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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军阀统治 

 
袁世凯辞世后，他属下的北洋军 分裂为两派：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控
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
领，控制直隶（注：即河北）、苏、赣、鄂等省。北洋军阀之外，另外
还有个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占踞着奉天（注：即辽宁）等东北三省。
这三大军阀系统，为了争夺全国的统治权，互相开战。   除了这三大军
阀，还有些省级的军阀：晋系军阀阎锡山 统治着山西、滇系军阀唐继尧 
统治着云南、桂系军阀陆荣廷 统治着广西，等等。中国大地上，军阀混
战。   而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或流亡海外，或居住在上海等地的租界里
（注：中国对这些租界 无管辖权，军阀不能去那里 捉拿他们）。 
 

 
 

左起：段祺瑞、吴佩孚、曹锟。 
 

辫子军复辟 
 
袁世凯辞世后，副总统黎元洪 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另选直系军阀冯国璋
为副总统，而皖系军阀段祺瑞 就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当时正值第
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黎元洪、国会则坚决反对，形
成“（总统）府、（国务）院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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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州一带，有个较小的军阀，名叫张勋。黎元洪、段祺瑞争相拉拢
他。张勋 一心想清朝复辟，就装成黎、段两人之间的调解人，暗地里却
在积极为复辟作准备。   1917 年 5 月下旬，黎元洪得知 段祺瑞暗地里
策划 用武力推翻他，于是下令免去了 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张勋
说：中国不可搞共和，黎、段两人的争斗 就是明证。6月 7日，他率领
他的“辫子军”（注：张勋所部 还留着前清的长辫子）北上。14 日，
辫子军到达北京。30 日，张勋潜入清宫，商定于当晚起事。7月 1日凌
晨 1 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瓴（注：这是清廷朝官
的标准穿戴），率领康有为（注：他曾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 
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
位）、刘廷琛（前清进士，是与张勋密谋复辟的主要人物之一）等人，
以及辫子军的统领们，共 50 余人，乘车进宫。晨 3 时许，清废帝溥仪 
在养心殿 召见张勋等人。张勋率领诸人，向溥仪行“三拜九叩头”的对
“皇上”的大礼。然后，张勋说他有话要奏，得到皇上允准后，说道：
当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
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
救。”12 岁的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溥仪
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
“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在张勋等人的协
助下，他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这次
复辟的重要人员，均被授以要职：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
为“忠勇新王”；康有为就任“弼德院”副院长，等等。张勋然后通电
全国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
龙旗（注：清朝的国旗）。” 
 
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
祺瑞组成“讨逆军”，进攻张勋所部。防守的辫子军本来战斗力就很
弱，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注：德国支持清朝复辟）保护下，逃入
荷兰使馆。溥仪只得再次宣布退位。7月 14日，段祺瑞率部进入北京。
8 月 1 月，黎元洪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冯国璋 就任代总统，段祺瑞复
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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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 
 
直系的冯国璋 与皖系的段祺瑞，一个是代总统、一个是总理，两人上台
不久，就争斗剧烈。当时，孙中山 与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一起，在
广东 联合组成了“护法军政府”，以此对抗 在北平的中央政府时。对
此，段祺瑞主张派兵讨伐，“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统
一”。这样，皖、直两系的矛盾就公开化了。 
 
不久之后，段祺瑞宣布：民国法统曾经中断，现在再造共和，必须另组
国会、重议宪法。如他所愿，新选的国会 于 1918 年 8 月召开；其中，
“安福系”（支持段祺瑞的一个议员组织）议员在新国会中 占绝对多
数。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他没有参加派系，既非直系、也非皖系）取代
冯国璋 任中华民国总统。段祺瑞也同时辞去总理职务。这样，无派系的
徐世昌做了总统；直系的冯国璋、皖系的段祺瑞，表面上都下台了，但
实际上 都仍在幕后 操控局势。 
 
