿成大祸，即取缔《学术周刊》，勒令停止，并将报

社发封。各学生等，遂皆罢课，风潮沿及济南。济南学生联合会，正为着青岛问题，

常怀愤激。此次闻闽中又生交涉，越觉不平，拟开国民大会，并山东全省学生联合会

大会，誓抗日本。事被官厅阻止，也一律罢课，且拟游行演讲，致与军警发生冲突。

有好几个学生，被殴受伤。学生以日人无理，尚有可原，军警同为国民，乃甘心作伥，

实属可恶，决计与他大开交涉。官厅却也知屈，特浼教育会代作调人，允许学生要求，

始得和平解决。惟闽中一案，明明是曲在日人，日领事恃强违理，非但不肯将凶手抵命，

反去电请军舰，来闽示威。一经日政府派员调查，也觉得福田原藏等，所为不合，独

未肯宣付惩戒，反令日舰，游弋闽江，逗留不归。中国外交部迭次抗争，乃始下令撤退，

并在东京、北京、福州三处，声明一种理由，略云：

帝国政府，曩因福州事变突发之结果，该地形势，极为险恶，深恐对于我国

侨民，仍频加迫害，侨民殴伤学生，击死警察，反说闽人要迫害侨民，理由安在？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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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派遣军舰，前赴该地，以膺我侨民保护之责。惟最近按报告云，该地情状，

渐归平稳，当无上述之悬念。帝国政府深加考量，特于此际决定先行撤退该地之

帝国军舰，此由帝国政府考察实际情况，自进而所决行者也。帝国政府中心，切

望中国官厅对于各地秩序之维持，与我侨民之保护，更加一层充分之尽瘁，幸勿

再生事态，使帝国政府为保护我侨民利益之被迫害，再至不得已而派军舰焉。

看这口吻，好似日侨并未犯罪，全然为闽人所欺凌；并咎及中国官厅，不肯极力

保护，所以派舰来华，为自护计。好一种强词夺理，是己非人！最后还说出再派军舰

一语，明明是张皇威力，预示恫吓。中国虽弱，人心未死，瞧到这般语意，难道就俯

首帖耳，听他架诬吗？各省民气，激昂如故，就是外交部亦调查确实，再向驻京日使，

提出撤领、惩凶、赔偿、道歉四项，要他履行。日使一味延宕，反谓：“我国各省官吏，

不肯取缔排日人民，应该罢斥，并须由政府保证，永远不排日货。”两方面各执一词，

茫无结果，时已为民国八年终期了。

政府东借西掇，勉过年关，正要预备贺岁，忽闻前代总统冯国璋病殁京邸，大众

记念旧情，免不得亲去吊奠。就是徐总统也派员致赙，素车白马，称盛一时。原来冯

下野后，仍常往来京师，猝然抱病，不及归乡，遂致在京逝世。冯虽无甚功业，究竟代

理总统一年，故特叙其终。越二日，即系民国九年元旦，政府停止办公数日，一经销假，

便由驻京日使递到公文，大略如下：

联合国对德讲和条约，业于本月十日交换批准，凡在该批准约文上署名之各

国间，完全发生效力。日本依该讲和条约第四编第八款，关于山东条约，即第

一百五十六条乃至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继承胶州湾租借权，

及德意志在山东所享有之一切利权。日本政府确信中国政府对于继承上列权利一

节，必定予以承认。盖以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缔结之中日条约中，关于山东

省部分之第一条，曾有明文规定云：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

协定之所有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于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

等项处分，概行承认故也。以上权利，交还中国政府。至关于此事，大正四年五

月二十五日两国所交还胶州湾换文中，曾言明：日本政府于现下之战役终结后，

胶州湾租借地，全然归日本国自由处分之时，于下开条件之下，将该租借地交还

中国。（一）以胶州湾全部开放为商港。（二）在日本国政府指定之地区，设置

日本专管租界。（三）如列国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设置。（四）此外关于德国

之营造物，及财产之处分，并其他之条件手续等，于实行交还之先，日本政府应

行协定。是以日本政府为决定交还关于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在山东各种权利之

具体的手续起见，提议中、日间从速开始交涉，深信必得中国政府之允诺也。

公文中既云交还，又云继承德国旧有一切权利，是明明欲占领胶澳，不过涂饰人目，

以为日本承受权利，乃是一个租借权，并非绝对的领土权。然试问向人假物，辗转借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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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未归故主，但声明由何人所借，便好算得交还吗？此时外交总长陆征祥等，尚在

