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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
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
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问题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有理由集中权力，而在于袁世凯集中权力之后，为什么依然解决不了他承诺
解决的社会课题，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民国初年的议会也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议员出来对袁世凯的集权要求抵抗一下，甚
口使没有了同盟会一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仍然有人按照共和制原理和相关法规进行抵抗。
但这种抵抗，一旦发生利害关系，又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袁世凯称帝失败，真的是共和制的胜利吗？
不是的。
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遗产由体制内的权臣袁世凯继承；而护国战争后，形势更加恶化，袁世凯的遗
产分别由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瓜分，连一个表面统一的局面都丧失了。
民国的招牌依然存在，但民国的现状，却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
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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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宗震，1941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汉族。
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1993年聘任为研究员。
2001年退休。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第三编第六卷、《孤独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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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1.梁启超归国梁启超在晚清时主张保皇，拥护光绪皇帝掌握国家权力，主张政
治改革采用君主立宪制，实行开明专制，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反对中国采用共和制度。
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重新出山后，梁启超力图与袁世凯合作，实行君主立宪。
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万万不能够在中国施行的。
梁启超和同盟会在海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不仅有激烈的辩论，而且，在海外留学生和华侨界争夺资源
和阵地。
梁启超和孙中山个人之间也结怨很深。
辛亥革命过程中，中国社会变革朝着同盟会主张的方向发展，同盟会的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
建立共和国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立宪派的主张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政界丧失了发言的分量，显得灰
头土脸。
梁启超和立宪派都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下接受了共和，不能不低调处理自己失败的政治主张。
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都在分化重组，两派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和权力冲突，或明或暗地
继续存在。
我们在上册已经谈到，梁启超分析了清帝退位后的形势，给袁世凯献计献策，就是要组织一个政治上
温和的大党，利用议会阵地，来抑制革命派的势力发展。
这个大党要由立宪派和革命派中的温和、稳健的人来共同组成。
梁启超一直在朝着组织大党的方向努力。
袁世凯很赞赏梁启超的计谋，放下架子和以往的恩怨，一直希望梁启超回国帮忙，梁启超的朋友和弟
子们也一直在努力促成梁启超回国。
尽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全国和平以后，虽有斗争，也
能和平相处。
但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话说得太绝，与革命派的矛盾太深，在同盟会声势很盛的时候，他权衡利弊，不
敢贸然回国。
他的朋友、弟子们也一直在为他计算回国的利弊和时机。
在梁启超周围都是些高智商的谋士，不像孙中山周边，鱼龙混杂，但也许这是千年的巨变，他们的计
谋也十不中一。
梁启超的高足弟子蔡锷一再向袁世凯和各界呼吁，敦请梁启超回国，委以重任。
黎元洪也曾建议袁世凯，不应该拘泥于党派关系，也就是说，不要计较梁启超以前保皇的政治立场，
希望重用梁启超。
但是，他们的呼吁遭到革命派方面的强烈反对。
广东都督胡汉民更通电全国，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恶”，认为现在民国的基础还
没有巩固，像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万无可用的理由。
梁启超被迫继续滞留海外，观察国内局势的演变和发展。
他虽然与国内政界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组织大党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
1912年7月23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吴贯因(柳隅)写信给梁启超，力劝他回国，组织大党：“现在讨论
会同志皆谓先生宜速归国，盖先生若虑同盟会反对，则在今日彼辈固反对，即十年二十年后始归国，
彼辈亦反对也。
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待其不反对始归国，则终无归国之期也。
则何如即树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使彼辈不敢轻侮，或竞能相安哉。
”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后，南北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也有所缓解。
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北方孙洪伊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其他几个小团体，在国民党
成立后，即筹组民主党，等待梁启超归国领导，至10月27日正式成立。
汤化龙，生于1874年儿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字济武。
父亲弃儒经商，家道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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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考中最后一科进士。
1906年赴日本留学，人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
1908年回国，第二年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
他积极参加了立宪运动，参加了要求召开国会的历次请愿运动，反对“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成
为立宪派的重要骨干。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转向了革命，担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因权力分配，引起革命賑的不满，后随
