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年
#

月
+%,-./&%01234,/.(%-5/&6.278-92:

;

!

1%32/&1328.389<=2:2%.

"

+/.,/-

;

#

)*##

辛亥革命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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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辛亥革命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就必须得对其进行冷思考!循着这一思路#本文拟对辛亥革命与君主专
制制度的废除"辛亥革命与后来军阀割据的关系以及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提出一些看法和见解!本文认为#辛亥
革命在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且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后来的军阀割据&史学界对辛亥革
命结局的多歧性表述#是有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其中让位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他诸说也大多忽略了袁
世凯与清廷的因素#应该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当然#之所以作如此思考#并非有意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而是希望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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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研究#曾经很热#成果也很丰富#但
近几年逐渐显得沉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其研究
已经很深#起点已经很高#做进一步研究似有难度$

另一方面与我们分析研究的框架不能说没有关系&

回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革命史
观+'*孙中山中心观+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对革命的
对立面如清政府'袁世凯'地方官僚等的研究颇为不
足#此外对辛亥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避而不
谈就是略谈轻谈!

&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还是需
要静下心来对之进行冷静思考#人云亦云不会出好
成果&笔者本着对辛亥革命史研究认真负责的态
度#就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一
些粗浅看法和见解#并非有意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
历史意义#而是希望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向前推
进&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
众所周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是通过辛

亥革命完成的&这不容质疑&但如果把君主专制制
度的灭亡完全归功于辛亥革命#则有夸大之嫌#也不
符合历史事实&

!一"君主专制在近代的消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两千多年之

久#前期其能适应社会发展#并促进了社会进步#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障
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其腐朽性进一步突出地表
现出来#外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内不能处理好
复杂的国内局势#而且其存在的条件也逐渐丧失#因
而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消亡有一定的必然性&这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

经济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农业和家庭手工
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既是封建生产方
式的深厚基础#又是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曾经具有极强适应性的经济形
态#在面对西方廉价商品的倾销时#特别是在布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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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常用品上#根本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抗衡#

所以一些手工业不断遭到破坏#同时农业也被纳入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而这些新因素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生
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
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

00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
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
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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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反过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又进一步冲击和动摇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
基础&

)E

阶级基础逐渐缩小和离心&封建官僚体系#

无疑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统治基础&中央强大
时#政府能够控制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而自从西方列
强打破中国的锁国局面以来#清政府积贫积弱#逐渐
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各地督抚的作用越来越大#

无论改革#还是对外交涉#清政府都不能忽视他们的
声音#以至于后来地方督抚敢公然叫板中央&八国
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向八国宣战#地方督抚袁世
凯'张之洞'刘坤一却大搞*东南互保+&在清末新政
期间#岑春煊'陈夔龙'锡良公然向中央政府提出要
权&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清政府命岑春煊前去处
理#岑称病不出#直接抗命&关于此事#时人是这样
记述的,*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
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

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
粤乱方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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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此可见#清君主的权威已经不
能正常施行了&另外#由于敷衍立宪#炮制*皇族内
阁+#不仅引起地方督抚和士绅的不满#而且也加速
了立宪派的离心倾向#清政府变得完全孤立了&所
以#武昌起义之后#局面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

!E

思想基础不断遭受冲击而动摇&鸦片战争
以后#中国皇帝所宣扬的*君权神授+'*万世一系+思
想不断遭到质疑&因为中国老是战败#而且要割地
赔款#威信扫地&君权受到外来挑战时的窘况#一次
是咸丰帝逃往河北#一次是慈禧携光绪逃往西安&

这不仅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形成极大的冲击波#就是
皇族本身也会对皇权的至高无上感到尴尬&此外#

面对外敌入侵#国势日衰#国人不停地探索御侮强国
之路#思想不断得到解放&由于救国愿望迫切#先进
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转换思路#他们发现#中国发展
最大的障碍就是政体#所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

声越来越高#先前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纲常礼教
自然不断遭到冲击和受到质疑&特别是后来的立宪
派和革命派的鼓噪与宣传#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
主张民主共和#更是大大冲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所赖
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二"清朝统治者也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做出
了*贡献+

清末新政期间#清廷派员出国学习#并提出仿行
预备立宪#尽管政治上的改革进展缓慢#但也在进
行#而且还是统治者自己推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有人认为这是清统治者不得不为#但清政府作为了
却是客观事实&其实#这时政体已经不完全是君主
专制了&张海鹏先生主笔的.

