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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五卷)》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一生呕心沥血之作，它作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从风俗史的角度展现
了晚清至民初军阀时期的政治轶事，并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小说开篇第一回便点明其宗旨“并不是
借着小说，随便拿人开心”，而是在其中寄予了“一番惩劝之意”。这种“惩劝”批判了当时把“从
前的礼教纪纲、廉耻道德，全都变得一点影子没有了”，同时又对晚清政治的腐败进行了深刻剖析，
对王朝覆亡的教训进行了历史的清算。《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虽为稗官野史，但事必有据，人必有名
，正可填补正史之不足，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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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五卷)》

作者简介

董郁青，生卒年月不详，号濯缨子，北京通州人，满族，早年中过举人，后加入天主教，成为天主教
徒。早年在北京交际广泛，对清末民初的宫廷掌故、社会状况及袁世凯执政国会议员活动较为熟悉。
年轻时酷爱戏曲，对当时的戏曲梨园界甚为熟稔。中年后寓居天津，在天津新闻界工作了数十年，长
期担任《益世报》副刊编辑，称得上天津新闻界耆宿，也被视为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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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五卷)》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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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 大钦差复旨进谗言 贝子爷失仪招奇辱
第十回 怕刺客乔装回祖国 被拘囚患难遇良朋
第十一回 纨袴子三月滞津门 铁血团二次开会议
第十二回 外廊营祖孙大激战 宗人府父子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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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回 铭中丞被刺滕王阁 徐烈士殉义南昌城
第二十六回 老伶工得宠装宋江 大皇帝失时哭刘备
第二十七回 海关纳贿昏夜乞怜 监政被参病床谢过
第二十八回 皇太后下诏访名医 穷秀才得时充上客
第二十九回 受遗诏贤相运机谋 撞宫门奸王遭呵叱
第三十回 遵祖制大公主施威 遣刺客满御史挑衅
第三十一回 拷俊仆谢大福见机 闻警报项子城逃难
第三十二回 冒雪登车门开闹市 披蓑垂钓计骗旗员
第三十三回 六月披裘中丞受贿 三军演戏贝勒登场
第三十四回 脱网罗投亲谈旧事 存赃款定计骗多金
第三十五回 大英雄无意遇良朋 小豪杰有心襄革命
第三十六回 小书房聚谈思烈士 如意馆装病试奇谋
第三十七回 破机关群英同落网 奉懿旨绝处喜逢生
第三十八回 茅店赌钱贝勒遭毒打 皇陵照相太后发慈威
第三十九回 捐革职甘送八万金 图报仇强买十方地
第四十回 吞赈款造谋倾淮北 羞败诉避地走河南
第四十一回 五福楼瑞方得宝 四照堂耳顺荐贤
第四十二回 结奥援佳公子认父 怀闷气老中堂捐生
第四十三回 避内用黑夜出都门 访案情白天逢巨寇
第四十四回 错中错观察审钦差 强里强大盗做统领
第四十五回 招降绿林若奉骄子 妄加白眼深种祸根
第四十六回 走内情钱神收效果 降协统革命伏萌芽
第四十七回 女仆托情尚书毙命 优伶牵线侍郎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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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五卷)》