黄兴前往上海。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即在上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
孙洪伊，生于1872年工1月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天車人，字伯兰。
孙家为长芦盐商，富甲一方。
孙洪伊1893年考取秀才。
人国联军入侵，孙洪伊家破人亡，立志从事变革。
他在天津变卖家产，兴办新式学堂。
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自治局，孙即联合谷钟秀、温士霖等组织天津自治研究会。
1909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国会清愿运动，被公推为领衔代表。
他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
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后，请愿运动结束。
孙洪伊又积极从事组织政党的活动，筹划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11年6月4日在北
京成立宪友会，任常务干事。
民国成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组织，回北京后又组织了共和统一党。
孙也一直在谋划组织大党，策划请梁启超回国，并在袁世凯和梁启超之间进行联络。
但后来进步党成立时，孙与梁、汤之间发生分歧，开始趋向消极，并转向国民党方面。
当时人物的政治思想并不成熟，每因人事、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跨党和党派分合非常频繁。
梁启超看到国内政治局势缓和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日本回国，不知道踏上共和后的国土，他
这个保皇派会遭到什么样的际遇，也许人身安全也会有什么问题。
在他眼里，革命派都是一帮“暴民”。
10月8日，梁启超乘坐的轮船到达天津，孙洪伊率民主党人热烈欢迎并负责招待。
出乎意料，梁启超在天津竟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上至政界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最初3天，
每天访客达200多人。
据说张謇、黄兴也在天津专门等了他3天，要和他见面。
他们实在是有事，等不得了，才离开天津，未能拜会。
国民党中也天天有人到天津来，很客气地邀请他人党，担任理事职务，但都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了。
梁启超回国后，居住在天津，一时没有进京活动，但一直在策划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一个与国民
党对抗的大党。
大体已有眉目，准备以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
当然，这个党的灵魂不是黎元洪，而是梁启超。
但为什么一定要拉上黎元洪呢？
这里就有很多政治的权谋。
早在1912年初，梁启超在活动组织政党时，政闻社员徐佛苏就建议梁启超利用黎元洪，其中关键的一
条理由，就是黎元洪手中有军队。
他认为，将来的中国(当时清帝尚未宣布退位)是平民政治，大家都是平民，各党相持不下，谁来评判
胜负？
所以，“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
5月间，康有为的弟子麦孺博给康的信中，也提到利用黎元洪的问题，他主张只能利用黎来张大自己
的势力，不可以让他有实际的势力，否则，“势虽张而党非我有”。
这样的密室权谋，是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
而且，政党要有军队做靠山，这不就意味着内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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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智商还计算不了如此深远的后果。
梁启超一心以为，这个合并后的大党，在选举中一定胜利可期，他自己就要亲。
临前线，身先士卒，大显身手了。
10月20日，梁启超觉得各方面联络得差不多了，就从天津前往北京。
他到北京更是无比的风光，总统代表、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政党要员、各报记者和梁启超的私交
等，数百人在正阳门(前门)车站迎接，随即前往灯市口德昌饭店，参加到京后的第一次欢迎会。
袁世凯原先已为梁启超准备了前清军警公所的官舍，作为下榻的地方。
但听到梁启超随口说的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李文忠(李鸿章)人京皆住贤良寺”，立马为梁启
超准备在贤良寺人住，极尽笼络人的能事。
用传统的话说，叫礼贤下士。
不过，时代不同了，梁启超还要摆摆架子。
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认为，梁启超只适合以个人资格接受社会欢迎，不适宜接受政府的特别招待，以免
授人口实。
所以，另外找了个地方住。
梁启超到京后，即与袁世凯密谈了一次，袁世凯又盛宴款待了他一次，28日，总统府又开欢迎会，国
务员全体作陪。
梁启超和袁世凯谈得很融洽，袁世凯答应，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
梁启超想不要吧，又怕反而引起袁世凯的猜疑，何况，自己的开销实在太大，没有这点钱也支撑不下
来，也就接受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袁世凯答应，梁启超组成大党之后，就帮助他20万元。
梁启超还不满足，认为不够，至少要50万兀，只好到时候再同袁世凯交涉要钱了。
住住官舍，算不得大事，却很是要面子，摆谱不住。
偷偷地要人施舍，这简直是被人收买了。
真所谓英雄气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办事，还能有独立性吗？
怪不得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没有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在经济上
首先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人。
梁启超、徐佛苏他们，既要靠袁世凯支持，又要靠地方军人支持，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呢？
可惜，他们没有资产阶级可以依附，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很幼稚，所以，也组织不了由资产阶级予以财
政支持的政党。
梁启超在北京受到各界空前热情的欢迎。
尽管仍有一些国民党人反对他，但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宴请他。
他到处演说赴宴，除袁世凯外，政界要人都来主动拜谒，忙得团团转，在众人吹捧之下，也搞得轻飘
飘的。
梁启超用日本人的评论话语，说自己“人气集于一身”。
他在11月1日给女儿的信中，形容北京的欢迎气氛是“举国若狂”，自己在北京的12天，“各人皆环绕
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北斗星)。
他以为各界对他的欢迎，超过对孙中山、黄兴的欢迎十倍。
各界对他的欢迎是诚心诚意的，而对孙中山、黄兴的演说，常常有人嘲笑。
他在北京被人推为“雄辩家”，但他自己认为不长于演说，只是中国人水平太低了。
梁启超的这种自大心态，也太俗气，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暴露了他个性的弱点。
台北学者张朋园先生，说梁启超面对革命派的成果——共和国，不免相形自惭，内疚，由自惭、内疚
而有所不安，由不安而自卑，由自卑而转向反抗。
因而，梁启超一定要追求自我存在的理由，寻找压倒革命领袖的气势。
不过，梁启超毕竟是天赋极高的人，他的辩才也确实很好。
他说，从前的立宪党，因为自己的主张失败，一个个灰心丧气的，经过他在报界的一次演说，又一个
个勇气百倍了。
他说的一番道理，确实很能提振旧立宪派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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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0月22日的一场在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他说：去年9月以前，君主还存在着，但政治败坏到了极点。