)*

世纪的中国4政坛
风云卷/就认为,新政的*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
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
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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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杰先生也指出,*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

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
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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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再说武昌起义后#清统治者也没有固守
王朝之道#而是同意让国&

总之#武昌起义爆发前#君主专制就已经名存实
亡了#辛亥革命则是连名义上的君主制也给废除了&

此外#先进的知识分子'立宪派'革命派#甚至袁世凯
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简单
地把君主专制制度推翻的功劳完全归结为辛亥革
命&

二
!

辛亥革命与后来的军阀割据
以往我们提及袁世凯政府崩溃后的军阀割据

时#首先就是拿北洋军阀说项#拿袁世凯论证#甚至
把这一时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立场观点极其
鲜明&这不能说错#实则是惯性思维使然&殊不知#

惯称的北洋军阀!已经有人对这一称谓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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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辛亥革命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如果
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辛亥革命与后来
的军阀割据的确有很大关系&

首先#辛亥革命进一步刺激了地方势力的膨胀&

辛亥革命之前#由于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势力已经
形成#并且其权力有不断扩大之势&刘伟先生指出,

*晚清地方主义的代表力量是两个,地方督抚和地方
绅士#而他们联系的加强和联合#是地方主义形成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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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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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后#地方督抚通过编练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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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淮军#通过就地筹款#逐步取得了地方军事'财政
权力#依此为基点#又进一步扩大了用人'司法'交涉
等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大带来了两方面重要影响,

一是督抚对朝廷决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中央对于
重要事件均征询于督抚#而各省督抚向中央所提建
议1每每立见施行2$反过来#当廷臣条奏饬部之件交
督抚酌议时则1空言搪塞2#省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二是省的地方利益凸现#出现了省与中央的利益冲
突&这种冲突特别表现在与中央争夺财源上#各省
欠缴京饷#提留关税等事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省与
省之间的摩擦和利益矛盾也开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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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

尽管地方势力与权力不断扩大#影响日深#但还没有
发生过地方挟权与中央相抗衡的事件#名义上的统
一仍在&可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先后光复#出现了
许多都督&黎元洪是第一个都督#然后各省都有都
督#自己出来独立'起义&据陈旭麓先生初步梳理#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地先后称都督
的有一百几十个&有的一省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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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大大刺激了地方势力野心膨胀#并各自为政#俨然
*独立王国+&

其次#辛亥革命后新的统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而且时间短暂&辛亥革命后#尽管南北妥协#建立了
统一的政府#但其中矛盾重重&地方势力借口民主
共和#利用国内政局不稳的条件#扩大自己的军事权
和财政权#有一些后来转化为军阀&至于原因#陈旭
麓先生认为,*因为旧的统一破坏了#新的统一又没
有建立起来&所以#在辛亥前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
武昌起义后的某些都督#形成了后来割据混战的军
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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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当时#袁世凯利用自己的权威尽管
表面上还能维持统一的局面#但在统一的表象下#仍
然大量存在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事件#比如江西李
烈钧反对任命民政长事件'二次革命'地方税和国税
划分上的矛盾与分歧等等&而袁世凯死后#这种局
面也不能维持了#取而代之便是军阀割据混战&孙
中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夫去一满
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
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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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后来的一些军阀是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
来的&如旧桂系陆荣廷#由于辛亥革命后广西地处
边陲#交通闭塞#革命影响有限#陆成为事实上的统
治者$袁世凯上台后#尽管他与袁的关系一直维持得
很好#可事实上*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名义上统

治了全国#但广西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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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粤军阀龙济光#也是在辛亥革命中成长壮大的#与袁
的关系也很近#并得到袁的拉拢#他*利用二次革命
之机#占踞广东#他与其他军阀一样#拥兵自雄#占地
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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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
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并不把陆'龙'唐称
为军阀#他似乎倾向只存有北洋军阀#割据也是北洋
军阀造成的&他说,*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
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
系%%%军阀割据局面&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如云南
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也互不相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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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政期间#成长起来的
军阀就更多#如四川军阀'湘系军阀等等&

此外#有人认为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导致了后
来的军阀割据,*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
命#革命中他仅将统治中国的偶像清政府推翻#支持
这个偶像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不仅没有触动#反
而在革命后加强了它的力量#由帝国主义分裂割据
政策与地方性农业经济所造成的中国分裂因素反因
清政府的推翻和革命的失败公开化了#北洋军阀和
各地大小军阀的分裂割据与混战局面就此形成&从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才直接导致
了中国近代军阀割据'混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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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分析
不无道理&

总之#认为辛亥革命与后来的军阀割据没有关
系#我们不以为然$如果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后来的
军阀割据#我们也不以为对$正确的态度是认真分析
辛亥革命与后来军阀割据的关系#找出其中可供借
鉴的经验&

三
!

