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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内容概要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開篇首條

１９１２──中華民國元年壬子
１﹐１（一一，一三）
（１）孫中山（文）自上海抵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下午十時），以是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２）清將領姜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
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一作１﹐２）
。
（３）唐紹儀電袁世凱，請允將國會改在上海開會，蒙藏選舉區作為兩處（袁主六處），並再請辭職
。
（４）袁世凱告英公使朱爾典，唐紹儀辭職，軍人請親貴捐款續戰，本人明日將請辭。
（５）廖宇春說馮國璋贊同共和，不得要領（廖於去年１２﹐２８返北京）。
（６）日軍七百人到漢口。
（７）民軍張士秀、李鳳鳴佔山西運城（１﹐３０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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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精彩短评

1、虽然是流水帐式的记录，但也居然读出了趣味性。比如说石友三和张学良两人恩怨，在1931年间屡
次提到，“石友三谣传张学良病卒”，“张学良疏劝石友三”，“孙殿英电张学良称与石友三并无关
系”。时代大事，自然灾害，名人病卒，历史就是这样在推动着演进。
2、逐日的史事记录，如果和里头所提到的各种人物的履历传记合看，基础的史事知识就有了。30年代
后给了蒋中正不少内心独白。
3、第一册读毕。
4、流水账。
5、虽然民国史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是不妨碍接受另一种史观。
6、全書讀畢，許多事還是難解。大概以近現代國事之複雜，又多未解密，僅憑此一幾無任何細節的
日誌，本就不能完全了解。聊存一線于胸中，繼續讀書吧。
7、以此书为纲目，配以十卷本民国史，读毕即可抗一切发明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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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精彩书评

1、自8月17日至今，用時三月又近半，算是把全書通讀了一遍。感覺即如標題：是好書，但非專業讀
者就不推薦讀了，用作翻查的參考資料即可。或者說，視之為紀傳體史書的“表”部份即可。對書的
幾點感受：一、全無細節，非常枯燥，中間有兩次幾乎放棄不讀。二、以細節太少故，許多事讀完后
還是不甚了了，只能是對民國史有個梗概的了解。三、如晚清日誌一樣，排版錯誤極多。四、如郭先
生自承，每有舛誤。對民國史的一點感受：民國史之令人痛苦之處，在于或可好轉之處太多，而我們
偏已經知道結局。全書多處，讀時都是第一念“唉呀太好了！”，第二念“唉，那又能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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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章节试读

1、《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50页

        1924，12，15，北 京 警 衛 總 司 令 部 槍 斃 曹 錕 寵 倖 李 彥 青 。宠幸这个称谓，传统一般是男朋
友的意思。于是我就搜了下，发现这果然是曹锟的男朋友...

2、《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99页

        图瓦共和国之“图瓦”竟是“拓跋”之转音？1921，11，5，外蒙政府与苏俄在莫斯科订立友好条
约（外蒙要求合并唐努乌梁海，苏俄不允， 以为唐努拓跋独立国）。 

3、《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933页

        1925，10，13，湖 南 趙 恆 惕 下 令 討 伐 醴 州 鎮 守 使 賀 龍 （ 賀 龍 先 由 楊 森 收 編 ， 由 鄂 入 川
後 叛 投 熊 克 武 ， 及 退 入 湘 西 ， 又 叛 熊 投 趙 ， 至 是 又 叛 ） 。

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20页

        1920，8，21，赈鲁豫陕水旱兵灾。

＂兵灾＂。长叹！

5、《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36页

        1923，6，26，北京清紫禁城景福宮大火，焚屋百三十餘間，損失千萬元（疑有人縱火，以內中古
物被竊頗多，思借此消跡）。
7，15，清帝宣統因宮內大火嫌疑，驅逐全體宮監。

6、《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页

        1912，1，1，孫中山（文）自上海抵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下午十時），以是日為中華民國元
年元旦。

7、《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70页

        1923，12，15，蒋中正自俄国回抵上海（此行印象不佳，不以联俄容共为然）。

8、《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488页

        1920，3，19，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对德和约（不满于山东问题之措施）。

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85页

        1915，5，25，中日新约（二十一条）签字，并互换照会。此时签订的新约，已经删去对中国危害
最大的第五号条款，非最初的二十一条。
彼时欧战正酣，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于远东势力独大。在此形势下，袁世凯显示的外交才能，直逼当
年的李鸿章。作为城下之盟（日本已经出兵东北山东），也算是弱国外交的较好结局了。
可惜袁氏不知耻，虽然将接受日本最后通谍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却时未经月，已经开始筹划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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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的皇帝梦去了。此后之所以公众会相信袁世凯“卖国称帝”一说，大概和这种时间上的衔接不无关系
——当然，时至今日，某献礼片还持此说，就迹近于污了。