忧虑国家前途的人们，对于政治改革问题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政治越来越腐败，让君主遭到人民的
痛恨，加速自己的灭亡，这是民间所说的“苦肉计”的办法，所以，对于清政府的失败政策，不屑于
进行补救，只是从事秘密的革命运动。
另一派，则不忍心看到人民的痛苦，希望处处设法补救。
主张实行立宪，用它套在清政府的头上，要它设立各种各样的法定的民选机关，好用民权作为武器，
和清政府战斗。
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的说法振振有词，也不无道理．只是后来事实证明，两派都归于失败，还没有找到中国社会前进的
道路。
他们只是自以为是，认为只有自己执政才可以救中国。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到社会上去寻找支持自己执政的社会力量，说穿了，仍然只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
孤芳自赏，要依靠英主明君。
要不然，他们也不必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开明之上了，更不必拿袁世凯的钱了。
现代学者很欣赏梁启超的很多政治主张，但是，我们看到，理论主张和实际行为之间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从他前面的许多行为方式中，就可以看到他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而说不上是一个现代的政治家
。
为了避免误会，我在这里仍然要重复一遍，我们并非仅仅批评梁启超一个人，而是强调那个时代特征
。
我们按照现代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实在找不出一个理想人物，我们只好回到历史的客观场景中去
。
梁启超在北京活动了12天，度过了令人兴奋的荣誉时刻，回到天津以后，他的亢奋的心情又沉沦了。
原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骨干，虽然都是前清立宪派人士，政治立场本来比较接近，但共和党内
的民社派，原是发动武昌起义的骨干，而民主党的中坚人物汤化龙，原是湖北谘议局议长，他们之间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就发生了许多矛盾，一直解不开，很难合作。
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使梁启超组织大党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
为此，梁启超对那几个民主党人恨得牙痒痒的，只好在天津办了个《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
民主党人因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博大，志同道合，把他请回来当领袖，也不料想，一到具体问题上，
自己和梁启超也不容易合得来，反而遭到梁启超的嫉恨。
梁启超的组织能力和行政能力，也实在无法让人恭维。
随着时间的推延，我们慢慢就看到他十足的书生气了。
这时，国会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立宪派也是以国会为其政治生命的着力点的，梁启超对于
这场空前绝后的选举，作为政治领袖，竟然无从着力。
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孙中山自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即在社会上活动，虽然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
，但不愿意再卷入政治角力。
《临时约法》规定了临时政府的期限，但孙中山也没有去关心参议院关于未来选举事务的法规制定。
他是一个乐天派，与袁世凯在北京的会谈，缓和了南北紧张的气氛。
他接受了袁世凯授予的组织铁路总公司的任命，自9月17日离京后，多数时间在各地考察，规划他的铁
路计划。
先后到了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于10月3日回到上海。
不久，又沿长江西上，视察各地，到达安庆、南昌，10月31日回到上海后，于11月14日开办中国铁路
总公司，并曾一度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访问杭州等地。
他除筹划铁路有关事宜外，发表过社会主义的长篇演讲，继续向袁世凯建议迁都、联日，抵抗俄国侵
略蒙古地区的政策，但只是顾问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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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社会上解释政党应有的素质和道德，以及政党政治的原理。
他在同各政党接洽时，常常提倡政党要注重道德，注重纲领，避免意气之争。
那不过是一些政治原理的普及工作，并不如章士钊那样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
他虽然在访问南昌的时候，在李烈钧的陪同下，曾经检阅过军队，但也不表明他要准备战斗。
整整4个月间，孙中山作为建立共和国的元勋，却没有为正式国会和正式政府的建设做过什么事。
而在政界一般人眼里，那是巩固中华民国的头等大事。
孙中山能够长期作为革命的领袖，自有他特殊的气质和度量。
他的独特的活动方式，也对党内的稳健派和激烈派起着平衡的作用。
孙中山认为，在现在的局面下，无论什么人执政，都不可能有大的成就，只从事政治竞争，国家只会
越来越混乱，必须使政局稳定，首先从事经济建设。
他并没有期望袁世凯在政治上有多“民主”，但希望能维持一个小康局面就可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孙中山讲得很有道理，虽然严酷的历史生活，并没有如人愿。
如果按照历史学界常用的假设法来推演历史，我宁可演绎孙中山的逻辑：如果宋教仁能够听从孙中山
的话，让袁世凯在政治上独裁去吧，只要袁不当皇帝，国家政局稳定，政治上总比清王朝要好一点，
好好地和孙中山搞经济建设，革命也就不会发生，又正好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不遇的历史机会，
中国和平发展就快捷多了。
各位想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政局很混乱，经济尚且发展了，如果政局平稳，岂不发展更
快？
宋教仁和袁世凯竞争政权，要什么责任内阁，得到了什么好处？
当时，中国的4亿人口，多数人连民权的ABC都不知道，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索性写了一本《民权初步
》，像教小学生那样，从民权的ABC教起。
可惜，历史发展的因素，比当时人能看到的更复杂，比我们现在设想的更要复杂得多，4亿人的思想
，又有谁能去统一了？
我们只好平心静气地考察历史的自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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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同时，西学也开始在中国发生影
响。
事物总是呈现正反两极。
清王朝的崩溃，不仅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传统王朝的自然衰落。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长期处于超级的文化大国的地位，所谓天朝上国，因此，文化极具保守性
。
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才开始认识到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
当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运动的时候，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储备极端匮乏。
推而广之，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都不具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人才队伍。