辛亥革命结局表述的多歧性及其成说考
辛亥革命最终是以袁世凯当选南北统一的大总

统为归宿#这是当时南北双方博弈的结果#可以说是
各得其所(

#!

)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实#但却有
不同的表述#使简单的问题复杂起来&辛亥革命结
局的表述之所以各有不同#这与当时国内局势的复
杂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后来历史的发展也多少对
诸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特别是袁世凯称帝一事#使
人们对袁世凯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使得先前对其
的称赞一扫而光%

#取而代之的是大奸大恶'一无是
处的评价&长期以来#他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成了
为专制招魂的小丑#成了复辟帝制的代名词#结果严
重影响到对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就目前而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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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辛亥革命结局之表述#史学界主要存有如下五种
观点&

!一"孙中山让位说&潜在含义是#本来临时大
总统一职*非孙莫属+#但为了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

尽快促袁推翻清廷#孙中山以高风亮节的姿态#毫无
权力意识地把民国大总统一席让给袁世凯&其实#

让位一说#是置袁世凯于不义之始&

!二"袁世凯窃取说&顾名思义#袁世凯成为民
国大总统不是光明正大获取的#而是通过极其卑鄙'

残酷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面玩弄清室之
孤儿寡母'一面欺诈革命党人#阳议和'阴开战#并与
帝国主义相勾结#结果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三"孙中山还位说&持此论者认为,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后来革命党人
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只是革命形势发展需
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
拟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尚未成行'孙
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
个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
未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
是*践前言+#实为还位&

&我们称之为*还位说+&

!四"袁世凯夺位上台说&此说认为#资产阶级
革命党人本来就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抱有幻想#袁
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更增加了他们的妥协性#纷
纷要求重开谈判#委曲求全#在革命党内妥协势力的
胁迫下#孙中山被迫让步#表示只要清帝实行退位#

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即可正式宣布孙中
山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结果袁氏促清帝退位
有功#孙中山不得不辞职#袁世凯终于成功地夺得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获得临时大总统一职(

#B

)

B"

&

我们称之为*夺取说+&

!五"北洋集团'同盟会共建说&此说认为同盟
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上崛起的两
支新的政治力量#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
量是互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
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从社会
发展方面来看#二者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有
许多共同的因素存在#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而已&

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

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国(

#@

)

&我
们将此说称为*共建说+&

总之#不同的表述背后#有人们感情的寄托#也

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亦受论者阶级'立场'知识
水平之制约#不能仅仅以对错论#因为各说都有其形
成的历史背景#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它是合理的&现
在观之#也许各种成说已成历史陈迹#但是历史地考
察各说仍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考察#不仅可以更深
入了解辛亥革命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洞知辛亥革
命后人们是如何认识其结局的$既是对此问题的一
个小结#同时也为将来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
基础&

平心而论#在诸说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让位说#

不仅形成此说的时间早#而且影响面广#又符合后来
继任政权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那么让位说是如何
形成的呢- 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对此又是如何看待
的呢-

武昌起义的爆发#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得知消息
后#他辗转欧洲回国&其实#早在回国之前#孙中山
就表示,*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
推定#但求早巩国基&+

(

#>

)孙中山归国以后#先是致
电袁世凯云,*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

#?

)

@?>

#C#)

年
#

月
)

日#随着和谈的波折#孙中山又致电袁世凯,*倘
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

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
论&+

(

#"

)

@希望袁世凯尽快赞同共和的心情溢于言
表&

#>

日#袁世凯被革命党炸弹袭击#孙中山得知
这一消息时#心情十分紧张&据.字林西报/记载,

*孙总统闻袁世凯遇险#亦甚殷忧#数问袁氏之安危#

及闻及袁已安然脱生#始有喜色&+

(

#C

)孙中山赏识袁
世凯到如此程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袁世凯的安危
已经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

日#孙中山在致伍廷芳
的信中又明确指出,*盖推袁一事始终出於文之意
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

(

#"

)

!"

