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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前言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
、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等十一种。从1916年至1926年间，蔡东藩花费十年的心血，完成了
这部上下两千余年、七百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其时间跨度之长，涉及人物之众，篇幅之巨，堪称演义
之最。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学和史学巨献。　　作者蔡东藩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学家和演义
作家。在著述这部历史演义时，蔡东藩在史料上一遵其“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
虚诬”的原则，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对史料选择和运用都经过一番审慎的考核。因此，这一套断
代史通俗读物问世后，流传很广，成为人们阅读正史的参考读物。而且，它采用人们所喜爱的演义体
著述，语言通俗畅晓，符合一般大众的阅读习惯，容易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起
到了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当然，限于作者的生活年代和历史的局限，蔡东藩在选择史料和解
释历史方面，难免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其大汉族主义观点、对农民起义
的看法，以及对女性的偏见，等等。相信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自行鉴别和分析。　　在重新出版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其他一些版本对本书进行了必要的校勘，对少数如今书写已经改变的文字和词语
做了少许的修正，对作者的一些显然不太恰当并且可有可无的评注，进行了少量的删节。限于出版者
的水平所限，本书可能仍然存在不少的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二00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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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上迄秦汉，下至民国，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是迄
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叙述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自它问世以来，即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广泛推崇。毛
泽东同志曾建议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好好阅读，以了解中国历史，这套历史演义丛书也是毛泽东列给儿
子毛岸英的必读书。
目录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第二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第三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第四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第五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第六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第七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迓专使特辟正阳门
第八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第九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第十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第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第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嗾军人胁迫众议员
第十三回 统中华厘定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第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辨诬
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第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第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篆
第十九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
第二十一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延律师辩讼盈庭，
第二十二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宿将暴亡又弱一个
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
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
第二十五回 烟沉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骈诛湖北 讨袁军竖帜江西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镳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
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借武力追索证书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
第三十九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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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作者简介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清山阴县临浦（今属萧山）人。14岁中秀才，后又进京
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之后，曾先后在
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
从1916年开始，到1926年为止，蔡东藩用10年的心血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前汉（含秦）、后汉
、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共11部历史通俗演义，合称《历朝通俗演义》，
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加上《西太后演义》及《历朝史演义》两部，
总共撰写了13部计724万字的通俗史巨著，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
之最。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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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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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第028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镳第029回　郑
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第030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第031回　逐党
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第032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鑪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第033回　遭弹劾改任
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第034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第035回　拒委员触怒政
府　借武力追索证书第036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第037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
上将续姻第038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第039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
徐东海第040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第041回　又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
第042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九省拒约联名第043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第044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倡改制立会筹安第045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第046回　情脉脉
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第047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第048回　义儿北上
引侣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第049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第050回　逼故宫劝除
帝号　传密电强胁舆情第051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第052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
目遣眷还乡第053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第054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
夜赠骊歌第055回　胁代表迭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第056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
官第057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第058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仍正朔唐都督誓师第059
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第060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第061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第062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第063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第064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鏖兵第065回　龙
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第066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第067回　撤除帝制洪宪
销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第068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第069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
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第070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第071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
章缴械逃生第072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第073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
帝梦第074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第075回　袁公子扶榇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
央第076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第077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第078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第079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殁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第080回　议
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第081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第082回　托公民捣乱众
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第083回　应电召辫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第084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第085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第086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