第四十八回 恶家庭购祸掷多金 狠官僚残民施毒计
第四十九回 钦差怄气星夜登程 统带索银江村驻马
第五十回 如夫人卧病汉口埠 大英雄起义武昌城
第五十一回 借机会逃出虎穴龙潭 报私情力荐曹操刘裕
第五十二回 会群英室中决大计 遇故友车上赠绨袍
第五十三回 呆王爷受愚失政柄 急先锋冒险立奇功
第五十四回 勒名器轻失大臣心 掷炸弹吓破奸雄胆
第五十五回 小人背义骗款失踪 悍将闻风行凶定计
第五十六回 戮钦差禅堂作法场 盗首级和尚指迷途
第五十七回 杯酒成功只身逃窜 海关遇险绝处逢生
第五十八回 素书传讯叔侄开颜 黑铁发声英雄共命
第五十九回 倡共和京都报敢言 保君主宗社党开会
第六十回 开舌战金戈二说服联星 撒酒疯丁元珍大骂纯立
第六十一回 虎豹同群磨牙互噬 鸳鸯戏水比划联姻
第六十二回 骗吃骗代表假革命 疯遇疯大闹真遭瘟
第六十三回 受牢笼甘心求保护 行密计开始议和平
第六十四回 书呆子大发勤王论 革命党偷递决斗笺
第六十五回 受惊吓代表中疯魔 演新戏名士遭毒手
第六十六回 谈剧情无心逢有意 显身手戏院变战场
第六十七回 杀子报胡运兆终穷 受禅台奸雄明示意
第六十八回 一门忠烈演假成真 十路诸侯挥戈反正
第六十九回 撤代表推翻和平会 拍警电吓倒帝王家
第七十回 皇太后下诏顺民心 宗社党转舵新面目
第七十一回 使酒骂座吐气伸眉 调将遣兵惊心动魄
第七十二回 造奇变放虎入羊群 逞淫威飞鸿罹鱼网
第七十三回 聘总长广开求贤路 荐都督慎选守门人
第七十四回 名士升官肘悬金印 国医治病舌吐莲花
第七十五回 掘藏银一场空欢喜 破密窟平地大风波
第七十六回 走关东卧薪尝胆 探南苑假扮乔装
第七十七回 布疑阵志士陷网罗 究真情法官谈秋密
第七十八回 保皇党改唱献地图 参议院变成演武厅
第七十九回 骗金钻龙御史失妻 窃银圆臧疯子骂女
第八十回 嗜赌博夫妇互轻生 矢愚忠英雄甘就义
第八十一回 遵条件执幡充孝子 设陷阱定计遣英雄
第八十二回 私造风云龙腾虎变 巧移花木李代桃僵
第八十三回 腕力伏魔游侠尚义 心旌指路母女牵情
第八十四回 走内情大开樱花会 运利器预伏博浪锥
第八十五回 八百罗汉同游贝子园 一个英雄醉卧总统府
第八十六回 破玄机玉笼飞彩凤 防后患金印调狞狮
第八十七回 才不才才人逢厄运 刺中刺刺客过凶星
第八十八回 凤衔鸦骨贤妇诉烦冤 狐假虎威议员遭横逆
第八十九回 观音庵变作屠兽场 都督署扮演药茶计
第九十回 总统执柯光生绛帐 将军纳彩春满金陵
第九十一回 帅夫人帷幄献奇谋 大总理锦囊施妙计
第九十二回 信甘言轻心失赣省 挟利器混迹入都城
第九十三回 误上礼舆证婚遭逮捕 穷搜炸弹巧计出樊笼
第九十四回 豪士入屠门一场春梦 财神游古寺十笏黄金
第九十五回 遍布天罗网插翅难飞 私练主人兵迎头一棒
第九十六回 花柳鸦雀麻醉大英雄 鹊卵鸟巢显示好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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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回 城门吊炮东站备专车 两院藏兵议员变俘虏
第九十八回 拜冕旒新华宫正位 耀旌旗天安门阅兵
第九十九回 追证书两院议员同散伙 设参政一群怪物尽登场
第一百回   姑苏拥泉石遗老鸣高 欧陆起风云公孙受窘
第一百零一回 鹬蚌争雄渔人伸巨掌 鳌鱼吞饵帝制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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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五卷)》

精彩短评

1、时间线很混乱，里面很多是作者当时听到的传言，不过独裁社会向来传言和真相是相反的，有些
参考价值，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百态，尤其是袁世凯和两院的权斗丑态
2、写得非常之好啊，这是被埋没的人和书啊
3、小说家言，史料价值不高，文笔还不如蔡东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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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五卷)》