&在清帝
退位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电参议院推荐袁世凯
为民国大总统,*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
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

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
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
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
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

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
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
人&+

(

)*

)紧接着#孙中山又致电袁世凯再次表露心
迹,*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南北#实惟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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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赖#谚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复何功#过
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

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
至&+

(

)#

)由此看来#推袁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但后
来孙中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很感慨地改口称*退
让+#此时距辛亥革命之发生已近三年#他在致邓泽
如的信中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
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
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
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
然进化也&+

(

))

)

#)>总之#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用过
*让位+一词#倒是多次提及*推贤让能+'*退让+'*推
功让能+&尽管孙中山没有使用过*让位+一词#但其
也没有出来纠正*让位+一说&

为什么让位说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成说- 这可能
与当时人们对孙中山原话的意会有关&通过考证#

最早持*让位说+的是.申报/&南北和谈期间#孙中
山突然回国并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做了一
系列似乎违反常态的举动#因而遭到诸多猜疑&关
乎此#.申报/有载,*此次临时政府公举孙文为大总
统#实至名归#原无多让#惟观袁世凯近日行动#颇露
醋意#缘此公平日夙有此种思想也#闻民军前有举袁
之说#近日孙亦有电让袁&+

(

)!

)这里也仅仅用到*让
袁+一词&接着#.申报/报端却屡用*让位+一词#结
果便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与攻击&.申报/不得不
载文澄清,*近一月来#盛传袁世凯将举为第一任总
统#此盖源於孙总统辞职让位之说#非本报所臆造#

亦非本报所鼓吹也&夫孙总统之所以宣言让位#无
非渴望共和之成立#南北之联合耳&故本报乐得而
载之#乃近日有人函诘本社#谓不应记载举袁之说#

且谓本社同人将于举袁之后#希得一官半职者#异
哉A 洵如所言#则孙总统之宣言让位#岂将辞去总统
之高位#而思於袁世凯处谋得一官半职耶- 今本社
敢告投函者#如君不以举袁为然#不妨电诘孙总统何
以倡为此说#若仅以谩骂之词#罗织之语#罪间接纪
载之本报#则误矣A+

(

)B

)这样一反驳不要紧#更加深
了人们对*孙中山让位说+的认识&当然#作为孙中
山本人肯定不会反对#因为此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直接关系到袁世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能表
现出孙中山不恋权栈的高风亮节&在北洋统治结束
后#国民党建立了政权#由于其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
的衣钵#自然常常把让位说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并以

此作为清算袁世凯的一个有力工具&这样#在政治
的深刻影响下#让位说几乎成了不易之论&直到

)*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此说更是占据绝对
优势#但也有严谨的论者开始在*让位+二字上加上
引号&

让位说#看似一种历史的叙述#其威力并不能小
视#其对后来历史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即袁
世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既然是让与的#我们也有要
回的权利&这也成为日后讨伐袁世凯的一个合法借
口&结果#民初政局吵吵嚷嚷#争持不下#缺乏基本
的信任和共识#兵戈时而再起#政局动荡不安&即使
袁世凯死后#这种局面也一直在持续&

与让位说并行的是*窃取说+#此说在
)*

世纪
"*

年以前也很盛行#但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
思想#相继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因为一面说孙中
山让位#一面又说袁世凯窃取#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可就是这一相互抵触的说法#长期以来却相安无事#

真是奇怪A 想来肯定有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由于
种种顾虑#更主要是主流史观的影响#只好作罢#等
待后人来发掘&

窃取说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最早称袁世凯为
*盗寇+的是.民立报/#在其.讨袁世凯!二"/中就有,

*袁世凯#中华民国之盗寇也+

(

)@

)

&这尽管是当时革
命党人反袁的一种手段#但也为日后窃取说的形成
埋下了种子&当袁氏称帝后#人们对其之攻击铺天
盖地#又联系到庄子的一句名言*窃国者诸侯+#使得
窃取说逐渐成形&后来#黄毅.袁氏窃国记/!