1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174页

        上 午 十 一 時 至 下 午 七 時 北 京 軍 警 得 公 使 團 之 許 可 ， 搜 查 俄 國 大 使 館 及 遠 東 銀 行 、 
中 東 鐵 路 辦 公 處 ， 捕 共 產 黨 人 李 大 釗 等 六 十 餘 人 （ 內 有 國 民 黨 人 路 友 于 等 ） ， 檢 出 
關 係 蘇 俄 赤 化 中 國 之 重 要 文 件 多 起 （ 是 晚 公 使 團 曾 有 形 式 上 抗 議 搜 查 行 動 逾 越 範 圍 
） 。

11、《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79页

        1924，1，30，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會 通 過 國 民 黨 政 綱 ， 推 選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二 十 
四 人 ， 為 胡 漢 民 、 汪 兆 銘 、 張 靜 江 、 廖 仲 愷 、 李 烈 鈞 、 居 正 、 戴 傳 賢 、 林 森 、 柏 文 
蔚 、 丁 惟 汾 、 石 瑛 、 鄒 魯 、 譚 延 闓 、 覃 振 、 譚 平 山 、 石 青 陽 、 熊 克 武 、 李 大 釗 、 恩 
克 巴 圖 、 王 法 勤 、 于 右 任 、 楊 希 閔 、 葉 楚 傖 、 于 樹 德 。 候 補 十 七 人 ， 為 邵 元 沖 、 鄧 
家 彥 、 沈 定 一 、 林 祖 涵 、 茅 祖 權 、 李 宗 黃 、 白 雲 梯 、 張 知 本 、 彭 素 民 、 毛 澤 東 、 傅 
汝 霖 、 于 方 舟 、 張 葦 村 、 瞿 秋 白 、 張 秋 白 、 韓 麟 符 、 張 國 燾 。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五 人 ， 
為 鄧 澤 如 、 吳 敬 恆 、 李 石 曾 、 張 繼 、 謝 持 。 候 補 五 人 為 蔡 元 培 、 許 崇 智 、 劉 震 寰 、 
樊 鍾 秀 、 楊 庶 堪 。 下 午 閉 會 即 發 表 宣 言 ， 說 明 三 民 主 義 含 意 （ 譚 平 山 、 李 大 釗 、 于 
樹 德 、 沈 定 一 、 林 祖 涵 、 毛 澤 東 、 于 方 舟 、 瞿 秋 白 、 韓 麟 符 、 張 國 燾 為 共 產 黨 員 ） 
。

12、《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375页

        抗战最后两年，其实读来非常郁闷。1944美对中国一度非常轻视，同时苏对外蒙新疆持续支持，
如今又染指东北。抗战结束，正是逐狼而迎虎，已危机重重。1945,8,6,美國以第一枚原子彈炸廣島（
略當二萬噸T.N.T.，全城房屋被毀百分之九十，斃傷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十五萬，三週後尚有繼續
死亡者）。
杜魯門發表聲明將以原子彈夷平日本。
8,9,蘇俄對日開戰。
俄軍分路攻入東三省，佔領滿洲里，並炸哈爾濱長春（蘇軍統帥為瓦西萊夫斯基）。
第二枚原子彈投於長崎，全城幾毀（該城人口六十三萬）。
8,10,日本政府請求投降（託瑞士、瑞典以照會轉分致中美英蘇）接受７﹐２６波茨坦公告，惟須不損
天皇之皇權（由東京廣播）。

13、《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6页

        1913，3，20，国民党理事、代理事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
3，22，宋教仁因伤逝世，年三十二岁。
3，25，孙中山自日本长崎回抵上海，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等商宋案，主讨伐袁世凯，黄兴持不可
。民国史之让人痛苦之处，在于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如果。一个人一念之差，历史的走向完全改变，
而且往往滑向灾难。每每令人扼腕。
宋教仁遇刺及此后的付诸武力而非法律（当然法律是否足恃也颇可怀疑），应该是民国史第一次走向
歧路。
宋先生墓现在上海闸北公园，我曾于09年前去访遏。墓呈半球形，上有雄鹰斗蛇之像，碑文乃集孙中
山墨迹而成。墓前有像，正面有章太炎所题“渔父”二字（为宋公别号）。背面是于右任题语。“先
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
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Page 7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1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35页