新总统徐世昌的地位并不稳固。1920年初，时任第 3师师长的直系将领
吴佩孚 与南方的“护国军”共组“救国同盟军”，计划驱逐总统徐世
昌，另组南北统一的政府。5 月底，吴佩孚率领第 3 师 从湘南抵达汉
口。接着，又进军河南，将部队分驻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同时，直系
首领曹锟（注：原首领冯国璋此时已病逝）出兵德州，作为直军右翼的
前哨阵地，与吴佩孚相呼应。6月 15日，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在
保定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   与此针锋相对，皖系首领段祺瑞 于 7 月
8 日 在团河 成立了“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参
谋长，段芝贵为第 1路军司令 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 2路军司
令 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 3 路军司令。段祺瑞强迫总统徐世昌 颁布
了惩办曹锟、吴佩孚等人的命令。然后，段祺瑞在北京 召集全体阁员、
军政人员 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举兵讨伐曹锟、吴佩孚。   就在同一
天，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也召集紧急会议，与会的有“八省同盟”的
代表，还有表面上中立的奉系首领张作霖。第二天，曹锟宣布成立“讨
逆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决定其第 27、第
28 两个师 各派出一个旅入关，以张景惠为司令，出兵的名义 是保护关
内的京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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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7 月 14 日晚，直皖战争正式爆发。两军在东、西两个战线开
打。 
 
东战线 在京奉铁路沿线，皖军的徐树铮部 对直军的曹锳部。7月 15日
夜，战斗在天津的杨村打响。守在杨村的部队，是直军第 4混成旅、直
隶警备军步队，共约二万人。进攻杨村的 是皖军第 2混成旅、边防军第
3 师步兵第 2 团，共约一万五千人。   守军在杨村火车站吊桥的两旁 
排列多尊大炮。邻近那里，有一个日本军队的驻扎所。多名日本军官出
来抗议，一定要直军 将该处所有大炮 即时移走，并声言 不准在铁路附
近两英里以内作战。直军只得后退，防线出现一个裂口。皖军从这个裂
口 蜂拥而入。直军只得后撤，但仍很有秩序：以机关枪队押后，顺序而
退，队伍不乱，退至北仓、李家嘴之间。这时，奉军到达，直军自此声
威又振。直、奉两军 联合进攻皖军，由廊房向前猛击，皖军溃败，死伤
千余人。至 20日，京奉线一带的皖军已逃走一空。他们向蒙古边境方向
逃窜，但被察哈尔都统 王廷祯、绥远都统 蔡成勋 拦阻。皖军东路指挥
徐树铮，逃回北京后，东躲西藏：或居六国饭店，或住某外国人家里，
行踪诡秘。 
 
西战线 在京汉铁路沿线，皖军的段芝贵部 对直军的吴佩孚部。直军在
河北的高碑店，皖军在涿州、固安、涞水一线。7 月 14日晚，皖军第 1
军以第 15师为前锋，向直军第 3师进攻，直军退出了高碑店。不料，直
军在半夜 派出一个营 包抄了皖军的后路。直军两路夹攻，皖军大败，
退回琉璃河。次日晚 10 时，皖军段芝贵下令 向驻扎在高碑店的直军攻
击，将士不应，而两翼先退，正面军队然后也后退约 30 里。16 日，两
军再战，皖军又败，伤亡甚多。次日晨，两军战于涿州之北，皖军旅长
范尚品阵亡，各级军官及兵士 伤亡者不计其数。师长曲同丰，鉴于全军
已无战斗力，树起白旗 向吴佩孚求和。吴佩孚命令：先缴军械，再行停
战。曲师长遂投降，但吴佩孚拒而不见，命令立即解往保定，请曹锟处
置。曹锟仍对曲师长 优礼相待，劝他去逆效顺。曲师长遂致电皖军全
体，希望他们与曹锟一致。与此同时，皖系第 15师师长刘询乘隙潜逃，
部下全部投降。皖军西线指挥段芝贵 身负重伤，逃回北京。至此，西线
皖军无人统率，兵士更无斗志，一遇直军，非降即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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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皖系首领段祺瑞 通电辞职。第二天午后，直军大队抵北京
的长辛店，将溃散皖军一律扫清。23 日，直、奉联军的先头部队 开进
北京城，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但相约各自的大部队都不入城。至
此，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 即以直系全胜而告终。直皖战争结束之后，直
系、奉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 
 
