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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蛇北洋》

内容概要

百年前的风雨飘摇 新闻细节中的中国历史
《泰晤士报》全景式呈现民初时局
【内容简介】
本书选译《泰晤士报》1912-1919年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
景式地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
1912-1915年，以袁世凯的主要政治活动为中心，涵盖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民国大总统、制
造宋教仁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而维护了西藏主权，最后因
复辟帝制称帝而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等重大历史事件。
1916-1919年，以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为中心，以北洋军阀为主体，涉及北洋军阀的派系
分裂和纷争、段祺瑞三造共和的政治行动、北洋军阀对南方用兵及南北议和、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
的“西原借款”等系列秘密借款协议、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直皖战争全程报道等丰富内容。
本书不仅使读者以全新角度思考、审视这一段历史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亦为专业研
究提供了有益史料。
【编辑推荐】
百年前的风雨飘摇 新闻细节中的中国历史
最权威的西方大报《泰晤士报》眼中的近代中国
文武北洋的浮沉命运与近代中国的蜕变发展
近代史研究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我们了解一定时期的社会面貌最重要的史料价值，《泰晤士报》对民国初
期及时、全面、连续的观察和记录，有助于当代的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百年前中国的历史。
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在本书中呈现，民国初期的时代气息体现在每个新闻
报道的细节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相关历史人物，也在其中呼之欲出。历史以一种最接近真实
的形式展现在眼前。
【媒体评论】
在本书中，我尽力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原本零散、片断的《泰晤士报》刊发的新闻，串成一部以英
国人的视角观察、写成的“民初编年史”。
读者朋友们不仅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完整重温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其
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各派系相关人物，更能从许多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里窥探到这些
事件的来龙去脉。
——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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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激，美国休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现于美国Helen F. Graham癌症中心任职医学物理剂量师。自幼
喜好文学与写作，并受过严格的文字训练，文风扎实，思想敏锐。最近十余年来，更沉迷于中国历史
，尤对清末民初史兴趣浓厚，希望在对于历史细节的敬重、探究、还原中，更加明白时代的律动、社
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启迪。译有《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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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北洋军阀集团是清末民初由天津小站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武装集团，这个集团曾经影响中国政
局10多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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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近距离观察与认识，很多时候远不及西方人隔岸观火式的远眺。《泰晤士
报》在150余年前的观察，不仅当时的中国政界知识界知之甚少（或曰普遍并不看重），即使在今日，
这些极富洞见、堪称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仍被视若失去了时效的“新闻作品”而在理当认真审视的群
体中熟视无睹。《清王朝被推翻》、《中国所面临的新难处》、《满人宣布逊位》、《中国的第一位
总统》、《孙文与总统》，历史的现场借助一字一句得以还原，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许多历史的本相和谜团，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搜求一切可以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
的考证与分析，才能准确地再现出来。新闻不同于历史，但若干年后，新闻报道本身会成为历史研究
的资料和线索。这正是本书的独到之处。《泰晤士报》对民国初期政局的报道，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不
同视角了解真实的民国初期的窗户。所谓“以史为鉴”，其实也挺难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
，各种削、隐、曲、讳，有时使人难见真相。读史一定要参详斟酌，推敲勘验才能得其真要。 该书稿
系《泰晤士报》刊发的西方记者（主要是该报记者）在1911—1919年间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
经济、民生等情况的新闻报道、评论，较多地涉及到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以及列强（特别是日本）与
中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那段云波诡谲的岁月。尽管西方记者是从他的政治立场、见解
以及服务的机构来进行的报道（比如，称南方反袁的革命军为“叛军”，等等）的，但无可争议的是
——从另一个角度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百年前那段岁月的难得史料，从而让关注那一段历史
的读者、研究者增加一个全面了解历史的独有而新鲜的窗口，北洋军阀集团是清末民初由天津小站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武装集团，这个集团曾经影响中国政局多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
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本书选译《泰晤士报
》1912-1919年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景式地重现了这一时
期的历史画卷。1912-1915年，以袁世凯的主要政治活动为中心，涵盖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
民国大总统、制造宋教仁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而维护了西
藏主权，最后因复辟帝制称帝而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
光绪与维新派，在山东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可究竟大家有没有冷静的思考过，袁世凯所谓的告密是
在慈禧圈禁光绪之后；之所以镇压义和团是为了不给对山东虎视眈眈的德国以侵略的借口？事实上一
百年前的欧美外交官们对这两点非常的清楚，清楚到足可以使我们汗颜的程度。有着海外经历，并与
日本有着多年对手经历的袁世凯一直是改革的先锋，这一点，从他彻底西方化的小站练兵便可见一斑
。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改
革对中国的影响远超维新派。可以说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还在李鸿章之上。而在政治上，袁世
凯是虚君共和的头号拥护者。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我以为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
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读了很多资料以后，和相关民国历史的书籍以后，我也
觉得某些事件上袁世凯就是个冤大头。其实有些事情在当时感觉是不可接受的和错误的，发展到今天
才发现原来认为错误的事情是更好的选择，但历史不能选择，只是要顺应当时的潮流。孙中山辞去临
时大总统后去北京与袁世凯见面，袁世凯想给孙中山封官，中山先生当然高风亮节，希望当个铁道部
长，袁很感动问今后怎样打算，孙要修10万英里铁路，袁大为吃惊，当日夜里在日记里记下孙氏不过
空有革命热情，无治国经验。孙中山第一次近距离与袁世凯交手，他对袁氏的概括，与陈其美所说“
诚老官僚中之极有魄力者”有相同的命意。后来，孙中山也屡次表示，袁世凯为“民国现在很难得这
么一个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
为总统，我尽力于社会事业”。1916-1919年，以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为中心，以北洋军
阀为主体，涉及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纷争、段祺瑞三造共和的政治行动、北洋军阀对南方用兵及南
