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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佐藤铁治郎为一名日本记者、报人，曾在中国、朝鲜生活居住约三十年，20世纪初在天津日
租界经营时闻报馆，利用其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袁世凯的资料，撰写出这本(《袁世凯传》。
传记展示了纨绔子弟袁世凯如何从朝鲜发迹，又如何通过小站练兵成为大清的柱石，以及他如何罗织
自己的关系网，如何被罢官的诸多细节。
    该书最早由时闻报于1909年5月5日印刷。
可正准备装订成册时，时任农商工部参议的袁克定(袁世凯长子)向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同
时面见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小幡酉吉讨说法。
天津一名袁世凯提拔的蔡姓官员也向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销毁这本书。
这时，天津租界西村警察署长只好通知佐藤铁治郎，在没有得到警方通知前，此书不准上市。
为了避免影响清朝和日本关系，日本驻京公使只好责令日本天津领事馆妥善解决。
最终双方协商由袁克定付钱购买该书的印刷品，佐藤铁治郎在收到钱后把印刷品送交租界警察署，然
后由袁克定的代理人负责销毁。
    佐藤铁治郎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天津办报，在朝鲜、清朝、日本三国活动频繁，所以传记对袁世凯
驻扎朝鲜时期的记述比较多。
书中所抄录的来信、电稿、笔谈等，特别是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的条例规章、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
很多内容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而本书对于袁世凯编织关系网的描述，不单对于我们了解袁世凯其人，而且对于了解晚清历史不无裨
益。
不然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也不会“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供参考之处”，更不会有保留孤本散
叶样本的决定了。
当然对于一个日本记者在一百年前，用中文写就的著作，各位看官也须擦亮眼睛，以免盲人摸象失之
偏颇。
    吴小娟    2012年5月15日于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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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三十年中国、朝鲜观察的精粹，因为解密了很多晚清民国要人隐私，
遭到了袁世凯长子和天津官员的封杀，以致孤本尘封于日本外务省百年之久。
书中对于袁世凯朝鲜发迹情况记述颇多，而所抄录的来信、电稿、笔谈等，尤其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
的条理规章，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很多内容现在已很难找到。
无怪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也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参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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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佐藤铁治郎，日本记者，报人，曾在中国、朝鲜居住约三十年，20世纪初在天津日租界经营时闻
报馆。
当时不少天津百姓经常向该报馆投递读者来信，反映天津地方的政俗民情以及百姓呼声。
出于职业的敏感，佐藤铁治郎将此类资料积累编排。
后来他依据这些百姓投书以及他在中国、朝鲜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撰写了这部《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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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自序