在直皖战争期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国民党人）成功驱逐了占据广州
的桂系、滇系军阀。之后，孙中山来到广州，决定 在广州举行一个非常
国会 选出一个大总统，以与在北京的总统徐世昌抗衡。1921 年 4 月 7
日，非常国会共 222 人 在议长林森主持下 选举总统，结果孙中山得
218 票，陈炯明得 3票，1票无效。5月 5日，孙中山就任总统职，称自
己为“非常大总统”。他随即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并写公开信给徐世昌 
劝他自动离职。他任命 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胡汉民任总参议
兼文官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但陈炯明、唐绍仪都没有到任。   这个
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存在一年之后，即 1922年 6月 16日清
晨，陈炯明命令所部 进攻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孙中山先是逃到珠江上
的永丰舰，后来经香港 赴上海，而非常大总统一职 也就自动停止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系、奉系 在联手大败皖系之后不久，双方就发生矛盾。1922 年 1 月
初，直系军阀吴佩孚 联合六个省的军政首长，通电谴责梁士诒内阁 媚
日卖国。梁士诒是在奉系首领張作霖的支持下 就任国務总理的。15
日，梁士诒被迫请假离京。自此，直、奉矛盾激化。   4 月底,张作霖
率领十二万军队 经山海关入关。他到达天津军粮城后，自任“镇威军”
总司令，并下达了对直军的总攻击令，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直系方
面，吴佩孚率领七个师、五个旅，共约十万人，分两路对抗：西路为驻
在琉璃河的吴佩孚的第 3师、驻在固安的王承斌的第 23师等部队；东路
为驻在马厂镇的张国溶的第 26 师、张福来的第 24 师等部队。4 月 29
日，直、奉两军 在马厂镇、长辛店、霸县激战，互有胜负。接着，吴佩
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奉军腹背受敌，再加上奉军第 16师临阵
倒戈，致奉军全线崩溃。5 月 4 日，直军占领了长辛店、永清、静海。
接着，直军获胜追击，迫使张作霖退守山海关。但直军对山海关的进
攻，遭到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队的顽强抵抗。5 月 5 日，经外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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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调停，这次直奉战争结束，双方在停泊在秦皇岛海港的英国军舰上 签
定了停战和约。   直系军阀吴佩孚 此前大败皖军、这次又赶走奉军，
因而名声大振。 
 
奉系军阀张作霖，幼时给人放猪。12 岁时，去私塾 偷偷听课，被塾师
杨景镇 发现后 允其免费读书。他自幼就十分机灵。14 岁时，父亲去
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 投奔外祖父。为谋生，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
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1894年，为报父仇而杀人、流落
至营口。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 田庄台的“毅军”，后
被提拔为 统领宋庆的卫士，再升任伍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他
回到故里，投身草莽，组织土匪武装“保险队”，在黑山南的赵家庙一
带劫掠。1901 年除夕，他遭匪首金寿山 勾结俄军马队 偷袭，损失惨
重，最后仅剩八人，逃走。他后来投靠张景惠，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
长。1902 年，他的队伍被官府收编，他本人就任巡警马队的帮带、统
带。1906 年，任巡防营的前路统领，驻防辽源一带。后因剿匪有功，晋
升为洮南镇守使。   1911 年武昌起义时，张作霖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之召，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
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并被委任为 
掌管奉天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天省的最高军事首领。   
袁世凯出任总统后，张作霖被任命为第 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
张作霖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死后，
被北京政府任命为 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 年 9 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
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曹锟是如何当选总统的 
 
直奉战争的硝烟一结束，直系首领曹锟 就召集得胜的直系将领们 在河
北的保定开会。会上，他的亲信们 要拥戴他做总统，赶走现任总统徐世
昌；而吴佩孚则提出一个迂回的策略：先让黎元洪复总统职，这样来赶
走徐世昌；然后再让国会来选举曹锟做总统。大家认为 这是个好主意。 
 