        1924，10，23，北 京 政 變 ， 馮 玉 祥 、 孫 岳 （ 第 十 五 混 成 旅 長 京 畿 警 備 副 司 令 ） 通 電 主
和 ， 要 求 曹 錕 下 令 停 戰 ， 免 吳 佩 孚 本 兼 各 職 ， 曹 錕 下 野 ， 組 織 攝 政 內 閣 ， 並 逮 捕 曹 
之 親 倖 李 彥 青 （ 馮 等 通 電 原 擬 專 對 吳 佩 孚 ， 仍 承 認 曹 錕 為 總 統 ， 昨 晚 黃 郛 力 持 不 可 
， 並 代 擬 此 電 稿 ， 可 知 馮 等 初 並 無 推 翻 曹 錕 之 意 ） 。

15、《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89页

        1924，4，1，廣 州 大 理 院 院 長 趙 士 北 主 張 司 法 無 黨 ， 違 反 以 黨 治 國 原 則 ， 被 免 職 ， 
由 呂 志 伊 繼 任 。

16、《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651页

        1922，6，16，晨三時廣州陳炯明部葉舉、洪兆麟、李雲復、楊坤如等叛變，占領石井兵工廠，圍
攻總統府，砲擊觀音山，孫中山脫險抵海珠海軍司令部（孫欲身殉，秘書林直勉、參軍林樹巍等擁之
出，越日孫夫人宋慶齡脫險抵黃埔）。

17、《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207页

        1915，12，12，袁世凯接受帝制。八十三天皇帝梦，当真是毁了一世名。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
归焉。此一步走错，戊戌年的自保便成了告密和背叛，对日的屈辱外交便成了卖国，辛亥虽受各方推
戴，但既帝制自为，则自然成了窃国者--这倒是不冤枉的。

18、《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94页

        1924，5，3，孫 中 山 任 命 蔣 中 正 為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校 長 兼 粵 軍 參 謀 長 。
5，5，廣 州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學 生 （ 三 百 五 十 人 ） 入 校 。

1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51页

        1914，7，29，孙中山致书南洋洪门同志，论中华革命党以服从党魁命令为唯一条件。

2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27页

        1924，9，25，杭 州 西 湖 雷 峰 塔 傾 圯 （ ９ ７ ５ 建 ） 。

21、《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39页

        1924，11，5，攝 閣 公 布 修 正 清 室 優 待 條 件 五 條 ， 廢 除 皇 帝 尊 號 ， 馮 玉 祥 即 派 鹿 鍾 麟 
、 張 璧 、 李 煜 瀛 （ 石 曾 ） 等 率 軍 警 執 行 ， 清 帝 溥 儀 （ 宣 統 ） 被 迫 出 宮 ， 移 居 醇 親 王 
府 （ 北 府 ） 。其实这里我一直有个疑惑，即故宫是否算溥仪的私产？

22、《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903页

        1925，7，1，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推汪兆铭为主席。

23、《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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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共產黨首領瞿秋白（瞿霜）在長汀鎗決（瞿於本年２﹐２３在武平水口被捕。國民黨曾派陳建中
到長汀與之晤談，瞿謂共黨人物以毛澤東為最有手腕，如紅軍不能渡過金沙江，即可消滅，否則不可
收拾。瞿表示願降，從事反共。陳返南京報告，中央接納，以電令遲到，致被處死）
瞿秋白的定性，六十年代有过争论，不过主要是围绕《多余的话》。郭氏这条史源不详，未知是否有
详细考辨文章。

2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68页

        1921，4，10，（１）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
（２）趙恆惕電孫中山，勸勿就非常會議選舉之總統。
４﹐２２,公使團否認廣州所選總統。
４﹐２７（１）曹錕、張作霖、王占元、陸榮廷、陳光遠、盧永祥、齊燮元、田中玉、趙倜、張文生
、李厚基、閻錫山、孫烈臣、吳俊陞、蔡成勳、楊增新、劉鎮華、陳樹藩、姜桂題、張景惠、馬福祥
、吳佩孚通電反對廣州選舉總統。
（２）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通電反對孫中山。
５﹐５（１）孫中山在廣州就大總統職，並與軍政府總裁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劉顯世宣告撤銷
軍政府，正式任命陳炯明為內政部長，呂志伊為次長，伍廷芳為外交部長，伍朝樞為次長，唐紹儀為
財政部長，廖仲愷為次長（唐未就，由廖代理），陳炯明為陸軍部長，程潛為次長，湯廷光為海軍部
長，林永謨為次長，李烈鈞為參謀部長，蔣尊簋為次長，徐謙為大理院長，胡漢民為總參議兼文官長
，馬君武為秘書長（總統衛隊三營，營長為葉挺、薛岳、張發奎）。
（２）孫中山致書美總統哈定，盼支持正義及中國人民願望，維護門戶開放政策，承認廣州政府（送
廣州美領事館，另一於６﹐１６由馬素在美投交）。
（３）廣州舉行慶祝孫中山總統就職大會。
（４）孫中山發表對內宣言，完成各省人民自治，實行和平統一，發展實業，維持國際平等地位。
（５）孫中山發表對外宣言，尊重列強合法權利，開發全國利源，歡迎外國資本技術，盼各國承認廣
州政府。