第一章 在朝鲜的日子
　第一节 好男儿当兵去
　第二节 袁世凯，我看行
　第三节 护君使者
　第四节 我大院君，又回来了
　第五节 朝鲜太上皇
　第六节 朝鲜出了个东学党
第二章 练兵，练兵
　第一节 甲午有片飘零的云
　第二节 我，袁世凯招兵了
　第三节 康有为来了，快跑
第三章 天子脚下是非多
　第一节 感谢北京荣将军
　第二节 巡抚山东
　第三节 袁世凯办事，我放心
　第四节 大官难敌二哥
　第五节 不改革，吾宁死
　第六节 混在军机的日子
　第七节 无官一身轻
第四章 晚清改革先锋
　第一节 只愿不是满族人
　第二节 我练兵，你立正
　第三节 当义和团遇上袁世凯
　第四节 警察难做
　第五节 再穷不能穷教育
　第六节 再苦不能苦留学生
　第七节 中国司法奠基人
　第八节 君主立宪　第一人
　第九节 李鸿章的接班人
　第十节 实业救中华
第五章 袁世凯为什么能
　第一节 异类袁世凯
　第二节 没有太后就没有袁世凯
　第三节 都是 （ 康 ） 圣人惹的祸
　第四节 性格决定命运
　第五节 用钱敲开王爷门
　第六节 曾经沧桑难为水
　第七节 感谢北京李公公
　第八节 袁世凯与他的小站人
　第九节 外国公使眼中的明白人
第六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一节 “我”不是曹操
　第二节 伊藤博文、俾斯麦没啥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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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曾国藩、李鸿章也不是腕
　第四节 张之洞更不事儿
跋
附录 袁世凯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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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袁世凯，我看行袁世凯真正置身军界，是从朝鲜壬午之变的时候开始的。
壬午之变发生的根源在于日清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所以要了解袁世凯的事情，就必须先知道日本和
清政府的交涉情况以及朝鲜变乱产生的原因。
在日本的明治初年，朝鲜一味依赖清朝，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不与其他国家互相往来。
我日本国的君臣见东亚局势艰辛，担忧唇亡齿寒的事情发生，于是劝朝鲜变法自强，不要光有依赖的
心理。
清朝却把朝鲜当做自己的藩属国，对朝鲜的内政进行干涉，但凡朝鲜朝廷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和身在
远方的李鸿章商量。
假使清政府真的能够做到奋发图强，加强军事以抵御外敌入侵，那么清朝以上的做法还有说得过去的
地方。
然而清朝自己内政不修，边境缺少防备，自己国家的事都顾不过来，还夜郎自大，这就造成了日本和
清朝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大相径庭。
朝鲜一些有识之士感恩于日本的忠告，有了独立自强的志向。
而那些朝鲜的顽固者受到清朝的笼络，仍然想依赖清朝，以小国侍奉大国为宗旨，两个党派的争端也
因此而产生。
感恩于日本的忠告而省悟的是独立派，奉行依赖清朝政策的是事大派。
日本明治十五年，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美国派海军中将拉斐尔为全权大臣，驾着军舰来到朝鲜
，要求和朝鲜缔结条约，开始通商。
因为朝鲜的内政外交都受到清朝的干涉，拉斐尔于是先到清朝拜见了李鸿章。
这正是美国人的外交手腕。
李鸿章没有明白美国人的用意，误以为美国要和朝鲜缔结条约，先来通知他，这表明美国承认朝鲜是
清朝的藩属国，于是答应了美国通商的要求，并请拉斐尔在天津议订草案。
李鸿章一面嘱咐朝鲜国王派遣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订条约草案，他满以为清朝可以成为
此次缔结条约的主导者，于是在条约草案的第一条就写上了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
美国大臣见到这份草案后严词拒绝，李鸿章也无可奈何。
等美国大臣到朝鲜时，清朝派遣水师提督丁汝昌来到朝鲜，强迫朝鲜在条约内声明朝鲜是清朝的藩属
国。
朝鲜迫于形势压迫，在条约之外另给美国大臣一个照会，声明自己是清朝的藩属国。
美朝签订的这个条约对朝鲜极为不利，条约订立之后，朝鲜人心里都非常痛恨清朝，都知道清朝不足
以依靠，想脱离清朝的束缚而争取国家独立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朝鲜的大王昏庸懦弱，王后闵氏专横淫乱，控制着朝政大权。
