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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内容概要

从晚清到民国，有数不清的历史段子：皇帝换成了总统，终身制换成了轮流坐庄，慈禧、光绪、李鸿
章、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那个时代很荒诞，慈禧常借演戏羞辱光绪，落难时就连自己的仇人都杀不了；梁鼎芬明明是汉人大臣
，却硬逼着满族大臣捐钱，只为给光绪陵种树；满人中能干的想有所作为，一个个都栽了，平庸贪贿
的，都活得挺好；那个时代什么规则都变了，但最盛行的还是潜规则，说了算的还是丛林法则。
那个时代的军阀，有的自律甚严，比如吴佩孚，有的流里流气，比如张宗昌。有人兴办大学、建设农
村，也有人胡乱收税、种植鸦片；连信仰都各找各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
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用易中天的话说，“张鸣的文章，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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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近代史代表作：《
重说中国近代史》《辛亥：摇晃的中国》《共和中的帝制》；历史随笔代表作：《历史的坏脾气：晚
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其语言风格诙谐而辛辣，对历史的解读往往能切中要害，广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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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后面几章严重跑题，满满的私货，不过有些观点倒是不错。
2、16.11.22@iReader
3、只是罗列
4、这坨屎又出来行走了，封面也跟坨屎一样。
5、2016年   阅读书单     2016年12月 读完
入睡读物     反正都是通俗历史，段子太多       有一定是个人观点，略有点愤青，后面关于结合时政的
话题，有点愤愤不平，不够大气，尽管是吐槽，但说钱穆是没出过国的土包子也有点略显刻薄，并不
是圆滑之人
6、前几章关于民国人物的文字很精彩，后面几章有点跑题了
7、因为写了爸爸妈妈和博导，显得比以往的作品多了一些感情
8、我现在养成了习惯，大约几天就能看一本书，一个月大约学习记住了1000以上的英语单词。养成学
习的好习惯，就习惯成自然了。像张明老师一样，做一个爱读书的人。生活迷茫、无聊，而只要有新
的思想可以接触，新的知识可以学习，新的好书可以阅读，也就过得去了。
9、本着想了解点历史常识的目的看，看着看着感觉有些跑题了。前几章讲的蛮好，但是本人对于这
种小段小段拼凑起来的文章不太感冒，感觉太杂，看来还是需要多读书。
10、权当听历史段子了，还不错，值得一看，观点不错，真可谓读史使人明智，但要是想通过这本书
来了解丰富精彩的晚清民国这段近代史就难以满足了。
11、对这种小段子汇集出的图书确实无感，简直就是在消费自己。
12、对我党满满的怨言啊
13、可能有很多的不满是在替父母说的，特别是父亲。当然张老说的也是事实，很真很实在，至少本
人有共鸣.......
14、段子高手张鸣~
15、某些章节偏题了。
16、张老师终于也掉进了读客的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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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将晚清民国这个时代比作是一场戏剧的话，那么期间所有的大人物、小人物就是这场戏剧的
一个个演员，这些演员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演绎了一出精彩、荒诞的戏剧。这场戏剧很华丽。在张
鸣的笔下，主角有权倾朝野的北洋领袖袁世凯、有以女人身份当家的慈禧太后、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
政客，他们每一个都不容小觑；在张鸣的笔下，有一个个近代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发生，义和团
运动、袁世凯登基称帝、两次直奉战争⋯⋯这些事件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深深地影响了后二十年的历
史走向。大人物、大事件，共同构成了这部华丽戏剧的一部分。这场戏剧很荒诞。梁鼎芬身为汉人，