25、《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244页

        1916，6，6，袁世凯死，年五十八岁。袁绝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帝制一场，弄得无法收拾。袁世凯，大概真的是丢人丢死的。这个遗言，既表示帝制之悔，也有点给
自己找回点面子的意思吧。

26、《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93页

        1913，5，16，周予儆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谓奉「血光团」团长黄兴
命进行暗杀。如此栽赃，无耻且弱智。

27、《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477页

        一九一九，波澜壮阔——此年发生的大事之多，只能用此四字来形容。
得从一战结束后之巴黎和会说起。此会将德国在山东之权利转予日本（其实日本已实际继承，此约如
签，即将此占领合法化），激起民愤，遂有五四运动，蔓延全国。保皇党康有为、北方军阀吴佩孚都
通电表示同情，自然更有南方军政府要员。当然更有年初因嫖娼被北大开除的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
。反日运动高涨，竟有学生组织抵制日货并上街检查，亦有挨家挨户劝说罢市事。其结果，中国代表
拒签巴黎和约。
另一大事，即是北洋政府与护法军政府之南北合谈，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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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三件大事中，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如无能为者。巴黎和约签字与否这么大的事，竟然让谈判代表自己看
着办，也算滑稽！唯一做的就是五四运动中火上烧油般地不停弹压——又想起被学生追打曹陆章三位
，竟是到了六月才去职，也算脸皮厚得可以！
各地军阀放肆！山东马良局势平稳后无故戒严杀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在洛阳抢掠奸淫，
武安军（倪嗣冲军）在安庆包围女校强奸师生致十余学生羞愤自杀（此为当时报上所载，亦是本书所
信，但刚才搜了一下，有说是谣言者，尚未知孰是）。当然更有抓捕记者关闭报馆等等，所在多是。
文苑中，《新元史》于今年列入正史。
前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卒是年底，遗言念念在“和平统一”。

28、《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294页

        1917，5，1，国务会议决对德宣战（是日仅有段祺瑞及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出席，督军团倪
嗣冲、张怀芝等列席，力主宣战）。中国参战以推迟庚子赔款、提高关税等为条件。殊不知，英法俄
为争取日本同意中国参战，已与日秘密换文，允许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太平洋诸岛之权益
。1919年巴黎和会，难怪中国外交会大失败了。

2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73页

        1915，1，18，日本终于提出二十一条。

3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351页

        1918,1,2,廣 東 督 軍 莫 榮 新 捕 殺 大 元 帥 府 衛 隊 官 兵 六 十 餘 人 （ 上 月 曾 槍 殺 孫 中 山 所 委 
派 之 招 兵 委 員 多 人 ） 。
1,3, 孫 大 元 帥 命 豫 章 （ 艦 長 吳 志 馨 ） 、 同 安 （ 艦 長 溫 樹 德 ） 軍 艦 砲 擊 廣 州 督 軍 署 （ 原 
擬 策 動 海 軍 及 粵 軍 滇 軍 驅 逐 廣 東 督 軍 莫 榮 新 ， 未 獲 程 璧 光 同 意 ， 粵 滇 軍 觀 望 ， 莫 榮 
新 亦 未 還 擊 ， 翌 日 由 各 方 調 停 ， 和 平 解 決 ） 。

31、《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70页

        1925，3，12，上午九時三十分，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年六十。“和平⋯⋯奮鬥⋯⋯救中國⋯⋯”
讀至此處，有種無奈的悲傷。
對于偉人，不必評價，惟緬懷而已。

32、《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338页

        1917，11，7，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成立苏维埃政府。想起那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五味杂陈。

33、《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56页

        1914，8，20，日代办照会外部，胶州事件与中国无关，请守中立。
11，7，日军攻陷青岛，德总督降。我去！欧战爆发，中国拟收回青岛，德国同意，日本不同意，定要
先交予日本，日后再由日本归还中国。

