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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浩明以澎湃气魄和历史博识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原名《旷代逸才》），堪称一部
艺术精品，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优秀长篇小说奖。
    杨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才华卓绝，抱负不凡，由国学名师王运授与帝王之
学，又东渡日本研究君主立宪政体，立志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本书以杨度为引线，串起袁世凯、袁克定、曹锟、汪精卫、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诸多人物，把整个
波澜起伏的世纪初中国人救国之路，描写得淋漓尽致。
    杨度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称帝，洪宪王朝崩溃后，转而帮助孙中山，到他晚年，又与
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
有救国之心而所托非人、空怀博学宏识而把握不到时代脉搏，杨度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艰难崛起之
路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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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名作家唐浩明以澎湃气魄和历史博识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原名《旷代逸才》），堪称一
部艺术精品，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优秀长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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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名师访徒 一 杨度推开《唐宋八大家文钞》，喟然叹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二 碧云寺的泥
塑罗汉预卜落第举子的命运 三 青年王运的风流韵事 四 王运不合时宜的举动：拒绝见陆抚台，倒屣迎
张铁匠 五 听说杨度非韩薄柳，王运亲赴石塘铺指点迷津 六 大学者家嫁女与众不同 七 为得天下一英才
而教之，王运亲赴石塘铺指点迷津第二章 帝王之学 一 王运的三门功课：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
之学 二 胡三爹将保存二百年的家传《大周秘史》稿本送给王运 三 新政给古城长沙带来了生机 四 一方
菊花观，凝结了维新志士的友谊 五 谭嗣同举杯：我们对着苍天神明起誓 六 王运妙解《枫桥夜泊》 七 
叔姬将初恋珍藏在心灵最深处 八 一阕《玉漏迟》，闺阁压倒须眉第三章 浅涉政坛 一 谭嗣同千里迢迢
为徐致靖送来紧急家书 二 自古以来在中国要办成大事，光凭嘴巴子没有刀把子是不行的 三 袁世凯年
记嗣父的教导：官场犹如戏场，最大的本事在于装假的做工技巧 四 新建陆军统帅是当今官场上的凤
毛麟角 五 江亭初题《百字令》：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 六 潭柘寺定情 七 接到夏寿田送的宫
花后，叔姬在病榻上整整躺了半个月 八 湘绮老人传授帝王之学的真谛第四章 佛门俗客第五章 八日榜
眼第六章 亡拿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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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痛快!”杨度笑了笑，身子向前倾，胸部靠着矮几边缘，将他的理论娓娓道出，“我的所谓金铁
主义，金者即黄金，即经济，铁者即黑铁，即军事。
说明白点，即经济的军国主义，也可以用另一个名称，即世界的国家主义。
然所谓经济的军国，究为何等国家，它包含哪些内容，这是主义中的重要问题，如果不加说明的话容
易产生误解，我先画一个简表来说明。
”　　杨度将矮几上的碟盘移开。
　　“金铁主义，也即经济的军国主义，有它对内对外两层内容。
”　　说着，杨度用手指沾了茶水在矮几上画了一个表出来：　　—，对内——富民——工商立国—
—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　　—，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　　他