1922 年 5 月 14 日，吴佩孚密电 担任省军政首长的 各位直系将领，就
恢复国会、请黎元洪复总统职等问题 征求意见。当天就得到了江苏、山
东、湖北三省 军政首长的同意。次日，担任福建军务督理的孙传芳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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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赞同。27 日，吴佩孚发一密电给徐世昌，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并
称已得到十余省赞同。徐世昌口头上佯作谦和，说吴佩孚的办法“确实
合法”。次日，孙传芳发一个通电，请南（孙中山）北（徐世昌）两总
统同时退位。徐世昌立即发表通电，表示孙传芳所陈意见乃“忠言快
论”、“实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决无希
恋”。  
 
6 月 1 日，原第一届国会的议员，共 203 人，在天津开会，并以旧议长
吴景濂、王家襄领衔 发表宣言，多方指责徐世昌，宣称他是伪总统，并
宣布：自即日起，由国会行使总统职权。徐世昌保持沉默。次日，吴佩
孚让其常驻北京代表钱少卿，一日数次打电话到总统府，催问徐世昌 何
时离开北京？徐世昌只得发布通令 称“本大总统现患病，宣告辞职”，
然后回到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居住。 
 
接着，吴佩孚、曹锟加紧活动，请黎元洪复职。6 月 2 日，议长吴景濂
等人去黎宅，请黎元洪复任总统。黎元洪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选
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同日，曹锟、吴佩孚领衔通电“恭
迎黎大总统复职”。他们派出几名参谋长，与内阁的代表一起，到天津
迎接黎元洪。   黎元洪是在九年多前，即 1913 年 10 月，就任副总统
的，1918 年 6 月顶替辞世的袁世凯任代理总统，次年 7 月 张勋搞复辟
时 被赶下台。此后一直闭门谢客，不闻世事 已达三年。   现在直系的
要人们 不断登门劝驾，黎元洪说 他只得再“往火坑里跳”。1922 年 6
月 10 日，黎元洪正式通电复任总统。 
 
黎元洪复任总统一年之后，即 1923 年 6 月初，让国会 准备总统大选。
曹锟及其追随者认为 黎元洪此举 是为了自己继续做总统，于是就采取
措施 逼迫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他们让全体阁员提出总辞呈、然后相继
离京，致使政务无人负责。接着，京城的五百余名军警，以内阁辞职 致
军饷无着为由，到总统府索饷。黎元洪答应在 12 天内 筹饷四百万元，
这样军警才退去。曹锟又派人 雇佣一批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6月 9
日，北京全体警察罢岗。10 日，军警数百人 到黎元洪在东胡同的私宅 
索饷，纠缠到下午 3 时才散去。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
会”代表约一千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到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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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住处抗议，呼声震天。当晚，黎宅电话被切断，自来水管被堵塞。黎
元洪不得已，向曹锟、吴佩孚求援，但没有得到回应。12日，陆军检阅
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 联名呈请辞职，黎元洪下令加以挽留，
退还辞呈；冯、王两人却拒不接受黎元洪的挽留。黎元洪先后商请顾维
钧、颜惠庆组阁，但均遭拒绝。此时，连总统府的秘书长饶汉祥 这样的
身边亲信，也请辞。黎元洪环顾四周，一片楚歌。他决定：本人已不能
在京行使总统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他在出走天津之
前，将大总统印信 大小共十五颗，交给他的如夫人（注：这是对姨太太
的尊称），并让她去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秘书瞿瀛随行。13 日下
午，黎元洪在美国顾问 福开森等人的掩护下，偕十余人，并卫队四十余
人，乘专车离京赴津。  
 