巴黎，因为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诸国，和议尚未就绪，所以留待签字，不得遽归。

外交部次长陈箓，当将日使来文，提交国务会议。国务员乐得推诿，统说待陆总长回

国，再定办法，因此把来文暂行搁起，不即答复。广东军政府，闻悉此事，也电致北京，

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文云：

迭据报载，日使向北京政府交涉声明协约国对德条约，已发生效力，日政府

自己完全继承租借胶州权，并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等语。查我国拒绝签字和约，

正当此点。如果谬然承认，则前此举国呼号拒绝签约之功，隳于一旦。即友邦之

表同情于我者，至此亦失希望，后患何堪设想？如果日使有提出上列各节情事，

亟应否认，并一面妥筹方法。再查此案我国正拟提出万国联盟申诉，去年盛传日

使向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当即电询，旋准尊处电复：“青岛问题，关系至重，断

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并无直接交涉之事”等语。此时更宜坚持初旨，求最后胜利。

究竟现在日使有无提出？尊处如何对付？国脉主权所关，国人惴惴，特电奉询，

统盼示复！

南北政府，虽似对峙，惟为对外起见，仍然主张联络，所以对德和约，也尝以不

签字为正当。前次通电声明，与北京政府论调相同，至此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一

再致电。当由北京政府答复，决计坚持。待到一月二十五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自欧洲

乘轮回京，谒见徐总统，报称德奥和约经过情形，尚有馀事未了，留同僚顾维钧等在

欧办理。徐总统慰劳有加，并与谈及山东交涉。陆总长亦谓：“不便与议，只好徐待

时机，再行解决。”于是日使提案，仍复悬搁不理。

惟西北边防，日益吃紧，俄国新旧二党，屡在西伯利亚境内，交战不休。政府已

将防边护路各要件，迭经讨论，适值陆总长回国，因再公开会议，决定办法。从前西

伯利亚铁路，接入黑龙江、吉林两省，为俄人所筑，吉黑境内，称为中东铁路，铁路

总办，当然归俄人主任。西伯利亚有乱，免不得顺道长驱，突入黑吉，故政府时为担

忧。自经陆总长列席议决，即由外交部名义，备具正式公文，向协约国正式申明：（一）

中东路属我国领土全权，不容第二国施行统治权。（二）俄员霍尔瓦特，仅为铁路坐办，

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三）按照铁路合同，公司俄员及沿线侨居中外人民，应由

我国完全保护。除这三事宣告各国外，又分电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四省督军，

及现驻库伦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等，令他厚集军队，极力防边。筹备的款，实行护路；

并应监视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勿任有逾轨举动。种种办法，无非是思患预防的要着。

可巧呼伦贝尔特别区域，亦恐俄乱扰入，愿将特别区域的名目取消，归属中政府指挥。

这呼伦贝尔地方，本在黑龙江西北，向属黑龙江省管辖，自俄人垂涎此地，硬要中国

与他定约，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以便逐渐染指。及俄乱一起，该地总管协领，

自知站立不住，乃与暂护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熟商，托使电请中央。贵福乃先咨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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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暨黑龙江督军孙烈臣，间接传递呈文，到了京师。与外蒙情形相似。

徐总统当然欣慰，便即下令道：

据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呈称：“据暂护呼伦贝尔副都

统贵福咨呈：窃查呼伦贝尔，向属中国完全领土，隶黑龙江省管辖，自改置特别

区域以来，政治迄未发达，自非悉听中央政府主持，不足以臻治理。兹据全旗总

管协领左右两厅厅长帮办等会议多次，佥谓取消特别区域，并取消中俄会订条件，

实为万世永赖之图，因推左厅厅长成德，右厅厅长巴嘎巴迪，索伦左翼总管荣安，

索伦右翼总管凌升等，代表全体，吁恳转电中央，准将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取消，

以后一切政治，听候中央政府核定。其中华民国四年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原

为特别区域而设，今既自愿取消特别区域，则该条件当然无效，应请一并作废，

伏乞鉴核转呈”等语。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深明大义，应即俯如所请，以

顺群情。所有善后一切事宜，着该使等会商主管各部院，察酌情形，分别妥筹，

呈候核定施行。总期五族一家，咸沾乐利，用广国家大同之化，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此令。