详加解释：“侯官严复先生说过，国家分内因、外缘两大干。
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今后中国这个国家，对内来说是民富的，对外来说是国强的。
靠什么来富民?靠的是工商的发达。
靠什么来强国?靠军事的强大。
这就是工商立国和军事立国的意思。
要使国民的经济发达，必须要有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
假若国民时时担心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那则万无经济发达的可能。
欧美各国可以作为例子。
英国民权最发达，则经济相应为全球之冠。
美国次之，故经济亚于英。
俄国无民权可言，故其经济亦薄劣不振。
现在世界上专制大国，除俄国外就是中国，然而中国比俄国还恶劣。
俄国政府可比之于明火执仗的强盗，中国政府可比之为鬼鬼祟祟的小偷。
”　　这年冬末，湘潭云湖桥的湘绮楼，在齐白石的实心监督下已修复一新。
齐白石又精心画了几幅山川风物画，自己动手装裱好，悬挂在书房和客厅墙壁上，更给湘绮楼增添了
几分情趣。
一楼靠东侧的两间房子，王代懿煞费苦心地巧为布置，室内是一套全新的红木家具，流光溢彩，花窗
外移栽了几株正在开放的腊梅，暗香浮动。
这是他和杨庄的新婚洞房。
　　腊月中旬，王闽运撤去了东洲书院的五年教席，回到云湖桥，住进了修复后的湘绮楼。
六十六岁的一代名师，决定从此不再外出执教了，就在云湖桥的云霞湖光之间，在湘绮楼的诗书图画
之中，安安静静地与周妈和儿孙们一起打发晚年。
　　过小年这天，湘绮楼披红挂彩，喜气洋洋，王闿运代表男家、杨度代表女家为一对新人举行了隆
重的婚礼。
代懿穿上从长沙买来的那身长袍马褂，叔姬披着镶有孔雀毛的红呢披肩，在鞭炮笙乐中拜了天地。
　　杨钧也住进了湘绮楼，一来不辍学业，二来也好陪伴刚离娘家的姐姐。
杨度则往来于石塘铺和云湖桥，继续向王闿运学习经史诗文，也时常和齐白石、张登寿等聚会，谈谈
诗词书画。
王闿运是碧湖诗社的社长。
每隔两三个月，诗社都要举办一次诗会，王闿运也常带杨度参加。
说起碧湖诗社，乃是湖南近代史上一个最为著名的文人结社。
它的成立，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同治十三年冬天，建于长沙北门内的曾文正公祠堂，经过两年多的施工装饰，终于落成了。
挂了个盐运使衔、候补郎中的曾国藩四弟曾国璜，欲效白香山洛阳结社的风雅故事，向湘中一批负时
望、有文名的高年耆宿发出邀请，在祠堂竣工典礼这天的宴席上赋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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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国藩生前的名望和死后的荣耀，当此湘中第一祠堂建成之时，能厕身祝贺之列已是莫大的荣幸，
何况还有这样一桩能流芳百世的雅事，真个是百年难遇。
一时间湖湘俊杰云集星沙，王闽运也应邀与会。
当时有九个均为翰林出身，且又有过司道以上官职履历的老人，他们年纪最小的为七十岁，最大的八
十五岁。
这九个白发老人聚会一桌，畅谈湘军旧事，十分感慨。
曾国璜看重他们年岁高迈，地位贵重，于是请他们每人题诗一首于祠堂墙壁上。
这些诗立即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九老也便成了当时湖南的新闻人物，很出了一番风头。
其他与会者的诗作，曾家也一并雕版印刷，广为散发，备受士大夫的称颂。
祠堂庆典结束之后，这些雅人们兴犹未尽，于是便由郭嵩焘兄弟发起，成立一个诗社，定期聚会，吟
诗作赋，得到大家的欣然赞同。
因为诗社的规格很高，故对参加者限制很严。
他们或为中兴勋臣，如曾国荃、李元度等人；或为勋臣之嫡子孙，如曾纪泽兄弟，左孝同兄弟等人；
或为翰林出身，或为文名著世：如黄瑜、王定安等人。
王闿运以文名著世的身份被接纳为社员。
　　离别京师四年多了，再次踏进这座古老的都城时，杨度首先感觉到的是它的使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不要说跟意气激昂的东京比，就是跟上海、武昌、长沙比起来，这里也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这情景颇似上天所安排的气候一样，此时江南已是一派春草萌发春潮涌动的早春景象，而这里仍是冰
封雪盖万物凝固的严寒季节。
　　宪政编查馆设在西单昙花胡同一座废贝勒的旧宅里。
里面有大大小小四五十间房子，因年久失修，到处可见断了棂的窗户，正在结网的蜘蛛，布着绿苔的
墙壁，长着杂草的瓦缝。
这座百年宅院，已和它当年主人的后代一样衰微破败了。
　　主持宪政编查馆的大臣就是出洋考查五大臣之首镇国公载泽，连同该馆的前身政治考察馆算起，
他上任一年多了，却没有到馆里来过一次。
偶尔议及馆内的事，也只是招集有关人员到他豪华阔绰的府第里去，编查馆的大门朝南朝北他都不知
道。
　　这个大门终年由一个姓史的老太监把守着。
史太监在家里排行第七，大家都客气地叫他史七爷。
史七爷六岁净身进宫，在宫里做了五十多年的苦役，老了，不能动了，就被打发出来，在龙树寺住了
半年，被人介绍来了编查馆。
史七爷很忠于职守，寻常人都不能进来，所以馆里更显得冷清。