黎元洪离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 去总统府 寻找总统印信，但没有
找到，便打长途电话给王承斌（直隶省省长，上将军衔），让他在天津
火车站 搜查黎元洪乘坐的火车。王承斌遵命，率警务处长杨以德，并军
警多人，来到杨村火车站，这是到天津之前的最后一个车站。他在车站
声称：他是来迎接黎元洪总统的。火车到后，杨以德派军警把守车门，
王承斌到黎元洪的坐席 问道：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说，
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承斌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元洪
怒道：“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承斌冷笑一声，
说：“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说完就下了火车。等火车到
了天津新站，王承斌命令将火车头摘去，并派军警千余人，严密包围火
车，禁止任何人下车。他自己上车，催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黎元洪不
理他。黎元洪让美国顾问辛博森 下车（注：外国人下车，包围火车的军
警不敢阻拦），到电报局发电报 通告全国 总统已失去自由；然后让他
去英、美两国领事署 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元洪曾企图开枪自杀，
但被另一美国顾问 福开森 推开，仅负一点皮肉伤。晚上 10点，黎元洪
被逼不过，只得向王承斌 告以实情：印信已交给秘书瞿瀛，随其如夫人 
现在都在北京的法国医院。王承斌让黎元洪打电话告知瞿秘书、如夫
人：将印信交与国会。6月 14日，如夫人将总统印信全数交出。王承斌
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又上车，拿出代拟的 致国会、国务院、诸省的信
件 各一份，逼黎元洪签字。这些信件写着：“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
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临行前所发命令无效。”黎元洪只得签
字。然后，他被允许下车回在天津的家。黎元洪到家后，随即发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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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宣告被逼交印的情形，并声明被迫所签之信件 全部无效。但社会上
没有任何反应。 
 
黎元洪被赶下台后，直系首领曹锟 以四十万元 收买国会议长吴景濂，
为选他当总统效力。于是，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出席选举总统
的议员 都能得到“出席费”，每人一百元。但议员们的要价更高，认为
一百元太少，因此当他召集议员 参加总统选举的预备会时，来的议员很
少，预备会就没有开成。   吴景濂把出席费提高到 每人五百元，十天
后再次召集预备会。这次来出席的人数多了不少，达 422人。但是，选
举法规定 正式选举总统时 出席人数不得少于 581 人，也就是说 还差
159 人。经过二十多天的讨价还价之后，吴景濂最后答应：出席费为五
千元，并定于 10 月 5 日举行大总统选举。 
 
1923 年 10 月 5 日上午，大批宪兵、军警出动，在通往议会的道路上 夹
道排队，只许议员及特准的参观人员通过，其他人等 不得通过。到预定
开会的 10 时，到会的议员仍然不够多；等到近中午时 签到者还是不到
五百人。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便派可靠的议员 分途去拉同乡、
同党的议员，要求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有些患病的议员也被拉来。到
下午 1时 20分，签到者终于达到 593人，于是摇铃开会、投票。投票至
4 时完成。吴景濂报告说：投票总数为 593 票，曹锟得 480 票，超过四
分之三，按选举法 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议员们鼓掌如雷。  10
日，曹锟从保定赶到北京 就任总统。 

 
第二次直奉战争 

 
直系首领曹锟就任总统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服气。1924 年 9 月 15
日，他率十五万大军，分山海关、赤峰两路 向关内进军。直系将领吴佩
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二十万人应战。10月 9日，奉军攻占赤
峰。在山海关，双方争夺激烈，相持不下。 
 
10 月 23 日，冯玉祥 率西北军 进入北京，囚禁了总统曹锟，驱逐逊清
皇室 出故宫。接着，他宣布成立“国民军”，并邀孙中山北上，欲以孙
中山 主持全国政事，而以段祺瑞（皖系首领）主持全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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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将领吴佩孚闻讯，从山海关 率兵一部 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等
省的直系军队 北上驰援。奉军乘机由冷口突入长城，截断直军后路。山
西军阀阎锡山，出兵到津浦、京汉铁路沿线，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在
各方夹攻下，吴佩孚在华北的 直系主力 全军覆灭，率残部两千余人 自
塘沽登船南逃。于是，张作霖、冯玉祥等人 在北京以“善后会议”取代
国会，并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推举皖系段祺瑞为 中华民国临时执
政，兼有总统、总理之职权。 
 