精彩书评

1、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董郁青先生所著，署名“濯缨子”，早在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
》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至1932年结束，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素材，写得比较生动
，卷帙浩繁，《益世报》曾为陆续出单行本，当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　
　1923年间，我在学校读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很喜欢看它的副刊《益智粽》。记得最清楚的
是《清末民国历史演义》，那时正写到慈禧病重时，向李连英问及光绪情况，李说皇上闻老佛爷病重
，面有喜色。慈禧当时大怒说，我不能让他死在我后头。后来果然两宫同时晏驾。这一段写得很生动
，因此我对《清末民国历史演义》有一个时期很感兴趣。我当时家贫，无力订阅报纸，只是抽工夫在
学校图书馆看看，以后离开学校，便没有接着看了。等到1928年间，我由同学介绍到天津《益世报》
做记者。在报社编辑部，看到一位老者，干瘦，驼背，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埋头写作。有人介绍说这
是董老，董郁青先生，就是写《清末民国历史演义》的濯缨子先生。那时我只有22岁，觉得见到这样
一位名重一时的新闻界人物，很以为荣幸，说了些仰慕的话。那时董郁青究竟多大岁数，我并不知道
，只见他佝偻着腰，留着两撇胡须，头发有些花白，真是一位老前辈了。当时他负责编辑副刊《益智
粽》，每天要写短文一篇，栏目为《弦外之音》，是针对当时政治情况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写的。其
形式是每篇百余字，末尾一行省略号，意思是意犹未尽。每日定要写一篇，也就不容易了，有的文章
也很隽永。他除去写这些小文，还要写《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另外，发稿、组织版面、看大样这一
系列工作也一定要做。他写文章一直在红格纸上用毛笔写大拇指肚般大小的字，秉笔直书，不加修改
，字体亦清楚整齐。他家在英租界，每日下午二时上班，乘一段电车到东车站前，然后步行到报社。
报社当时在意租界小马路，这一段路约半里地。董郁青上班风雨无阻，到班后坐下来一直把工作做完
才起身离社。我有一个时候编各地新闻，时间和他工作时间相同，因此有机会和他聊天。　　从谈话
中我知道他年轻时在北京交际是相当广泛的，他知道许多事情。原来，他是满族，北京通县人，青年
时可能中过举，对民初袁世凯做总统时的社会情况比较熟悉，对国会议员活动亦很知情，但究竟他做
过什么工作，我没有问过。当时北昆在天津演出，他提起荣庆社来滔滔不绝，特别对荣字辈演员更为
熟悉，如陈荣会、张荣秀都是他欣赏的演员。对于韩世昌、白云生也很赞扬，特别对白玉田、王益友
有更多详细的评论。至于京戏，他一谈必是谭叫天、杨猴子、路三宝等，看来他年轻时是一个经常看
戏的人。可惜我当时对戏曲兴趣不大，也没有将他的议论记下来，现在想来是非常可惜的。董郁青是
天主教徒，对宗教的知识也很丰富。总之，这个人似乎是博闻强记自学成才的。　　“九·一八”后
，天津《益世报》的副刊改为《语林》，由马彦祥同志主编，马离社后由我主编。董郁青另办一版，
在《语林》版反面，名为《说苑》，只发表小说，《清末民国历史演义》也移到这一版，董郁青每日
照写不误。后来，《清末民国历史演义》结束了，董改写长篇《大明湖》，以济南为小说背景。他还
收集了些有抗战意义的历史故事在《说苑》发表。一九三五年后，他负责检查全报大样，一直到1937
年7月28日日军侵占天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看大样时，要在夜间工作，我办副刊，是
在午后，我们已不常见面了。）等到抗战胜利，我不知他的下落，后来，听见友人谈，他已故去了，
什么时候故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估计他的年岁，可能过了七十。　　天津《益世报》是天主教徒集
资办的报纸。出版不久，即逢“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报纸一度同情学生，受到社会上好评。
周恩来同志在法国为它写了长篇的海外通讯。报纸销路甚畅，一跃为天津报纸首位。董郁青以天主教
徒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在报社从写社论到编副刊、写小说，无所不能，应该说是“五四”以后直
到1937 年抗战开始，在天津新闻界一位知名的人物，而他写的《清末民国历史演义》则是他一生呕心
沥血之作。今日看来，虽然书中所述，不尽是历史事实，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据他自己说，许多事是
他耳闻目睹的。我和他接触当中，谈到往事，他是不厌其详，但不是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看他所写
的恐怕还都是当时的传闻，当然写小说采用传闻，是允许的。而且，传闻中难免也会有些真实的。董
郁青的文笔朴实，不尚华丽，《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每日千余字写了近二十年，笔调一致，这是难能
的。我对这部巨著，没有自始至尾仔细读过，凭个人印象，清宫一段写得相当生动，也许因为他是满
族人，对清代宫廷情况可能听得多一些。　　董的弟弟名荫狐，也是一位小说家。曾在《益智粽》发
表过讽刺小说《换形奇谈》，揭发、讽刺当时的政治内幕，颇为尖刻。未出单行本。董郁青在天津新
闻界工作了数十年，写了卷帙浩繁的小说，和无数篇短文。长期担任天津《益世报》副刊编辑，称得
上天津新闻界耆宿，也应视为小说家。但我从来没有听他自我标榜。至今有人知有“濯缨子”，而不