挂名宪政馆的有二十几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只领俸禄不办事，常坐在这里值班的只有七人：编制局正
副局长二人，统计局正副局长二人，庶务处采办一人，图书处委员一人，译书处译员一人。
　　与杨度同时征调进京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劳乃宣。
此人原是浙江省一个道员，奉命以三品京堂来宪政馆任左提调，位在右提调杨度之上。
他早进京半个月，杨度进馆的第一天与他见了面。
他告诉杨度，这里的一切都未走上正轨，所辖的二局三处的建制都全了，官也封了，就是没有事办。
杨度问他要不要去拜见载泽，劳说不必了。
他进京第一天便急着去见载泽，在大门口候了半天，门房带口信出来，说国公爷正忙着见客，今天不
见了，先歇着吧，下次议事时再见。
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响动也没有。
劳乃宣对杨度说：“你来了就好了，我对宪政一无所知，你是宪政专家，这里的事就由你来安排。
我的《仪礼发微》还没完稿，还有半年多辛苦。
这里名义上我在你之上，实际上都由你做主。
”　　杨度看着宪政馆的情景，听着劳乃宣的介绍，满肚子的热气给冲去了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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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政馆里有的是空房子，杨度挑了一间较好的房子安顿下来。
没有事可干，气氛又太冷清，他便常常去老友夏寿田那里去闲聊天。
　　夏寿田已是从四品衔的翰林院侍讲学士。
翰林苑本是个储才养望之地，清清闲闲，一年到头没有几件事做。
夏寿田近四十岁，已发福了，白白胖胖的。
和他一起生活的，除原配外，还有一个出自青楼的如夫人岳霜。
岳霜善弹琴唱曲，又能画上几笔，很投夏寿田的脾性，他对岳霜宠爱些，妻妾之间于是常有争吵，家
庭不甚和睦。
好在夏寿田性格开朗恬淡，家事他一概不管，成天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读书，做诗文，写字，欣
赏古董。
翰林的俸禄并不高，但父亲给他积累了丰厚的家产，他不用为生计操心。
因为有钱用，两个夫人虽然经常吵嘴，但吵后仍相安无事。
　　就在蔡锷、王闽运进京后不久，欧洲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对世界影响极为深巨的战争，历史学家
们把它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交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所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为俄国、法国、英国所组成的协约国。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既不想得罪他所崇拜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也不想得罪世界第一强国英国和
他的多年好友朱尔典公使，他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欧战保持中立态度。
日本政府看准了西方列强正在欧洲打内仗无暇顾及亚洲的大好时机，决定趁火打劫，排斥西方各国，
将中国作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这年秋天，日本出动海陆两万多兵力，加上少数英军，组成英日联军，宣布对德作战。
这支联军不去德国，也不去欧洲其他国家，却向侵占中国胶州湾的德军进攻。
两个月后，日军攻下青岛，俘虏德军二千多人，德国总督华德克被押到东京本愿寺监禁，将德国强占
十七年的青岛据为已有，并将整个山东当作日本的国土。
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计划中，这只是第一步，他们将借此步步进逼，最后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目的
。
　　日本公使日置益探听到袁克定的政治秘密，向首相大隈重信作了报告。
大隈指示公使，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大日本帝国立下盖世功勋。
日置益通过私人渠道向袁克定透露：中国应当有皇帝，就如同日本应当有天皇一样，若中国恢复帝制
，日本一定支持。
　　袁克定获得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托人转告日置益，过些时候将约他面见大总统。
　　几个月来，袁克定为他的宏大的理想付诸实现做了许多努力，也收到了不少实效。
除杨度外，他在自己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智囊人物。
他们或为他出谋画策，或为他制造帝制舆论，或为他筹集资金。
在各省，他也得到了一些行政长官的支持。
尤其重要的是在军界拉拢了一批实力人物，如湖南将军汤芗铭、陕西将军陆建章、山西将军阎锡山、
