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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军阀四题‘

+

．(代序言)

胡维革

j
’．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

此展开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和掌握近代中

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有重大的教益和启迪。因此，几十年来，一

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们都在这块田地上进行了孜孜砣砣的耕耘，

并撰写和出版了一大批拓荒性的、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例如：‘

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李剑农先生的《戊戌

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来薪夏先生的《北洋军阏史略》等。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北洋军

阀．史的丰硕成果，而且是后学们学习入门的参考书。但是，时至

今日，对近代军阔人物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还一部也未问世，这

又不能不说是近代军阀史研究的一太缺憾。最近，蒋立文同志组

织同仁，不畏艰难，探隐发微，撰写出了《中国近代军阀人物

志》一书，堪称为近代军阀史研究填补了某些空缺。在该书付梓一

之际，作者瞩我作序，鄙人力实不逮，幄愿借此机会就中国近代
军阀谈几个问题，以作为阅读该书的入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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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中外，。哪个闺家都有军队，这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一7

不过，必须指出，在一般国家和一般情况下，军队都是军事武装

集团，而很难成为军事政治集团。但在近代史上，中国却出现了

世界罕见的现象：军队不仅成了地地道道的军事政治集团，而且

割据地方，操纵政局，统治中国长达15年之久。中国近代社会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固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归根结

底，它正象毛泽东同志早在1928年所指出的那样： “帝国主义和

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

互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

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

、东选集》第49页)。这一经典论述明确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军阀

割据局势和军阀操政形势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是由于

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外国帝国主义从19世纪末，．曾相继在

中国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的政策。当中国有一

个他们认为是顶“强人”时，他们就共同加以支持，以巩固和发

展自己的势力，这就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时的所谓“统一’’

的原因；但当中国还没有一个他们认为是最“强人”继趋时，．他

们就十分需要分别培植j些走狗，加l奠支持，使其成为自己势力

·．范围的看管人。他们物色好对象以后，就不惜从财政上、武器上

以及其他方面进行帮助。而武器对于“有枪就有势”的军阀来

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地方军阀就是靠着它进行割据和混

战，以造成自己的军阀势力。其次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

当时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尚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主阶级在广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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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着封建剥削。军阀不仅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而成为它的政

治代表，‘而且本身也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因之，军阀势力

很岛然地获得地主阶级多方面的支持，而地主阶级的剥削也依靠

。’军阀的统治而存在。一同时，更因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社会经济

的衰落，大量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游民，这又为军阀．提供

了兵源。即使当时没有游离4来的游民，还可以通过地主阶级在

农村中“派差”、“抓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样，军阀从帝

主义手中得到金钱和枪械，从地主阶级手中得到金钱和兵源，便

’可以毫不费力地组建军队。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便出现了军阀

势力，出现了军阅割据，出现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局面。

中国近代军阀从何耐产生，其沿革情况怎样，这是研究近代

军阀和近代军阀人物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概括说来曾国藩团 。

练湘军是近代军阀的产生，但直到辛亥革命前，这些近代军阀尚没

能掌握中国的最高统治权，仍然依附于满清封建王朝；袁世凯窃

取辛亥革命成果才是近代军阀统治中国的开始；袁世凯死后，中

国大地上军阀林立；。1928年，旧军阀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

军阀所代替。 ．·．

．

．

● ‘

，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为建新式陆军，派原

长芦运司胡爝禁到离天津70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训练“定武

军”。．1895年，+温处道袁世凯招致幕友，译撰兵书12卷，并拟订～

训练新军计划，最后通过攀缘荣禄等要人，于同年12月到小站接

替胡艇蔡训练新军。袁世凯到任后，一方面继续加聘德国洋员至

10余人，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一伯罗恩担任德垛教习，祁

开芬担任炮队教习，曼德担任马队教习等，另一方面延用宿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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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如姜桂题、．杨荣泰、吴长纯、徐邦杰