孙中山的第三次革命 
 
1917 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 皖系军阀段祺瑞 解散了国会、废止
了《临时约法》。国会被解散后，议员们 分赴津、沪等地，谋划护法事
宜。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权 邀请他们 南下广州。8月 18日，孙中山
在黄埔公园 宴请南下国会议员 120 多人。至 25 日，已有 150 多名议员
到达广州，但仍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不过他们还是举行了“非常国
会”。29 日，会议通过了《国会非常组织法大纲》，决定成立军政府。
31 日，会议又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在《临时约
法》未完全恢复之前，行政权由大元帅执掌。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   
这个军政府 包含广东、广西、云南的各军阀，他们名义上服从孙中山，
但真要他们的军队开拔，他们就要孙中山发军饷、发开拔费。但是，孙
中山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发不出军饷。   一天，为了让滇、桂军出发
去前线，孙中山让胡汉民 以孙大元帅的名义 下一个手令， 向广州市政
厅 提款 20 万元现金，作为滇、桂军的军饷。胡汉民 代写了大元帅手令
后，派副官张猛 持该手令 到市政厅提款。张猛来到市政厅，但一直等
了两个多小时，才见到市长孙科（注：他是孙中山的独子）来办公室上
班。张猛将提款手令 面交孙科。孙科看了一眼，就说：“我不会印银
纸，哪里有这么多钱？”说罢，随即将手令撕碎，投进废纸篓，然后坐
汽车走了。张猛回到总统府，把情况报告了孙中山。孙中山气得 半晌说
不出话来。然后他打电话，让孙科过来一次。不久，孙科来到父亲跟
前，还没有开口，孙中山就厉声叱责道：“军情如此紧急，急需发饷给
滇、桂军出发，你马上拨 20万元来，你若办不到，就不要做市长！”孙
科唯唯诺诺。他跑到二楼，找胡汉民出气，说胡汉民 假借命令、挑拨他
父子不和。胡汉民气得大叫：“这是你父亲叫我写的，怎么是‘假借命
令’？”孙科举起手杖（注：他年轻，本来是用不著手杖的，但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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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爱装文明，学西方人拿个手杖，称之为“文明杖”，孙中山、蒋介
石都是如此），就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一闪身，手杖落在办公桌的玻
璃板上，顿时“嘭”的一声响。这惊动了在三楼的孙中山。孙中山下楼
来，看见这种情景，一手夺来 卫士的驳壳枪。孙科慌忙逃走。孙中山一
面追，一面骂。一直追到帅府大门口，连拖鞋也掉了。李烈钧、朱培德
闻声赶来，把孙中山劝住。孙中山回办公室，生闷气。 
 
不久之后，桂、滇系军阀 逐渐控制了军政府。1918 年，他们改组了军
政府，以七总裁 取代大元帅，把孙中山架空。孙中山被迫去职，又去了
上海。 
 
1920 年，粤军将领陈炯明 成功击退 广州地区的桂、滇系军队后，请孙
中山重回广州。是年底，孙中山回到广州。次年 4月，广州非常国会 取
消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并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职
后 力主军事北伐。年底，孙中山在桂林 成立北伐大本营。他想要指挥
粤、滇、桂军北伐，消灭北方军阀，统一中国。 
 