这是民初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总希望引入西方立宪民主制度，来挽救中国社会的沦落。
但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社会生活，仍然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条件之下
，文盲人口占了80％。
没有现代专业知识分子队伍，更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
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植入传统社会之中？
民初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士大夫因应王朝崩溃的策略，发生变
异。
他们以为，简单地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挽救中国社会的解体。
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非常幼稚可笑。
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
起。
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
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志士仁人，任劳任怨地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虽然不属于本书的叙
述范围，但他们的意义，与政治的进步同等重要。
可以说，这是政治进步的真正基础和前提。
如果我们本质地看问题，政治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固然有交替上升的形态，但从长时段来观察，则
基本上是同步的。
我们不可忽视了任何微小的社会生活的进步。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
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
为孤家寡人。
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必须从基层动员着手，这是条无可避免的艰难道路。
诚然，袁世凯的政治思想要比满清贵族开明一些，袁世凯时期的权威主义，也比清室要开明一些。
所以，当袁世凯从形式民主向开明专制倒退时期，由于形式民主毫无生命力，袁世凯的统治既得到进
步党人的赞助，也使处于社会关键地位的幼小的资产阶级阶层对它寄予希望。
袁世凯的权威主义也得以稳定、巩固和强化。
然而，当袁世凯的统治稳定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集团，越来越表现出在旧体制内养成的狭隘利
益倾向，从而缩小了他的统治基础，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戒，妄想进一步恢复帝制，强化自己的权威，以此来稳定和扩大一己的利益，搬起
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身败名裂。
他的继承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孙中山虽然以实现民权为最终目标，而其革命实践，则是实施权威主义。
对于一场不妥协的革命来说，这是无可避免的战斗体制。
然而，这种战斗体制，带有创造时期不成熟的弊病，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曲折复杂，有时甚至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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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难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按部就班地走向民主共和。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中国社会虽然进行着争取民主共和的顽强斗争，但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的
土壤，因而难以成立。
这是时代的悲剧。
现实的政治，还只能导向不同形态的权威主义，共和制度的出现只是一种权力制衡时期的假象。
孙中山后来解释当时的情景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
，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
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
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
”在这样的条件下，孙中山解释民国为什么得以成立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
反对共和呢？
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清朝投降革命党
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
。
”也就是说，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真心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称霸一方。
因此，各路军人有了地盘以后，无论他是否参加过辛亥革命，都成了军阀。
辛亥护国之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的、野蛮的权威衰落了，而新的革命的权威还难以形成，“开明专
制”也穷无所归，中国出现了一段既缺乏民主也缺乏权威的混乱时期。
本书在低调中叙述这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段难以绕越的历史过程。
历史前进的路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没有直线的运动。
我们不必哀伤惋惜，不必长吁短叹，不必义愤填膺，不必痛心疾首。
我们需要理性地理清历史运动的脉络，增长我们因应社会变革的智慧。
任何社会变革的成功，仰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但这是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并需要长期积累。
仅仅是几个人到国外留学几年，学一点西方文化的皮毛，加以机械引进，是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的。
不过，这也是一个积累的代价，如同我们自己也不能轻忽了幼年时代的努力和积累。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和历史，任何的挫折和失败，都在为伟
大的创造积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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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困境与挫折(下)》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3年中国政
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
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
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
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
素。
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
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
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
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
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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