诸人，皆隶麾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

雷震春、王英楷、田中玉、盂恩远、‘陆建章、段芝贵、曹馄等，皆

属偏裨其中，徐世昌担任参谋，冯国璋担任步兵总办兼督练营务

处总办，段祺瑞担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担任工程

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不久，将定武军lO营4750人扩充至7300

人，称新建陆军。近代军阀由是发轫。
’

’

1 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出现了地主阶级的清政府翔资产阶

’级的南京临时政府对峙的局面。。袁世觊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

的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太臣，陈兵长江，一方面威胁孙中山．让

位；一方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

京建立了地主买办硖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从此，北洋军阀开

始统治中国。 1．

·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不仅北洋军阀内部分崩离析，而且全国

’各地军阀四起，从此中国进入了军阅割据时期。在这期间，全国

各地主要有以下七大军阀势力：

皖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为首领，

，主要头目还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其

M日本为靠山，权势最大，长期把握着北京中央政权，势力在安

徽、陕西、山东、浙江、甘肃、福建等省。 ．

直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河北河间人冯国璋为首

领，主要头目是当时的“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

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首领，还有齐燮元、孙

传芳等。其以英、美为靠山，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

、奉系军阀l北洋军阀派系之，以奉天海城人张作霖为首领，一

还有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王永江、张宗昌等头目。其依靠

日本，控制奉天、吉林墨龙江等省。．
’



厂

．晋系军阀。以山西五台人阎锡山为首领；他坐守山西，窥测

风云，回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 滇系军阀。。以云南会泽人唐继尧为首领，主要占据云南和贵

州部分地区。
’

桂系军阀：以广西武鸣人陆荣廷为首领，主要占据广西和广 一

东部分地区。

’’辫子军。以江西奉新人张勋为首领，以清末“定武军"为主

力，盘踞徐州，独树广帜。他与德国和日本相勾结，留恋清室，
’

敌视民国，手下官兵都留着辫子，以示愚忠0
‘

此外，还有许多小军阀，如湖南的谭延阎，广东的龙济光，四
。

川的刘存厚，贵州的刘显世等，‘他们或割据一省(称为督军)，

或割据某一地区(称为镇守使)，拥兵自重，各霸一方。 、

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直到1928年I：J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

军阀代替旧军阀才告结束。

，

●

，

’

，

在1916,至1928年的整整12年时间里，这些大小军阀无恶不

作，．给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板又涂抹匕了更黑暗的一

笔。其祸国秧民的勾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战乱频仍。盘踞在各地的大小军阀，或是为了扩大自己

的势办，或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互相问不停顿地明争暗斗，火

拼撕杀，使整个中国兵燹遍地，战乱不已。一其中，大规模的战争

如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直

奉国战争等，小规模的斗争如齐卢斗争、胡憨斗争、东南奉浙斗

争、东北奉国斗争等。据1923年8月孤颦杂志统计，’仅在1912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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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年问就有大小内战17．9次。如此频繁的战争，每一次都给

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例如，．吴佩孚兵入河南，铁路工会及其他

工会一概受到摧残，其余民众团体领袖不是残遭杀害，就是被捕

入狱。杞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反对苛敛税捐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和

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杀戮4、5千人，轰毁10余座村庄，奸掠

酷刑无所不至。战乱频仍，人民在无边无涯的战火中苦苦挣

扎。 ．
．

．

‘

．．2．政潮迭起。各派军阀势力不仅割据地方，而且竞相控制

中央政权，使中国政潮迭起，总统更换频繁。1913年10月6日，

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

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大总统职权。后因“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1917年7月2日，黎元洪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务，6日，冯