令下数日，又任命贵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钟毓督办

呼伦贝尔善后事宜。嗣复经黑龙江督军孙烈臣电达中央，请援照旧制，设立呼伦、胪

滨两县，并改吉拉林设治局为室韦县，当由政府交与内务部核办。从前光绪三十四年间，

原设呼伦、胪滨两府，及吉拉林设治局，局址系唐时室韦国故都，因以名县。内务部

看到黑督呈文，并没有什么关碍，当然赞同，即复呈总统府核准，下一指令，饬照呼

伦贝尔原管区域，设置呼伦、胪滨、室韦三县，统归呼伦贝尔善后督办管辖，这且不

必细表。

惟俄国新旧交争，两边设立政府，新党占住俄都彼得格勒，仍在欧洲东北原境。

旧党失去旧都，移居西伯利亚，组织临时政府，暂就鄂穆斯克地方为住址，旋又迁至

伊尔库次克。偏新党节节取，旧党屡战屡败，几至不支，再经伊尔库次克境内的社会

党，目睹旧党失势，竟与新党过激派联络，骤起革命，推翻旧政府。旧政府领袖柯尔

恰克将军等，统皆逃散，不能成军。俄国新政府既占优势，自谓划除一切阶级，以农

人为本位，故号为劳农政府。且因俄都彼得格勒偏据欧洲，改就俄国从前旧都莫斯科

为根据地，一面声告各国，除旧有土地外，不致相侵。协约各国，本皆派兵至海参崴，

出次西伯利亚，防御俄乱。事见前文。美国因俄新政府既已声明，不侵外人，当即将

西伯利亚驻屯军，全数撤回。独日本政府不愿撤兵，反且增兵，别寓深意。遂牒告美

国政府，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

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云云。美国也不暇理论，撤兵自

去。独中国前与日本协商，订定中日军事协定条件，所派军队，不能自由往返，屡经

广东军政府通电反对，国务院乃电复广东，内称：“军事协定，原为防止德、奥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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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国驻俄军队，业经分起撤退，我国军队自当与各国一致行动，待至全队撤回，

即为军事协定终止的期间。”但日本不肯退军，中国亦当被牵制，甚至日本二次宣言，

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

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

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中政府得闻宣言，也觉不能容忍，即由外交部

出与抗议，略云：

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

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

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

这抗议书赍交日使，日使延宕了好几日，方致一复文，还说：“由中国误解，或

误译日文，亦未可知。我帝国宣言中，并述满洲、朝鲜，不过指摘俄乱影响，始及满洲，

继及朝鲜，足危害我日本侨民，并无蔑视中国东三省主权。”看官试想，此等辩词，

果有理没有理么？正是：

毕竟野心谋拓土，但夸利口太欺人。

为了日本种种恃强，遂致中国内地，常有排日风潮，欲知详情，且看下回便知。

日人殴伤学生，枪毙警察，尚欲调派军舰，来华示威，假使易地处此，试问日人

将如何办理乎？夫俄与日本，皆强国也，前清之季，交相凭陵。迨民国纪元，又牵率

而来，俄染指于北，日垂涎于东，中政府之受其要挟，穷无所诉，视俄固犹日也。乃

俄乱骤起，土宇分崩，外蒙离俄而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离俄而取消特别区域，可见

强弱无常，暴兴者未必不暴仆。况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又同处亚东，胡不思唇齿

之谊，而屡与中国为难耶？日人日人，其亦可少休也欤！



006

第一百十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却说各省学潮，迭起不已，大半为了中日交涉，相率争哗。一是鲁案，一是闽案，