3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14页

        1920，7，21，直奉军宪兵入北京，段祺瑞自戕未成。胜败乃兵家常事，老段你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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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35、《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5页

        1912，7，18，陆徵祥在在参议院演说，以言词猥琐引起不满。哈哈！

36、《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53页

        1923，10，15，吳景濂包辦之國會開總統選舉會，曹錕以重賄當選（每票五千元，出席五百五十五
人，曹錕得四百八十票。是日除美公使舒爾曼外，各國使節均拒不到會參觀）。

37、《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419页

        1912，１ ﹐ ２ １ （ 一 二 ， 二 ０ ） 特 委 陸 徵 祥 、 顧 維 鈞 、 王 正 廷 、 施 肇 基 、 魏 宸 組 充 
參 與 赴 歐 和 會 全 權 委 員 （ 王 係 廣 州 軍 政 府 所 派 ， 由 北 京 政 府 任 命 。 陸 於 １ ﹐ １ １ 到 
巴 黎 ， 過 日 本 時 遺 失 秘 密 文 件 箱 ） 。我去！

38、《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204页

        1915，11，11，蔡锷出京赴天津。（一作11，19）哎呀呀，竟然只字未提小凤仙，过分！

3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52页

        1914，8，5，豫匪白朗为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张治功部）在河南鲁山大营击平。

4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26页

        1924，9，24，孫 中 山 大 元 帥 發 表 制 定 建 國 大 綱 宣 言 ， 軍 政 時 代 肅 清 反 側 ， 訓 政 時 扶 
植 民 治 ， 至 憲 政 時 代 而 完 成 。

41、《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742页

        1923，8，16，共產黨彭湃領導海豐農民佔據縣城，要求減租，被陳炯明部師長鍾景棠擊散（彭湃
旋投附陳炯明）。

42、《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864页

        1925，2，15，廣州東征軍右翼黃埔教導團由蔣中正、何應欽（教導第一團團長）指揮，於一小時
半內攻克淡水城，陳炯明部葉舉、楊坤如、熊略退平山（黃埔教導團能戰之名自此始）。

43、《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9页

        1912，8，13，诸党发表合并为国民党宣言（以政纲中将提倡男女平权一项删除，同盟会女会员抗
议，殴打宋教仁）。这个，宋先生的经历教育我们，真的不能得罪女人，会挨打的。
当然，他后来的经历教育我们，更不能得罪男人，会被暗杀的！

4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268页

        1916，10，31，黄兴在上海病故，年四十三岁。
11，8，蔡锷卒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年三十五岁。两位将军英年早逝，诚为可惜！
小凤仙挽蔡锷联：谁道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读来引人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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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

45、《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060页

        1926，7，9，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蔣 中 正 就 職 ， 中 央 黨 部 及 國 民 政 府 吳 敬 恆 、 譚 延 闓 
、 孫 科 行 授 旗 授 印 授 像 （ 孫 中 山 ） 禮 ， 極 為 隆 重 ， 蔣 即 誓 師 北 伐 ， 並 發 告 將 士 及 全 
國 民 眾 及 廣 東 人 民 海 外 僑 胞 書 。

46、《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78页

        1921，6，28，法 國 決 議 自 明 年 一 月 起 退 還 庚 子 賠 款 ， 充 中 國 留 法 學 生 教 育 經 費 。

47、《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48页

        1914，6，25，英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内藏境界须距拉萨三百英里，如中国再不正式签字于条约
，英国即与西藏单独缔约，并援助西藏以抗中国之侵伐。
7，2，英藏在西谟拉单独订立正式协定，英国承认西藏自治。

48、《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171页

        1915，1，31，日置益为报纸刊载日本对华要求消息，向曹汝霖警告。
2，11，北京英记者端讷将二十一条原件发出。

估计曹等当时也懵懵懂懂。而真正奉令化妆潜出泄密于外的，正是袁世凯的秘书顾维钧。顾将此一秘
密严守了几十年，直到晚年准备回忆录时，才吐露给唐德刚。

4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519页

        1920，8，12，陈炯明奉孙中山命在漳州誓师，分三路回粤讨岑春煊，莫荣新等。北方直皖战争刚
结束，南方也打起来了。

50、《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四冊）》的笔记-第377页

        1918，5，2，蘇 玄 瑛 （ 曼 殊 ） 卒 於 上 海 ， 年 三 十 五 歲 。也是一代传奇。「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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