知有董郁青。但是，《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终究是一部实拍拍的大作品，其中多有一些有历史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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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董郁青先生生前留下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即使其生前并未成为“名记者”或“大作家”，但终
会有人发现他的作品而为之出版，这也证明历史是公正的！
2、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先祖父董公郁青所著，署名“濯缨子”，源于《楚辞·渔父篇》，以
示愤世嫉俗清高自守之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自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
粽》上发表，直至1932年登竣，长达12年。该书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经，民间风俗人情
为纬，纵横穿插文笔生花，全书一百○一回，约二百余万言。卷帙浩繁广远深博，被视为以现代历史
故事编写演义小说罕见之作。　　《益世报》曾为陆续出刊单行本，并于1936年以新版分印十一册成
套刊行于世，在当年新闻界、出版界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益世报》是以天主教徒为主，在雷
鸣远神父推动下，集资创办的日报，其办报以益世益民爱国护教为宗旨，于1915年10月10日双十节创
刊号问世。创刊之初，刘浚卿先生、雷鸣远神父，深知先祖父学识渊博，文笔朴茂，在当时新闻界名
重一时，乃诚恳邀聘于报社撰文。　　报刊发行不久，即逢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
益世报》以同情学生，谴责当时军阀官僚，受到社会上好评。1936年绥远百灵庙抗击日本侵略，《益
世报》评论、报道以此为中心，广泛向社会宣传抗日思想，更配合以雷鸣远神父为主的救护队深入战
场，向抗日官兵进行慰问鼓舞，并向社会募捐送往前线，此举深为天津新闻界所钦佩。1937年“七七
事变”，日军于7月28日侵占天津，报社被迫停刊。　　先祖父汉族人氏，祖籍浙江绍兴，幼年随曾祖
父迁居北通州，晚清曾中举秀才，家居时博览群书，贯通经史，亦喜好诗词戏典。民国后迁寓北平市
内，平素交游广泛，以诚挚待人、光明磊落为处世之本，对友能肝胆相照，论事则仗义执言，从来不
屈服于权势之压迫，而为时人所称道。曾为《京华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文笔针砭当时社会弊病为
己任，故名声日上，友朋益广，举凡当时社会传闻，宫廷密事，政治风云，官场变幻，均循此渠道源
源而来，为以后的《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成书，积累了大量素材。先祖父自应聘进入《益世报》社后
，严肃认真，事必亲躬。对副刊《益智粽》及《说苑》的组稿、审稿、发稿、编辑版面等，必不辞劳
苦亲自安排妥帖，并曾为专栏《弦外之音》每日写一短文，评论当时政局风云、文坛争议、社会动态
，其文章隽永辛辣，深中时弊，立论公允，颇得读者之同感。　　会当此时，《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文思酝酿成熟，即开始执笔成文，书中事均属实，只有文采加工虚中有实，正与正史遥相呼应；真名
假名各有意在，读者思忖自有心得，此即“演义”命名之根由也。　　先祖父当年每日秉笔直书一千
余言，文不加点亦不增删，直发排版付印，举凡晚清、民国军阀时期的宫廷、国会、外交、内政、帮
派、社会各方面，无不言之有物，栩栩如列眼前，故每一书成则购者云集，被誉为当时之名作。1935
年《益世报》改组，先祖父调任为报社编辑部总稽核，负责检查全报大样，当时曾在天津出版《沽上
英雄谱》一书，又应山东出版社之约，先后执笔写成《明湖影》及《义侠薪胆录》等中篇演义小说，
在当地出版界亦甚有影响。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益世报》被迫停刊后，先祖父年高体
弱，难与报社同迁内地，乃隐居家中，并在天津小修院教授国文，每日带领我去老西开教堂参与清晨
弥撒（先祖父曾听雷鸣远神父讲道，于一九一六年与另五人领洗入教；日后对我的圣召劝勉有加，影
响甚大，于一九四○年我申请加入天津小修院）。先祖父虽曾受日伪迫害拉拢，但洁身自好安贫若素
，虽历生活之清苦，难磨胸中浩然正气，至此不再参与新闻界、出版界之事。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
三年）返回山东济南定居，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病逝于山东济南，寿享六十六岁。　　缅怀
先祖父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遗留卷帙浩繁的小说和无数篇杂文、政论，长期担任天津《益世报》主
任编辑，被誉为天津新闻界耆宿，赞称董老一生虚怀若谷，光明磊落，义无反顾，笔耕为民，亦足以
告慰先祖父于九泉矣。《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虽为稗官野史，但事必有据，人必有名，正可填补正史
之不足，故该书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值此重刊之际，书此序言简介著者生平，希冀能对读者阅
看此书小有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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