#C#>

年#出版地不详"'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群众
杂志社

#CB>

年版"以及建国后黎乃涵著.辛亥革命
与袁世凯/!三联书店

#C@*

年版"等仍持此论#为*窃
位+说奠定了基础&其中#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

使得袁氏窃国大盗的形象妇孺皆知#尽管这并不是
严格的学术研究著作#只是一般性的历史知识读物#

但其影响之大而深远却令人瞠目&直到今天#尽管
窃取说在学术研究领域风光不再#但仍是坊间的闲
论及相关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窃取说当时能够大
行其道#根本上说仍是政治或阶级斗争的产物&

还位说别出心裁#无疑是为了纠正让位说&其
认为让位说既与历史事实不符#又存在着理论上的
缺陷#因为民国总统是民国公职'国家公器#非个人
所能让与的&所言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一定的
程度上#还位说自身也存有缺陷&从方法论上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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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只是
想证明孙中山不是让位而是还位这个结果#采用倒
放历史的手法#且带有典型的后见之明#是以后来历
史事实发展的结果重新反观历史发展过程而得出的
结论#颠倒了历史发展的正常顺序&由于该说缺乏
前瞻性的分析#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因为按照其
说所论#首先夸大了袁世凯的能力#有神化袁世凯的
嫌疑$其次#很容易造成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偏低#且
有动摇辛亥革命伟大历史作用的嫌疑&尽管如此#

还位说给让位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则是不容质疑
的&

但不论让位说'窃取说还是还位说#都未能跳出
孙中山中心观的藩篱&这不是说孙中山中心观不好
!当然#孙中山的爱国意识'伟大形象永远值得我们
大书特书"#但它只是我们用来研究历史的一个视
角#过于注重它#就必然忽视其余&再说辛亥革命是
一个复杂'综合的重大历史事件#仅用一种研究方
法#恐怕很难触摸历史的真相&

张宪文先生所倡的夺取上台说#对冲破孙中山
中心观的束缚#无疑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
摈弃既往以很浓厚的感情色彩研究历史的方式#力
求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实事求是地阐释这段历
史#并且开始强调袁世凯的作用&这的确是值得称
道的&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立论略显单薄#并没有把
袁世凯如何夺取政权的来龙去脉详细阐释清楚#只
是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张代春用折衷的方法把孙中
山的退位与袁世凯的上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

)

#无
疑也是对此一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

张华腾先生所倡的共建说#则颠覆了我们以往
对辛亥革命结局的认识#把常被我们认为对立的两
方%%%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有机的统一起来#视角独
到&就当时的历史演变来说#南北双方共同努力推
翻清廷#显而易见&但张先生对此并没有仅仅停留
在简单的结论上#而是以大量的事实论据为基础#论
述周密#自成体系#令人信服&张先生对共建说的构
建#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而且也把这一问
题的研究推向了纵深方向&

以上诸说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都未提及清
室的因素&在辛亥革命结局的表述中#把清室因素
忽视掉了是否科学#似乎还有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思
考&

四
!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结局是如何认识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界根本不给予袁世凯
话语权#袁世凯称帝是影响其话语权的根源#即使他
所言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也必然被贴上狡诈的
标签&而革命派一方的认知#不管正确与否#都可以
当作论史的依据&这并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持的正确
立场#且有违研究者价值中立的原则&

既往的研究#目的是置袁世凯于不仁不义#并没
有就他对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研
究$且又对袁世凯采用双重价值评判标准#宁愿站在
腐朽的也是以往被我们否定的清皇室的一边#也不
愿站在袁世凯的一边#骂袁世凯对清室不忠&当袁
接受共和时#我们却又不想革命党人兑现诺言$当革
命党人兑现诺言'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又骂
袁为*窃国大盗+&结果#把本来鲜活的历史给主观
化了&

其实#不管我们如何想#革命党人的主流倾向却
是希望由袁世凯组织新的政府#而且是南北统一的
政府&我们不仅因此而感叹,孙中山怎么没有建立
一个统一的政府呢- 甚至埋怨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误
就在*临时+二字上#这未免有些突发奇想而不顾当
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殊不知#孙氏何尝不想这样
做呢- 而事实上#困难要比我们后人想象的大得多&