国璋通电代理大总统，8天后黎元洪通电去职。1918年10月，段

祺瑞赶走冯国璋，请出徐世昌，于10月10日正式担任大总统。

1922年’6月11日，直系军阀又驱逐徐世昌，请出黎元洪任大总

统。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又被直系军阀赶走，北京政府由国

务总理高凌嚣摄政务。10月2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

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部幽禁曹锟，代国务总理黄郛代摄总统

职权。11月24日，奉系军阀张作蒙和冯玉祥会议拥护段祺瑞，段

祺瑞随即担任临时执政。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在直、奉军阀

和国民军的反对下，被迫下野，由京去津。自此以后，北京政府即

由代总理胡惟德，颜惠庆、·杜锡毪、顾维钧等相继代行政务，并

没有“大总统"、氆执政”之类的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

‘深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才宣称“代表中华

民国行使总统治权”。1928年多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

建立统治，北洋军阀操纵中央政权的局势方告结束。在1913至

1928年的短短15年时间里，大总统更换8次，还有三段时间没有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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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 “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政局一片混乱。 ．

、3．卖国投敌。各地大小军阀为了从帝国主义手中得到金钱

和武器，．无不卖国投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世人

皆知，自不必说。段祺瑞也是一个卖国的能手。袁世凯死后，段

祺瑞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竭力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在1916至1918’

年的两年内，段向日本借款总数达38645万日元。其中，‘多由他

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因此这一时期的借款统称为“西原借

款”。日本政府通过借款，一攫取了中国大批政治和经济特权。日

本的顾问、军官布满了段祺瑞政府和军队。中国的盐余、库券、

铁路财产、资源财富、新税收入、地方企业红利等等都成了借款

的担保品。日本取得了东北、蒙古铁路修筑管理权，无线电台和

有线电台的设立权；吉、黑二省的森林金矿采伐权，技术人员的‘·

任用和材料的优先购买权，以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18年5月

段祺瑞与日本签订所谓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嚣《中，

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中国海陆军指挥权，日

本军队还可以齐进中国的东北全境。这样，各地大小军阀竞楣卖

国，中国的主权和利权几乎被出卖殆尽。 一

．4．搜刮民财。一方面，各地大小军阀豢养军队，需要大量

的军费开支，因而他们采取举借内债、苛捐杂税、滥发纸币、栽

卖鸦片、摊派兵差等方式，大肆搜刮民财。另一方面，各地的军

阀还通过搜刮民财来扩尤自己的私产。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霸占了

大量的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占．、有全县1／3的土地。奉系军阀吴一

俊升任黑龙江省长时；在1924至1925年一年问，．攫取的土地不

仅几遍于黑龙江省，而且还在吉林省的洮南有2万多亩。他们还

在各种企业中投资，并利用政治势力，排斥正当的经营者。如皖

系军阀倪嗣冲在安徽包办煤矿铁路，不许别人插手；奉系军阀张

作霖在奉天扩大自己的银号，将其它银号排挤得纷纷倒闭。他们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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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大量的现金动产，如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去任时有6000万元，

河南督军赵饲卸任时有3000万元，’·直隶省长曹锐在任6年，敛财

4000多万元，张作霖在郭松龄倒戈前，在日本银行存款有2000万

日．元，张宗昌有，400万日元，．孙传芳有1300余万日元。|‘其它有数

百数十万元者，几不可胜数。由予各地军阀的尽性搜刮，广大人

民深深地陷入了“债务从集"、“叫苦不迭”的绝境。

四

1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随后创办黄嗡■F一

校，建立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lo余万

二‘人，从广东出师开始北伐，近代军阀(即北洋军阀统治)的末日

’到来了。 ．
·

‘．

在国民革命军开始北洋之前，北方各军阀的形势穴略如下；

1．直系嫡派的吴佩孚j失败再起后与奉系联合打败国民

军，据有湖北、河南两省及直隶之保定、大名一带，京汉线的全

．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2。直系后起的巨头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宰制苏、浙、

闽、皖、赣五省，对吴佩孚虽表尊崇，但已不欲居其下风，、其实．

力亦在吴佩孚之上，自取得五省地盘后颇想作三国时代的孙吴。、

3．奉系军阀，．自将国民军赶出北京后，在关海据有京奉线

及津浦线的北段，李景林为张作霖所恶，被迫失势，直督的位置

由张作霖授给张宗昌的部下褚玉璞，山东仍属张宗昌。孙传芳表

示不北犯，张作霖和张宗昌亦表示不南下，颇有放弃旧怨言归于’
， 好之势。

’