奉天师长张作霖都表示坚决效忠袁大公子。
　　趁着袁世凯多次对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托大和一大批北洋旧将领的暮气恼怒的时机，袁克定在智
囊团的帮助下，及时提出了建立模范团的建议，袁世凯立予接受。
袁世凯也想借此给儿子培植一批势力，便有意安排袁克定做模范团的团长。
当他征求段棋瑞的意见时，段一口否定，弄得他下不了台，只得自己兼任，调赤峰镇守使陈光远为副
团长，命王士珍、袁克定为办事员。
此事令袁克定对段棋瑞又增一分恨意。
　　袁世凯当然是挂个名，陈光远、王士珍也知趣，基本上不插手，模范团实际上成了袁克定手中的
军队。
袁克定有意撇开由段棋瑞控制的天津武备学堂，而从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优
秀者为模范团的军官，又从北洋军各师中抽调一批中下级军官充任模范团的军官和士兵。
全体官兵入团的第一天对着袁世凯的画像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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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人党会。
”　　袁克定计划办五期。
每期半年毕业，毕业时每人赠军刀一把，再提升一级回到原部队。
一期一千人，五期则训练了五千人，可以配备十个师的各级军官。
袁克定盘算着：这样自己手里就掌握了十个师的兵力，那时就是真正的李世民了。
当然，要做李世民，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要父亲先做李渊。
在几次闲谈中，袁克定有意把帝制自为的意图透露出来，袁世凯对此明显地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不过，善于揣摸父亲心思的袁克定也从中看出，他父亲尚有两个顾虑：一是怕外国列强不赞成，二是
怕国内反对。
现在亚洲的第一大强国、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帝国表示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这对消除第一个顾虑
是大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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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开卷语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杨宅家主的丧事在沉默中进行。
鼓乐不响，挽联阙如，花圈极少，除偶尔二三知旧悄悄来凭吊一番外，守候在灵堂里的只有死者的妻
子儿女。
他们在哀哀哭泣，默默上香。
　　报童跟往日一样送来刚出的当日《申请》。
臂上缠着黑纱的孝子接过，随手翻开，两行粗体字赫然跳过眼帘：帝制余孽潦倒沪上，风流荡子魂归
佛国。
孝子气得扔掉报纸，遗孀瞥见这两行字后，哭得更伤心了。
　　夜色降临时，四周一片昏暗。
丧事的冷清，外界的讥讽，给整个灵堂罩上了一股既凄惨又怨愤的沉重压力。
这时，一个浓眉亮眼英俊挺拔的年轻人来到杨宅。
他肃立在灵柩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然后凝视遗像良久。
他走到守灵者的面前，伸出一双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将他们的手一一握过。
杨宅遗孀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孝子拿出一副对联，嘶哑着嗓音对这个年轻人说：“伍豪先生，这是我父亲临终前亲手书写的自挽联
。
父亲他为寻找中国强盛的道路，艰辛探索了近四十年呀！
”　　被称作伍豪的年轻人郑重接过，展开谛视：　　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
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宅遗孀见了这副自挽联，又失声痛哭起来。
她抓住伍豪的手喊着：“你是他生前最信赖　　的人，你要替他说句公道话呀!”　　伍豪庄严地点了
点头，对着灵堂正中那张满脸忧伤的遗照，坚定地说：“皙子先生，你放心去吧，历史会替你说公道
话的!”　　年轻的伍豪，就是日后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巨人周恩来。
他所呼唤的皙子先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杨度。
这个遭报界诟病而得到周恩来首肯的人，究竟是个何许人物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那充满着传奇色彩
的大起大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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