袁世凯本人是如何看待他成为大总统的呢- 这
与我们固有的传统观念有很大不同&在南北议和后
期#尽管袁世凯没有表露过心迹#但其对局势的发展
无疑胸有成竹$再说#社会上*非袁莫属+的声浪在不
断的扩大#已经有压过*非孙莫属+之势&所以#在得
知孙中山推荐自己为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表现得
十分平静#不是欣喜若狂的应允#而是处心积虑地推
却一番&尽管这是旧官场之套话#多少也给孙中山
一些想象的空间,即袁某没有迫不及待地就任民国
临时大总统的意图&袁世凯在致孙中山电中说,*惠
电拜悉&惭悚万状#执事谦冲#莫名钦佩#但时艰方
殷#万端待理#断非衰庸如凯者所堪胜任#倘不量而
入#恐无以副国民付托之重及执事推荐之殷#切盼参
议院另举贤能#使凯得徜徉山林#长作共和之国民#

斯愿足矣#不尽下情#已托唐少川转达一切&+

(

)?

)当
被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一致通过当选为临时大总
统#并得到参议院及时电告,*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
院承许#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
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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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
华盛顿&+

(

)"

)之后#袁世凯的语气才多少有些缓和#

表现出另一番模样&他在复孙中山电中说,*现在国
体初定#隐患方多#凡在国民均应共效棉(绵)薄#惟
自揣才力实难胜此重大之责任#兹更辱荷参议院正
式选举&窃思公以伟略创始於前#而凯乃以辁材承
乏於后#实深愧汗#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

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何敢不
勉尽公仆义务&+

(

)C

)显然#袁世凯对孙中山的推贤让
能有所保留#甚至并不认可#却独对参议院的公选情
有独钟#因为他认为这是*躬乘我国民付托之
重+

(

!*

)

&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对结局的认识仍是
从长远打算的#既做到有理#也考虑到有利&

后来#袁世凯再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又进一步指
出辛亥政局演化结果之缘由&他认为,*然中华民国
国体之更新#尚在约法未定以前#其缔造艰难得以至
於今日者#固原於国民心理之所关#而实成于前清帝
后之能让&溯自武昌首难月#惟辛亥中秋#其时本大
总统激於救国救民之真诚#出而肩至艰至钜之重任#

唯一宗旨以为#但能保前清皇室之尊荣#则国家不妨
视为天下之公器#但能谋五大民族之乐利#则政治不
妨改为民主共和#此本大总统於大清皇帝下诏退位
之日#即披肝沥胆#以优待与宣布共和二事反复磋
商#盖非徒效孤忠於故君#亦所以昭公信於民国#耿
耿此心#我国民当能共谅&+

(

!#

)

BB?从中不难看出#袁
世凯首先强调的是*国民心理之所关+#其次是*前清
帝后之能让+#然后才言自己的努力和革命派的磋
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袁世凯始终把舆论的导向
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

!)

)

&起初#袁世凯坚持君主立
宪为底线#唐绍仪南下议和时袁特意嘱托#而随着和
谈的深入#革命党人毫不让步#且社会上一时掀起共
和之风#再加上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的规劝#袁世
凯逐渐有了动摇#最后毅然决然地顺从民众舆论&

袁世凯为什么强调*前清帝后之能让+- 这是以
往我们忽视的事实#传统观念认为清室是被打倒的#

被打倒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其实#持这种观点者#

首先否定了民主共和确立过程中来自清室的阻力&

实际上#当时这种阻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忠清的官僚
在当时并非占少数#满洲贵族'蒙古王公就更不用
说&张勋'赵尔巽等人#袁世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游
说#最后他们才勉强同意维持民主共和$陕甘的升
允'长庚阳奉阴违#袁世凯也无可奈何$溥伟'铁良'

善耆等宗社党更与袁世凯势不两立&袁世凯不得已
又向奕劻和隆裕太后寻求帮助#在他们的压制下#宗
社党一时收敛嚣张气焰#但后来宗社党死灰复燃#还
是给袁世凯制造了不少麻烦&再说#袁世凯重掌政
权的合法性在哪里- 这是悬在袁心中一个未决的问
题#他十分害怕将来有人打着勤王的旗号来反对其
统治#西方列强特别是日俄也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
做文章&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后来就发生了日本*愚
弄北京的一些皇室贵族+#支持他们重新恢复政权的
事情#这让袁世凯颇感棘手#不得不向英国寻求帮
助(

!!