，

。

． 4。冯玉祥的国民军，困守西北。冯玉祥已赴苏联，其军队

由部下张元江等主持，东面扼守南口与奉、直相持，南面死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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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与刘镇华为敌。在广东出师北伐班前，冯玉祥已感独立难存。

5．还有一个据守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他既不为国民军之

友，也不为直、奉之敌，丽是采取一静随风转舵的政策，力保自

己的势力永不动摇。 ．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进军，其中湖南、湖

北是主要战场。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叶挺独立团和其他革命军一

起攻克武汉，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其他两路分别向江西、福建

进军，先后攻克南昌、九江等地，消灭了孙传艿的主力。北洋军7

阀嫡系的两大势力完全被消灭。1926年8月，国民军将领李呜钟

抵广州，向广东政府报告冯玉祥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1927．

年4月，阎锡山宣称所属部队服从三民主义。1928年12月，奉系

军阕的继承者张学良，宣言改旗易帜，归化国民革命军。至此，

近代军阀覆灭。 ．

。

但是，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

工农革命群众。因此，北洋军阀虽然覆灭，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

国民党新军阀代之而起，中国人民仍然没有解除军阀之苦。直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阀才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绝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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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生予1811年，死+于

1872年。先世原为湖南衡阳籍贯，清初迁至湘乡。“科举正途”．

出身，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历任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

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擢礼部侍郎，历筒兵、刑、工、吏等部

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兵过湖南，时值曾国藩丁

．忧在籍；聿诏协助地方官办理团练。他手创湘军，与太平军周
旋作战十余年，终于扑灭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农民起

义之火，为没落的清朝统治阶级赢得了一段回光返照的统治时

。期。曾国藩，’做为虔诚的封建主义卫道士，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

手，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洋务运动的肇始人和传统文化修养的

集大成者，堪称为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

近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
。、

．

‘

． ： 一
．

’

曾国藩生活于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转化时期。他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成为封建末世的

所谓徭中兴之臣”并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家道上升中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祖、父

两代封建忠孝思想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熏陶。祖父曾玉屏，号星

冈，生有两子。长子曾竹亭，即曾国藩的父亲。星冈少时曾与乡

里阔少往来游乐，酗酒不羁j而后一改前衍，刻苦耐劳，每日未

明即起，终生不曾倦怠。星冈对国藩管教尤严，后曾国藩所谈治

家教子乃至修己治人之方，大多发源于此。父竹亭以教书为业，

久试不第，年43始中秀才。竹亭督子最严，“往往在稠人广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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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壮声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之处，亦痛绳其：子，竟日嘀

嚆”。国藩5岁开始在家塾读书，6岁时，竹亭亲授学业。自道

光四年(1824年)先后七次小考，十三年考取秀才。次年乡试中

举。十五年会试落榜。归乡途中，“贷百金于金陵购书，诵习日

一．勤，’’十八年，终以第38名考取进士。、
‘

， 曾国藩京宦十年，轻车快马，岁有升迁j由一介寒±跃为二

品大员，深得上层统治者赏识，如此升迁如意，在当时是甚不多见

的：o这一重要经历决定了他与整个统治阶级心心相印的基本立场。

曾国藩在中进士前，主要是为蹲取功名而沉醉于科举词章，

入仕后则开始在学术思想上进行深入探索。他充分利用京师做为

封建学术中心和自己早年多任妥职的有利条件，在儒学方面进行

了严格的自我训练，由一位仅通八股试帖的普通学予，或长为学

识渊博的学者j在学术修养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

首先，他承袭了宋明理学注、意内省的传统，从“静”：

“敬"、。慎独”方面下手，做一番修己治人的功夫。京宦期问，

太常寺卿唐鉴与大学士倭仁以理学相号召，一给曾国藩很大影响。

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最是“静"字功夫要紧，若

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倭仁用功笃实，每天言动皆有

割记，见过自讼。在其影响下，曾国藩以朱子为日课，而致力于宋

学。道光二十四年，他为自己制订《五箴*，规定了立志、居静、

主敬、谨言、守恒为努力的准则。这一时期，他的日记中多有痛

自劾责的记述，如“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匣⋯字，谓我无处不著怠

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我处世不患精明，患在刻薄”