却对满人皇帝忠心耿耿，在光绪死后，挨家挨户讨要银子，只为了在光绪陵上种满树；瑞徵身为满族
的公爵，却庸庸碌碌，只知道醉生梦死，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养猫狗，“猫狗依仗主人的宠爱，到处横
行，无论厅堂还是内寝，到处都是猫狗的爪子印。食物都是最好的，猫吃的鱼，连内脏和鱼头都不能
有。若干公爷最宠爱的猫狗，天天跟公爷一并用膳，有的时候，是猫狗吃剩了，公爷才吃。公爷吃完
，猫狗会来舔公爷的嘴巴和胡子，一个舔完了，再换一个，舒坦得不行。乘轿子出门，轿子里也得带
上猫狗。”大清明明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清的官员们却不想着报国，反而一门心思钻研送礼的学
问，只顾着给太监送钱；宫里的宫女们满心满意地奉承慈禧太后，在她的饺子里包上金元宝，慈禧也
竟以为这是福气。大人物们忙着争权夺利，小人物也忙着明哲保身，晚清这出荒诞剧演到后来，终究
免不了要走向落幕，那些曾经纵横一个时代的人物也终究免不了人死灯灭。我们从这出荒诞剧中可以
看到一个王朝的没落，也可以看到英雄人物的哀歌，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2、在张鸣的笔下，写得最多、最好的还要数那些北洋军阀们，段祺瑞、徐树铮、冯国璋、王士珍⋯
⋯这些活跃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军阀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流，在这本《张鸣重说晚清
民国》中跃然于纸上。在张鸣的评价体系中，如此评价这些军阀：段祺瑞洁身自好、用人不疑；徐树
铮才高八斗、多谋善断；冯国璋为人厚道、一诺千金；王士珍办事稳重、富有条理⋯⋯这些军阀都堪
称一时的俊杰，各有胜场，但是最终却难逃败亡的结局，原因在于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某些无法克
服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正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获得启示的地方。一、段祺瑞——因自负而败段祺瑞
在北洋的军队中与王士珍、冯国璋齐名，一直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在袁世凯临危之时，更是选定了段
祺瑞做他的接班人，认为只有他的大局观和政治头脑才能统领北洋军。段祺瑞这个人在私德上也很值
得称道，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他更善于用人，往往用了一个人，就全心全意得相信他，无论他犯了
什么错，都既往不咎。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太过自信，自信于自己的眼光，所识之人必
为俊杰；他也自信于自己的手腕，能压制得住对手与手下。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真是因段祺瑞放纵
徐树铮，导致众叛亲离，埋下失败的伏笔；也是因为他过于自信，与黎元洪闹得太僵，间接导致直皖
战争的发生。说到底，段祺瑞还是太自负了，他的才能无法匹配得上他的自负。二、徐树铮——小聪
明坏大事徐树铮在段祺瑞的手下十分受重用，他也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甚至可以一边批公文一边
和人说话。他不仅聪明，而且能干，段祺瑞的军部基本都是小徐说了算。聪明人却往往喜欢做些糊涂
事，这不是真聪明，只是小聪明罢了。徐树铮就是这种耍小聪明的人。有才者必自傲，徐树铮的傲气
更是令人难以接受，黎元洪在和段祺瑞搭档时，就被徐树铮气得不轻，每次小徐去见黎元洪，从不给
他好脸色看，府院之争这么快就爆发，小徐要负上很大责任；徐树铮不仅对对手这样，对盟友也是这
样，梁启超与他的研究系一直是段祺瑞的朋友，在选举时却被徐树铮联合各省督军全部玩掉，从此这
些笔杆子就和皖系势不两立了；小徐甚至连自己人也不放过，靳云鹏一直是段祺瑞的大将，却被小徐
硬生生赶出了皖系。结果最后聪明人徐树铮也没落个好，被人一枪干掉。小聪明终究成不了大事。三
、冯国璋——抠门病重度患者冯国璋是北洋之虎，重然诺，一诺千金，在北洋军中的威望一直很高，
但是就因为他的抠门，导致很多事都做不好，最后就玩不过他的兄弟段祺瑞。当年袁世凯登基失败后
，各省督军原先要到南京找冯国璋商量对策，结果冯国璋就因为抠门，舍不得花钱招待，结果督军们
都跑到张勋的徐州去了，南京会议变成了徐州会议；而在第二次选举时，冯国璋还是因为舍不得钱，
原先五万元的准备金，硬生生被砍掉了一半。这种抠门的人，往往越是经营越是赔钱，最后冯国璋竟
是因为操心多了，而一病不起。四、王士珍——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王士珍在北洋军中的人缘很好，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只要别人选提的人是他，基本就没什么人反对。为人浑合的人往往抹不开情面，