两案俱未解决。天津学生，屡次求见省长，要请转电政府，与日本严重理论。省长不

允接见，反派卫队驱散学生，甚至殴伤数名。天津各校，遂全体罢学。北京各校，亦

依次响应，公举代表，谒见国务总理。靳云鹏虽未拒绝，但也不过支吾对付。学生等

复游行演讲，被大队军警干涉，驱入天安门严守，待至天暮，始得释放。学生未肯罢休，

仍然四处鼓吹，一意排日，有时为军警拘去，终不少屈。嗣是上海、安庆、杭州各校，

亦往往因严查日货，发生冲突，政府不得已下一禁令，不许学生干政，令云：

近年以来，学潮颓靡，法纪不张，以诸生隽异之姿，动辄聚众暴行，自由行

动，国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经明令剀切诰诫，申明约束，深冀其濯磨砥砺，

勉为异日致用之才，诸生等果知自爱爱国，当亦憬然愧悟。乃据京师警察厅报告，

本月四日，京师各校学生，有在前门外排列演说，阻断交通，并有击毁车辆殴伤

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隶省长，亦有学生包围公署，击伤警卫，不服制止之报告，

似此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菁莪之选，沦於榛棘，甚为诸生惜之！自来学生干政，

例禁綦严，诚以向学之年，质性未定，纷心政治，适隳学业，抑且立法行政之责，

各有专属，岂宜以少数学子，挟出位之思，为逾轨之举？在国家则有妨统驭，在

诸生亦自败修名，在政府虽爱惜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须知国家生存，全赖

法律之维系，学生同属国民，即同在法权统治之下，负执行法律之责者，讵能以

学生干法，置之不问？兹特依据法律，再为谆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后，应即

责成教育部，督饬办学各员，恪遵迭令，认真牖导。凡学生有轶出范围之举，立

予从严制止，总期消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

情节较重，构成犯罪行为者，交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办学各员，倘有徇庇纵

容，并予撤惩。总之国纪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国家为重，执法以绳，决无宽贷，

其共懔之！此令。

令下后，又饬京师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

联合会，暨北京小学以下学校教员联合会，一体解散。但压制自压制，哗噪自哗噪，

终归没有了结。就是日人亦好来寻衅，屡有越境侵权、伤人毙命等事。除上文所述闽

案外，类举如下：

（一）吉省日人越境逮捕韩人交涉。吉林省毗连韩境，韩人尝谋独立，被日

本军警制压，往往窜入吉林省边境，日人遂屡有越境搜捕等情，经吉林督军电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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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向驻京日使抗议。

（二）日本军舰入内河交涉。日本宇治军舰，拦入江苏南通天生港，经江苏

长官，电请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三）日兵占据满洲里车站交涉。日本兵队，占据满洲里车站，四面架机关枪，

禁人出入，外交部因向驻京日使，质问理由。

（四）日人在苏枪毙兵士交涉。驻苏陆军第二师第五团兵士，在虎邱山旅行，

被日人射放猎枪，擅将军士胡宗汉击毙。当经警察将凶手拘住，解至交涉公署，

转送驻苏日领事，由交涉员向日交涉。

（五）海参崴日军伤害华人交涉。驻海参崴日本军队，与俄国新党军队冲突，

日军击败俄军，占领海参崴及附近各地。我国旅崴侨民，多遭日军伤害，且被拘

去十馀人。当由驻崴委员李家鏊，向日军长官提出抗议。

（六）海拉尔日捷军冲突，伤害华兵交涉。中东铁路附近，日本军与捷克军，

发生冲突，双方开枪轰击。中国护路军队在旁守视，致遭流弹击伤。中国外交部，

又不得不与日捷两军，抗论曲直。

（七）日军占据哈尔滨华军营房交涉。日本突调大队军士至哈尔滨，占用中

国营房多处，经吉林长官请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八）日本在中东路增兵交涉。日本在中东路线一带，增兵运械，自由行动。

中国外交部因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要求从速撤退。

（九）日军侵犯中东路权交涉。日本军队，屡在中东铁路旁，侵占中国军站

营房，及扣留车辆等事。政府迭接东三省报告，特由外交部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

（十）日人在山东内地设置电杆交涉。日人近在山东高密、古城一带，擅自

设置电杆。山东交涉员，即向驻济日本领事抗议，日领并不答复。因由山东省长，

电请外交部向日使交涉。

如上所述，统是民国九年五月以前情事，中国虽屡与交涉，往往没甚效果。惟苏

州枪毙胡宗汉一案，凶犯叫作角间孝二，日本驻苏领事，也不能硬为辩护，乃正式道歉，

且令凶犯赔偿恤费，便算了事。胡宗汉总是枉死。至若日、捷军伤害华兵，当经英、法

军官调停，由日、捷两军，抚恤死伤，并向中国道歉，也即销案。惟山东问题，中政

府因全国人民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所以迟迟不答。驻京日使又奉本国训令，照会外

交部，催促从速开议，内容分三项：（一）谓日本驻德代理公使，已收到关系胶州各

种文件，并送达东京。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权利，依照和约，有三强国批准，即生效力，