)

)!*

&实际上#袁世凯之所以强调*前清帝后之
能让+是有依据的#而不是信口胡说&在南北议和的
后期#清室确也有倾向共和的举动#尽管这种表现多
少有些被动#但至少也并未有与民主共和拼个鱼死
网破的打算&清帝谕旨云,*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
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
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
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

!B

)

?)其实#话说
白了#在袁世凯看来#没有清室的退位#南北议和很
难成功#其也很难当选临时大总统&而事实是袁世
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反观过去#他怎会不感慨A

袁世凯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以后见之明观
之#也很难认为他是错的&再说历史的结论也得考
虑到历史人物本人是怎么认识的#不管这种认识正
确与否#那是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的认识和
解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
不考虑这一点#对袁世凯是如何成为临时大总统的
探讨#就多多少少会失去历史的真实性&

以往我们把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鬼化的同时也
给予神化了#其几乎无所不能#时势的发展也无不以
其意志为转移#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什么就来了&

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人#一面玩弄孤儿寡母於股掌
之中#一面要挟革命党人#两面得利&他还需要别人
让位吗- 恐怕不需要&既然如此#我们的研究就有
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
史#是抓偏了#还是无意中剪裁了历史&首先#我们
必须把袁世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看待#他之所
以更胜一筹#不是他的魔力大#而是他善于静观时
变#善于把握历史的关节点#不违民意#更不一意孤
行&其次#袁世凯所为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整
个中华民族- 以往我们认为袁世凯仅知道擅权#不
及其余#而就其当时的行动而言#这种说法不无片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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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为袁氏之所言所行#一是为了避免国内大乱#

二是为了防止外国干涉#三是为政治改良积极努力#

四是他并没有愚忠#而是主动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
流&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革命党人最终交
权#这与其自身的力量'内部矛盾'外部压力等等分
不开#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一点没错&历史往往很残
酷#但并非不公正#衡量公正的重要砝码就是实力和
势力的综合体能&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由于袁氏
的这种综合体能远超过革命派的综合体能#袁世凯
的胜出顺理成章&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对此不无感
叹#甚至感到遗憾#继而向历史人物袁世凯发泄怨
气#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总不能把这种思想感情作
为治史的出发点&否则#我们只能打着治史的旗号#

并不能完成还原历史的任务#因为我们违背了价值
中立这一治史原则&

就当时而言#骂袁世凯最多的是革命党人#清室
亲贵倒还在其次#拥袁呼声最高的仍然是革命党人#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而实际上#这个悖论后面隐藏
着这样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喜不喜欢#乐不乐意#袁
世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这并非夸张#

如果你深入到史料中去#翻阅一下当时的报刊杂志#

你便不会感到诧异&所以#最终袁世凯当选民国大

总统#取孙中山而代之#自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既往我们对袁世凯的评鉴#大多并非是建立在
历史的'客观的'真实的材料分析基础之上的#往往
臆断#随意的猜测#我们大有不把袁世凯完全否定而
不罢休的意思&说他不仁不义#说他欺上罔下#用一
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论证#这恐怕都不符合历
史研究的常态&袁世凯究竟如何#应该用事实说话&

如今#可喜的是#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对袁
世凯的研究逐渐受到了重视#由一概骂倒#逐渐回归
到理性的分析上来#史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也进一步
突破#如现代化史观#综合史学方法的运用等等&袁
世凯的作用#也逐渐得到认可&一些学者指出应该
肯定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对袁世凯应
理直气壮'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不必遮遮掩掩)

&

在强大的主流史观%%%反袁世凯史学观笼罩下#提
出这样的观点#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但终究因各种因
素的制约#这样的观点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掀起更
多的波澜#反倒掀起一股反对为袁世凯*翻案+的潮
流&

关于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研究#总体而言做得
仍不够#步子仍未完全放开#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
必要#相信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将来辛亥革命及
袁世凯研究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注释!

!

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善后问题#特别是对赔偿外国损失方面#至今尚未有人作专文论述#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但查
#C#)

F#C#>

年.申报/对此关注颇多#其中既有对索赔数额的描述#也有对北京政府立场的转变及前后民众态度异同的关注#且
在直接赔款和间接赔款一事上与法国的矛盾最深等等的报道#不一而足&由此观之#其在当时的影响应该说还是蛮大的#

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视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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