誓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

令，盂子之所谓锯，其我之谓乎?”； “清早沾恋，明知大恶而

姑蹈之，乎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o这些文字不仅刻画出曾国

藩刻薄、傲慢、巧言令色、语不由衷、为人两面的本质，．也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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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他在弹学自我修养中所下的功夫。他还按照理学的规范给自

己规定了课程，内容包括学习的指导思想、必修内容，学习。方

法、道德修养等。随着对封建文化的深入理解，曾国藩在修己治

人方面特别强调“敬”、．“恕"二宇。他说： “‘君子无众寡，

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广， ‘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

生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一‘欲立

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仁存心，以理

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吃②。：

曾国藩认为贤臣的第一要义忠君，’与诸兄弟常以“拼命报国，侧

一～身修行塑一八字襁勉。通过这番修炼，曾国藩把自己规范成一位虔

‘诚的封建主义信徒。‘
·

‘

其次，．在学术上他反对门户之见，力图从根本上弘扬封建主

义文化。他尊崇理学，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理学只是他

学问韵一个方面而已。他对儒学各派、诸子百家乃至游侠刺客都

采取兼收并蓄，择长雨用的方针，对汉学、，宋学、帖括、考据之

学都曾下过苦功并有较深造诣。但是这些学问都没有束缚他的眼

界，对于封建文化他有色己独到的见解。他所理想的大儒是明道

救世，而且是具有“圣王”双层资格的人。他站在拯救封建颓势

的立场，特别欣赏孔孟所提倡的做为毫世大法的“礼”，认为只
． 有礼学体大精深，‘可通汉宋两家之结。在政治．}二他主张实行“礼

治”，提出“以礼自治，以礼治人”③o-希望通过自治，教育统

治阶级加强自我修养，认清嘣四方多难，纲纪斋乱”的形势，，’要

“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以加强内部团结，必要时要有自我牺

牲精神，通过治人焦被统治者做到“非礼勿视、勿听，勿言、

勿动”，把人们的思想重新规范到礼治，也就是封建纲常等级名

．．分的轨道。曾国藩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阐发具有指导统治阶级

应付危机局面的现实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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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曾国藩在治学思想上主张合学术事功为一，学以致用。

在一般学者看来，传统韵学问不外三门，即义理之，学、词章之

学、考据之学。： ．～

。曾国藩却把经世之学做为一门学问明确地标示出来。同时认

为可以指导修身。齐家、抬国、平天下的礼学经纬万汇，是以上

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曾国藩在京都供职，正是清政府内扰外患交

迫之时。在他的家书中常有他关心时务的记述。对于当时“英

夷”，“粤匪”、“河患”等问题均有缜密的研究和具体的计划。

他劝戒诸弟，应留心实学，不可专注于功名得失，若一味为求取

功名读书，则“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认为天下事无一件不是

、学问，而为学之道在予到处留心，摘由备查，博览书籍。他对官

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

等学问都悉心研究。在丁部任职时， “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

书，钩校不倦，于山JlI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④在清。

代考据学风充斥社会的风气下，，曾国藩如此重视将封建理论用于

“经世致用”，是继龚自珍、魏源之后又一代表人物。 。．’

长期的京官经历和儒学濡染使曾国藩成为一名封建制度的自

．觉维护者。他以诚字自诩，以卫道者自居。在近代，对于封建传

统文化有那样精深的造诣并将之坚定地用于保卫封建制度的政治

实践中的封建大家，’当首推曾国藩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

以称曾国藩是中世纪文化的最后j位代表者。

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事业，无疑是历经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将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他以书生操杀生之业，除了

立场使然-夕卜，其更深刻的原因是由手虔诚坚定的封建主义信仰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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