很多时候就只能和稀泥。当年袁世凯请他出山，他迫于老主公的情面只得出山，等到他的老兄弟段祺
瑞和黎元洪闹起了府院之争，黎元洪一气之下把段祺瑞的总理之职给撤了，为了平息北洋的怒火，只
得请王士珍出马，王士珍竟也答应了。这样的事儿王士珍做了很多，填漏补缺，送往迎来，谁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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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但也做不成什么大事。老好人的日子过得舒坦，出息却是不大的。这些军阀身上的毛病每个人或
多或少都有一些，古人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读了这本《张鸣重说晚清民国》，总可以学到一
些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克服一些自己身上的缺点和不足，最不济，也可以掂量掂量自己的成色。
3、近些年来，民国热的温度一直不曾降低，各种国学班，各种民国范儿，甚嚣尘上，人们一门心思
地追捧所谓的民国风度，乐此不疲。但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中，却没有人思考所谓的民国到底是怎么样
的一种状态，民国人的习惯与规则是什么，这些深层次的思考被淹没在各种浅薄的礼仪与服饰中。这
本《张鸣重说晚清民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晚清民国这一段历史的捷径，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晚清民国。张鸣告诉我们，根本不用寻找，我们依然活在晚清民国的余晖中
。一、送礼的禁忌我们今天讲送礼，规矩有很多，各个地方的人规矩也大多不一样，比如上海人送礼
往往要送对方上次送的礼品价值的1.2倍，规矩虽不同，但有些忌讳却是通用的。这些规则由晚清开始
一脉相承，经由民国，再到现代中国，虽有变化，却依然存在某些影子。如书中讲到仙游县的县令要
给慈禧送礼，县令不乐意，就派一名师爷想法子推掉这个差事，师爷就向总督说：仙游这个名字不佳
，要改派永福县县令去送礼。总督马上明白了，仙游，在民间可以解释为驾鹤西游，意思是死了。这
种送礼时避免某种歧义的说法现在也很常见，比如送礼不送“钟”（送终）、送礼不送“杯具”（悲
剧）。二、风水大兴要说风水，大概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了，本来风水只是古代先民根据各种居住
的环境总结出的一套经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风水竟发展成了迷信。现在很多官员都在忙着拆门，
建桥，为何？还不是以为能靠着风水升官发财！在官员的这种心理下，风水师这一职业也就应运而生
了。但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风水师就已经在军阀政客中混得风生水起了。当年袁世凯当皇帝那时
，有人请了一位“大师”，大师说：现在的危险，是南方红气太盛。正阳门面南背北，事关重要。首
先要封住正门，敌楼和正阳门的正门都封住。然后在两侧开两个大门，可以走车的。南方的红气，就
压住一半了。最后在敌楼最高处，开两个圆洞。敌楼原来有七十二个炮眼，符合七十二地煞之数，这
两个圆洞，正好代表天罡，可以将南方的旺气，全然压制，让他们只好俯首称臣。至于风水大师们说
的是真是假，反正袁世凯最后是被赶下了皇帝的宝座。一百年前的官员迷信风水，一百年后的官员也
还是迷信风水，时代变了，风气却还是这个风气。三、文圣与武圣在中国的读书人心目中，孔子自然
是当之无愧的圣人，天底下最了不得的人物，没法子，吃的就是孔子传下来的饭碗。但是在晚清民国
时期，关羽这位武圣的地位却也很高，不仅是底层的百姓与帮会祭拜他、敬重他，连太后，官方也对
他推崇备至，他俨然成了忠孝节义的象征。这两位圣人冷眼看世间，看着看着就看到了新中国，结果
，换了时代，被冷落过、被谩骂过，到了今天，又被抬出来了，前些年天安门前曾出现了孔子像，近
些年主席对于儒家的推崇也溢于言表，儒家俨然又焕发了第二春；至于武圣大人更是从没有淡出过我
们的视线，香港的警匪片里，警察出门前都要拜过关公，小店里也端端正正地摆着关羽的塑像⋯⋯时
代变了，圣人的地位却还是没有变，高高在上，被人举着接受百姓的膜拜。所以说，别看我们嘴上说
着已经是21世纪，科技有多么发达，骨子里的那套逻辑和传统却还是晚清民国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变
过，估计也不会变。所以别整天嚷嚷着什么民国风，我们还活在晚清民国的阴影，只是不自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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