但是，陈炯明不主张北伐。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听他的话 非常生气，于 6
月 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斥责有人“反对北伐”，向陈炯明施加舆论压
力。    不久，陈炯明将部队 退回东江地区的原防地。到达东江的第二
天，陈炯明 对粤军高层 下达了攻击孙中山卫队的密令。15日，陈炯明
让叶举 在粤军总司令部 召集旅以上军官会议，确定由军长熊略 为进攻
广州城的指挥官，洪兆麟的第 2师 攻击越秀楼（注：孙中山住所），炮
兵司令王惺庵 负责向总统府开炮；集结的总兵力 为 25000 人。   不
料，熊略一边布置战事，一边却派连长陆志云 向孙中山密报，请孙中山
出走。但孙中山误以为 这是对方虚张声势，不肯离开越秀楼。   当
晚，广东警察局长李安邦、总统府顾问陈少白 先后到越秀楼 报告陈炯
明部队已开始包围总统府，劝孙中山撤离。16日凌晨，孙中山刚就寝，
电话铃声响起，这是广东海防司令陈策 打来的电话，他报告说：陈炯明
的队伍已占踞广州各处街衢，请总统迅速撤离。孙中山正焦急间，总统
府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北伐大本营运输连长陆志云 先后闯了进
来，说：“我们连叛军今晚的口令都搞清楚了，是‘食饱饭，杀民
贼’。大总统要不撤离可就危险了。”但孙中山还是没有马上离开。凌
晨 2时许，外面嘈杂声大作，呼喊着：“打死孙文！”林直勉等近卫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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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屋里，强掖孙中山离开。孙中山发怒说：“竟存（注：陈炯明的字）
胆敢作乱，我便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唯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
胞。”林直勉等 不由分说，给孙穿上夏布长袍，戴上墨镜、便帽。孙中
山要他的妻子宋庆龄 一起撤离，但宋庆龄说 两人同行目标太大，要孙
先走，她随后再走。于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各自乘夜色 先后逃出。6
月 18 日，孙中山登上 停泊在珠江口的 永丰号军舰。 
 
除了永丰舰，还有几艘军舰 支持孙中山，它们组成了一个小舰队。孙中
山发电报 给在浙江溪口家乡的蒋介石（注：他曾任粤军总司令部 作战
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因受粤军将领排挤而离职，当时滞居浙江
家乡）：“事紧急，盼速来。”此前，蒋介石已接到汪精卫等人的电
报，知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处境危急。   他立即出发去上海，几天后
等到了一艘去香港的船，到达香港后 随即租了一只小船，越过海面，进
入珠江口，直奔永丰舰。6 月 29 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 同孙中山见
面，两人紧紧握手，许久无言。然后，蒋介石问候道：“先生，您受惊
啦！”孙中山答道：“你来了，我就放心啦。”遂即把军事指挥全权 交
给蒋介石。孙中山对随船的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
万援军。”   蒋介石命令永丰舰等军舰 先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7
月 10 日，蒋介石指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 一边炮击 车歪炮台，一边
冲过陈炯明部队的炮火封锁。孙中山 经蒋介石劝说 进入底舱休息，而
蒋介石站在舵楼上，指挥舰队前进。虽然永丰舰被敌人的炮火击伤，但
终于冲破炮火封锁 泊入白鹅潭，在那里等待北伐军 南下回救。   当时
正值盛夏，舰上燥热，又缺少青菜、淡水。蒋介石亲自带队 冒着危险 
上岸寻找食物。晚上，他就睡在甲板上。然而，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
先是舰队内的三艘巡洋舰 叛变投敌，接着是北伐军第 1师投敌，然后是
许崇智率领的 来援的讨伐军 受阻于途。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孤立无
援。8 月 9 日，孙中山采用蒋介石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护送下，离粤去
了上海。   蒋介石在患难之中 随侍孙中山 40 多天，给孙中山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认为 蒋介石是真心听从他的。事后，蒋介石写了《孙大总统
广州蒙难记》一书。孙中山为该书写了一篇序，其中说：“陈逆之变，
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
死。” 
 
孙中山的第三次革命 又失败了，他再次回到了上海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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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 