现五国中已有四强国批准。只有美国尚未批准。故从前德人在山东权利，当然由日本继

承，毫无疑义。（二）日本政府本善意与友谊，要求中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解决山

东问题，图谋双方利益。不意日政府种种好意，不但中国人不肯原谅，反发生种种排

日举动，日政府不得不切实声明，如中国依然抱持延宕政策，日本即视此种行为，为

默认日本的要求。（三）因上述两种理由，故日政府请中国政府，速将方针决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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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与日本讨论，解决山东问题，不容再延。看官！你道这样的照会，是严刻不严刻么？

外交部接着，就使陆子欣征祥字子欣。有专对才，也觉得瞠目结舌，无从应付；当下与

国务总理靳云鹏等，共同商议。靳云鹏取出一篇电文，交与大众审视，但见纸上写着，

系是湖北督军王占元领衔，联名共四十八人。电文略云：

山东问题，自接收日本通牒以来，叠经各界人士，集合研究，佥以拒绝直接

交涉，提交国际联盟，为惟一之办法。讵道路传闻，有与希望相反之趋向。占元

等庐墓所在，痛切剥肤，父老责言，似难缄默，敢进危言，幸垂听焉！外交重要，

关系国本，详慎考虑，谁曰不宜？顾询谋既已佥同，方针依然未定，逆料钧座左右，

必有谓直接交涉，不致有害，提交联盟，未必有利，持此说以荧惑聪听者，此非

毫无知识，便是别有肺肠。一言丧邦，莫此为甚！大抵强国与弱国交涉，利在单独，

不利于共同，利在秘密，不利于公开，至弱国外交，则适得其反。试问二十年来，

我国利权，断送于密约者几何？此次彼以甘言诱我，非爱我也。果诚意亲善，则

宜先将完全主权，径行交还，并即时撤退军警，以示退让，不必斤斤焉为条件磋

商矣。故直接交涉，结果必与吾无利，可以断言。倘虑提交联盟，未必可恃，在

欧会签字和约之时，或者尚属疑问，今则德约保留山东之款，已由美参议员通过，

且英、法各国，对于保留案，亦表赞同。专欲难成，得道多助，利害明了，无待

蓍龟。与其为条约之赠与，宁使为强力所占有。与其菁华尽弃，留空壳之地图，

毋宁死力抗争，做国际之悬案。否则引狼入室，为虎作伥，群情愤激，铤而走险，

祸变之来，将有不忍言者。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伏祈俯鉴民意，断而行之，山

东幸甚！国家幸甚！

大众看罢，暗想湖北督军王占元，平时本无甚表白，此次却独来领衔，居然有慷

慨激昂的情势，倒也有些奇怪。其实这篇电文，王占元不过被动，那主动力却是第三

师师长吴佩孚。平湘一役，吴氏已露头角，此次又重现锋芒。吴本山东蓬莱县人，幼丧父母，

门祚衰微，单靠着兄嫂抚养，始得成人。及入塾读书，学为时艺，颇有成效。出应童

子试，一战获售，即入黉宫。后来三试秋闱，偏皆落第，遂发愤改途，投入保定武备

学堂，舍文习武。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学满毕业，成绩最优，一介书生，忽变

为干城上选。当时校中有一教员，便是后来的靳总理，夙垂青眼，特为吹嘘，荐诸江

北提督王士珍麾下。士珍因情谊难却，权置幕右，命司传宣。既而士珍丁艰去任，佩

孚随与俱北，辗转为第三师营弁，师长非别，就是曹锟。锟实非将才，得吴佩孚为属

校，遇事与商，皆为锟智所未及，因此渐加倚重，由营长荐擢旅长。至曹锟统兵援湘，

已密保佩孚署第三师长，任前敌总司令。岳州长沙，依次克复，应推佩孚为首功。锟

既北返，受四省经略使职衔，留佩孚驻守湘南，于是佩孚权力所及，不止第三师全部，

就是曹锟所有旧僚属，也悉听佩孚指挥。佩孚知恩感恩，愿为曹氏尽力。但曹系直派，

与段派貌合神离，并见前文。佩孚向曹尽忠，当然反对段派。湘督张敬尧，为段氏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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