廊房击退辫子军第087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第088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
决谋宣战第089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第090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第091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第092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
第093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第094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第095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第096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第097回　逞辣手擅
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第098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第099回　应首选发表
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第100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胪欢第101回　集灵囿再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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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第12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瞋第13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
澳勉抗强权第14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第15回　遭旁殴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
命第106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第107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第108
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第109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徵祥通电第110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第111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第112回　领事官袒
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第113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第114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第115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摅词第116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
江浙庆和平第117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第118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
避祸第119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第120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
军第121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第122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第123
回　莫荣新养痈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第124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第125回　赵
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第126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第127回　醋海多波大员
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第128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第129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第130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第131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
电交驰第132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第133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第134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第135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第136回　瘸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第137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浦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第138回　离广州
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第139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第140回　朱培德羊城胜
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第141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第142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
中山讨伐东江第143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第144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
抱犊崮被围第145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第146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
大足第147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第148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
植第149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第150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第151
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第152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第153回　宴
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第154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第155回　识巧
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第156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第157回　受贿托倒戈
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第158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第159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
山宣言北伐第160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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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
华民国。什么叫做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
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
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
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 ”字。“
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人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政令，都
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
半昏愦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铤而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　　天
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
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
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昏愦糊涂的人物公举
起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
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可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捽去。这种新制
度，既叫做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 原是无上的政策，可惜是
纸上空谈，不见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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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编辑推荐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书。　　风靡海内
外的一套通俗历史巨著，史学大家蔡东藩正史为经，逸闻为纬。呕心沥血十载，真情演义上下五千年
，章回体结构，通俗的文笔，机智的点评，真实再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演进波澜壮阔的进程。 该丛书描
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朝代更替下的民俗民生，参透疆场血战、宫廷阴谋，千古兴亡中的生存智慧
。《民国演义（套装上下册）》为其中的民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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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精彩短评

1、蔡先生的历朝通俗演义值得一读。
2、民国也是和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时期一样的混乱，读着让人痛心疾首慨愤填胸，很多人
皆为名利所误。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
3、VERY,VERY,GOOD.过瘾
4、很详细，适合普通人阅读，章回体小说，喜闻乐见。
5、作者很有功底，书的质量不错，只是都上下册了，还未完吗？
6、非常精彩，看了这本《民国演义：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使我收益匪浅。从读书的过程中，我了
解到了民国的各种人物。
7、昨天收到的书，很满意，正在看，看完后再买其它的。**亚马逊上也有，一样的版本，全套348.5元
（6.6折），比当当网便宜34.6元。如果当当也能按这个价格出售，还是考虑在当当网上买。
8、民国演义（上、下册）
9、封面和内页都很漂亮。很喜欢。
10、不太好读，读着有点犯困！
11、值得购买，父子俩受到术后爱不释手
12、民国时期，局势很混乱。比如，彭家珍狙击宗社党，段祺瑞倡率请愿团，宋教仁中弹捐躯。。。
尽在这本民国演义中，对民国时期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3、收到书，觉得很满意。对这书意向了很久，终于买到了。开心啊。
14、是正版的，纸质不错，内容也很好，有点章回小说的感觉······
15、原本打算买中央的这一套，但其中先前已有过一些，蔡东藩的读起来更有正史的感觉
16、书一次买了很多本，还没来得及细读。书的质量很好，纸张很厚实。
17、不错的东西!赞！
18、这本书对民国初的那段历史介绍的比较详细，值得一读。
19、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民国的历史
20、不得不说一点，许廑父续写的后40回，与蔡东潘版本差别还是挺大的。就拿121回来说，写李纯抓
奸不成反被谋害这出戏，从头到尾，作者极尽刻薄、夸张之能事，甚至到了122回中，一开头便用了“
大便,小便"等市井俗语继续着上一回中作者意犹未尽的恶趣味。PS:书中剧透式的批注真令人不爽。
21、好像有点看不懂的噢！还是自己能力有欠缺，不过书还是很好的！
22、给儿子买的，正在看，装订还不错，好评
23、此套演义收藏中
24、那个时代都是为了国家
25、我即将考自考的近代史，这个很有帮助
26、内容很一般
没有兴趣看下去
27、一本好书，是进步的阶梯，是人生的良友。蔡东潘先生的民国演义就是这样一本书。读史，读的
开心，读的有味，读的手不释卷，唯有蔡先生的这本书！
28、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那本书里提到了这本书是他推荐给毛岸英看的,所以就有了购买的冲动.还没看
完,两本加起来挺厚的.
29、只是许的狗尾续貂太糟糕了。
30、书收到了不错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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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演义（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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