北议和、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西原借款”等系列秘密借款协议、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直皖战争全程报道等丰富内容。在民
国时代的“北洋三杰”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北洋之虎”段祺瑞了，这个传奇人物曾是皖系军阀的
首领，并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他又被称为“六不总理”即（不
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又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也是中
国的近代史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1912年1月底，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
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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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坐亡”。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2月12日，知道大势已去的隆裕太后宣布清
帝退位。此为一造共和。1915年袁世凯意图称帝自为，段祺瑞坚决反对并被迫卸去职务，袁世凯死后
，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此为二造
共和。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辫帅张勋在北京拥立溥仪复辟，段祺瑞随后在马场誓师讨张，12
日即攻入北京，赶走张勋恢复共和。后，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此之为三造共和。除此之外
，受命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古也是其为人称道的政绩之一。旅美华人方激，穷数年之功，精心选译了
数十篇由《泰晤士报》1912-1919年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
景式地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辑成《龙蛇北洋》一书。这些新闻稿包括报道、评述、专访等，
内容涵盖上述与1912至1919年的七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其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
各派系相关人物，更能从许多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里窥探到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关的方
方面面，宏观地概括了有关清末“新政”的诸多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光绪以及其他皇族成
员为延续统治进行的努力，可以看到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帝国权臣是如何费尽心力地苦撑危局
，可以看到列强在中国的角逐，还可以看到国内守旧、改良、革命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不可否认
的是，《泰晤士报》作为一家英国的报纸，其报道、评述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以英国的利益为切入
点。其对当时中国政局的报道亦有些碎片化，难以概括时代全貌。但是这些碎片化的史料连接在一起
，就构成了一幅历史拼图，哪怕不完全，但可以把我们带回历史的现场，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
—那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中国各阶层的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更让我们看到，当时灰色中
国确实存在着一线曙光和希望。读史，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一个是人。 国家，看的是王朝为
什么兴起，为什么灭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人，看那些人是怎么混的，这是一门艺术。通读
史书是增加见闻，提升内涵。精读史书是获取智慧，学习谋略。读史使人明智。看清历史的本质，你
就能看清世界的本质。
2、　　对于1912至1919年这段历史，在世界范围的历史可能记忆得更清楚一些，因为1914年至1918年
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本国的历史，可能是因为我国的近代史给人的记忆实在是太过惨痛，在记
忆中的本国近代史，是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花样繁多的条约，不过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场
瓜分利益的盛宴，这实在是我不愿意去回想的一段历史，可有的时候，想要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却
又不得不回顾历史，了解过去，做好当下，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挂在嘴边的老话：不读史，无
以明智。而史由人记，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过往所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则不可避免地
烙上了自己的印迹。作为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是读过由我们本国人所记录的历史，而站在外国人的立
场，怎么去看待发生在我国的历史事件，这可能是我们所未曾涉足过的领域。　　这本由重庆出版集
团授权，重庆出版社所出版的《龙蛇北洋》，则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了解本国历史的窗户。本书译
者是旅美华人方激，不过从书中内容来看，她不过是忠实地选编翻译了发生于我国1912年到1919年，
这八年期间由英国的媒体《泰晤士报》对我国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景式地重现了那一
时期的历史。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按我的习惯，同样是先看目录，目录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首先它是纵向以时间为轴，编写了整套书，上册从1912年开始到1914年结束，下册则从1915年开始直
至1919年结束。在每一个年份里面，则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对我国当时的历史进行横向展开。
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皆有涉及，从中我们不难通过外媒的报道，去更多面地了解当时
的中国。　　从内容来看，在1912年至1915年间，主要是以袁世凯的政治活动为中心，其报道内容涵
盖了我们所了解的那段历史，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制造了宋教仁惨案、与
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另外里面也涉及到了袁世凯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从而维护了西
藏主权，当然也不缺乏因为复辟帝制而在不得人心中死去等重大历史事件。　　1916年至1919年间，
则是以北洋三杰的段褀瑞为中心，以北洋军阀为主体，涉及了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纷争、段祺瑞三
造共和的政治行动、北洋军阀对南方用兵及南北议和、段政府和日本签订“西原借款”等系列秘密借
款协议，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直皖战争全程报道等丰富的史料。　　　从书中内容不难看出，一方面灾难深重的中国，一直在努
力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艰难前行。一方面中国在建立了中
华民国之后，在资本主义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各种实业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我国依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在贸易规则上，在主权控
制上，依然受制于人。而当时国内的时局在袁时，有南北政府的对立，在袁死亡则是军阀为了各自的
利益混战不堪。这样的中国，简直让人不忍直视。真正灾难深重的，还是普通百姓。无怪乎本书在下

Page 8



《龙蛇北洋》

卷《中国当如何自立？》里有这样的报道：　　“时而被卷入来自外界的风暴，时而又在自己的国家
内刮起一阵暴风，自久远年代前直到如今，中国一直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它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蜂
巢，一大群如工蜂般忙碌的人民在其中从未停歇地劳作着。然而，他们却永远只能活在饥馑的边缘地
带，辛苦劳作带给他们的，仅仅勉强免生活所用，此外，他们便再无其他收成。只要停歇一天，他们
就会在生存的挣扎中落于人后。当然，中国也有富裕者和中产阶层，也有一些不需要靠着苦苦挣扎才
能勉强糊口的地区，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仍是工头逼迫下的苦工，是不停劳作只为换取温饱的劳动力
。”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应该倍加珍惜。未来的，依靠你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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