 
从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到 192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十六年
中，共有 17 人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 或相当于总统的职位，他们是： 
孙文（1912 年 1 月 1 日-1912 年 2 月 13 日，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1912 年 3 月 10 日-1913 年 10 月 10 日，临时大总统；1913 年
10 月 10 日-1916 年 1 月 1 日，大总统；1916 年 1 月 1 日-1916 年 3 月
22 日，皇帝；1916 年 3 月 22 日-1916 年 6 月 6 日，大总统）， 
黎元洪（1916 年 6 月 7 日-1917 年 7 月 1 日，大总统）， 
冯国璋（1917 年 7 月 6 日-1918 年 10 月 10 日，大总统）， 
徐世昌（1918 年 10 月 10 日-1922 年 6 月 2 日，大总统）， 
周自齐（1922年 6月 2日-1922年 6月 11日，国务总理署任大总统）， 
黎元洪（1922 年 6 月 11 日-1923 年 6 月 13 日，大总统）， 
高凌霨（1923年 6月 14日-1923年 10月 10日，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曹锟（1923 年 10 月 10 日-1924 年 10 月 30 日，大总统）， 
黄郛（1924 年 11 月 2 日-1924 年 11 月 24 日，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段祺瑞（1924 年 11 月 24 日-1926 年 4 月 20 日，临时执政）， 
胡惟德（1926 年 4 月 20 日-1926 年 5 月 13 日，代总理署任临时执
政）， 
颜惠庆（1926 年 5 月 13 日-1926 年 6 月 22 日，总理署任大总统）， 
杜钖圭（1926 年 6 月 22 日-1926 年 10 月 1 日，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顾维钧（1926 年 10 月 1 日-1927 年 6 月 16 日，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张作霖（1927 年 6 月 18 日-1928 年 6 月 3 日，陆海军大元帅）。 
（注：1928年之后，国家元首称“国府主席”，1949年后又恢复称“总
统”。） 
 
这些总统，除了孙文之外，大多是军阀或其附庸，但其中有几个 竟然比
较廉洁。 
 
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他做人的信条是：“不抽（鸦片）、不喝
（酒）、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这“六不”
他都做到了（注：不嫖”这条 他是做到了，但却娶了五房姨太太）。他
一生没有房产，在北京一直是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凯送了套房子 给段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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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的妻子张氏（注：她是袁世凯的养女)。这栋房产的原房主，在与袁世
凯打牌时 输了四十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可没给房契。等袁世
凯一死，原房主的儿子 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 见
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就搬了家。后来段祺瑞到天
津、上海，都是租房而住。   作为当时的军政首脑，很多人给段祺瑞送
礼。但他从来不收礼，只有在最亲近的下属、友人送礼 而却之不恭时，
才会从礼物中 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悉数退还。他曾
收到 江苏督军齐燮元 送来的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非常珍贵。
段祺瑞的家人 都喜欢得不得了，盼望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
早，段祺瑞就派人 将屏风退还给了齐燮元。   一次，张作霖给他送来
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还是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
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   只有一次可算例外：段祺瑞将别人
送的礼物 照单全收，那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因为不能 把南瓜
切一半 还给冯玉祥。   段祺瑞不嫖妓，但还是讨了几房姨太太。他的
第四房姨太太，貌美如花，知书达礼，段祺瑞很喜欢她，娶来后 每晚都
宿在她的房里。但后来段祺瑞得知 她来他家之前就已有意中人，就让他
的正房妻子出面，像嫁女儿一样，置办嫁妆，吹吹打打，很热闹地成全
了她和意中人的婚事。这在当时曾传为佳话。   1926 年，在发生军警
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惨案后，时任临时执政（注：即临时总统）的段祺
瑞 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作出严厉处罚凶手的指示，
并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忏悔。他至死都没有违背食素的诺言。1934 年
春，他胃溃疡发作，胃部大出血，被送到医院治疗。段祺瑞此时身体十
分虚弱，医生、家人一再劝他开荤，以增加营养，但他断然拒绝：“人
可死，荤绝不能开！”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在日本侵略中国时，
日本人要他出来主持傀儡政权，被他拒绝，他保住了民族气节。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与毛泽东闲谈时 说起段祺瑞，毛泽东说：
“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吴佩孚也是比较廉洁的。他出身秀才，曾提出“三不主义”，即不住租
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且说到做到。他事业顺利时 拒绝过苏联、
欧美的示好，失意时 坚决不做汉奸。吴佩孚不爱财，也不好色。有个日
本姑娘向吴佩孚写情书，他在情书上批示：“老妻尚在”。他也禁止亲
族 在他手下做官。   在政治生涯结束之后，吴佩孚在四川又回复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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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本来面目，终日读书、写作、吟诗、画梅，不问政治。在日本侵略
中国时，吴佩孚也保住了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