朝鲜大王的父亲大院君叫李昰应，他极为不平，想清君侧，整朝纲。
加上朝鲜受清朝逼迫，和美国缔结了屈辱的条约，群情激愤，大院君便在暗地里对民众进行煽动。
此时恰好碰上朝鲜京城因为合并军营，造成士兵缺少粮饷，给军士发了一些无法食用的粮食。
于是，七月二十三日，士兵高喊着聚集在一起，直奔长官府邸，大肆屠戮，闵氏一族被杀者尤其多，
此次事件逐渐蔓延到日本的使馆。
日本的花房公使差点被杀，日本商人和民众的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害。
幸亏公使逃到了济屋浦，被英国船只救起，才得以将此消息报告给日本政府。
当时清政府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了老家，代替李鸿章处理事务的是张树声。
张树声听到朝鲜的急报后，立即命令吴长庆带军队到朝鲜平定变乱。
这是袁世凯在军界初露端倪的一个大好时机。
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磨砺了许久，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一试身手的机会。
他听说有军情，于是自告奋勇要求报名参战。
吴长庆的军队由于长久驻扎，没有操练，军队战斗力非常衰弱。
现在军队整装待发，可是军官借故躲避，士兵到处逃窜，营务处以及各营的武官都纷纷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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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吴长庆痛恨手下退缩不前的时候，袁世凯却请战，吴长庆欣喜异常，对袁世凯大加表扬，并派遣
他为援朝鲜的先锋委员，率领二百名亲兵先行开赴朝鲜。
袁世凯得到军权后，他的党徒也都得到了委任。
袁世凯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到达朝鲜后随即大肆杀戮。
当得知变乱的起因是由大院君煽起之后，袁世凯表面上派兵保护大院君，实则暗地里将大院君囚禁起
来，静等吴长庆的军队和丁汝昌的水师军舰到朝鲜后，再对大院君进行发落。
此时，我日本国的花房公使也带领海陆军队进入朝鲜京城，向朝鲜兴师问罪。
朝鲜答应给日本赔款五十万元，并同意我日本国派驻二中队的守备部队，保护日本使馆的安全。
当日本公使和朝鲜朝廷谈判时，袁世凯经多方侦探，打听到日本和朝鲜的协议已经达成，日本还获得
了一定数量的赔款，他对此忿忿不平。
当时袁世凯的权力还不能直达清廷，只能鼓动吴长庆、丁汝昌等人，立即将日本向朝鲜索要赔款的事
情上报给清政府，想通过一些手段对赔款一事进行干涉。
清政府于是命令驻东京的清政府公使和丁汝昌出来调停此事，而日本则坚决不同意。
袁世凯于是向吴长庆建议，可先将大院君擒拿审问。
于是清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下，交给了丁汝昌，送到天津交给李鸿章审讯。
作为国君的父亲，无缘无故被逮到别的国家，已属天下奇闻，而现在又交由李鸿章进行审讯，只有暴
虐荒诞的清朝，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韩王昏庸懦弱，此事岂能善罢甘休。
清军驻扎在朝鲜名义上是为了肃清朝鲜的内乱，而实际上则是到处制造事端，加上袁世凯所带的亲兵
，多是他家乡的一些无赖之徒，这些人穷困多年，自认为这次出征来到的是清朝的藩属国，所以肆行
暴虐，无所不为，朝鲜几乎没有一寸干净的土地了。
当时各种新闻报纸都纷纷登载吴长庆军队的种种暴行，就连清朝的御史张幼樵（按：张爱玲祖父，李
鸿章的女婿，字幼樵）也上书弹劾吴长庆。
清政府命令李鸿章责罚吴长庆治兵不严，并查办军中的闲散人员，将他们遣送回国。
吴长庆本是个谨慎的人，在清朝的军界颇负盛名。
这次不仅受到各家报纸的负面报道，还受到清政府的训斥，于是他将全军的武官都集中起来大力进行
整顿。
当时军中有个跟随吴长庆多年的参将叫黄仕林，战功卓著。
他手下的人曾抢到一名相貌漂亮的民女，打算献给黄仕林，但却被袁世凯手下的人抢走了。
黄仕林到袁世凯处索要，袁世凯置之不理（另一种说法是此女已被袁世凯占有），黄仕林因此嫉恨袁
世凯。
此时正好吴长庆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会商，黄仕林趁机向吴长庆汇报说：“所有这些坏事都是袁世
凯带的亲兵小队干的，我看到后曾告诉过袁世凯，但他竟然置之不理。
”袁世凯听说后，强忍着没有发作，等到第二天出去巡查的时候，恰好碰上黄仕林的手下闯入朝鲜民
宅强奸民女，袁世凯将其就地正法示众，随后才向黄仕林禀报此事。
不料想，袁世凯所杀之人正好是黄仕林最为亲信的人，黄仕林痛恨之极，拿着手枪径直来到袁世凯的
住处。
此时袁世凯去向吴长庆通报此事尚未回来，黄仕林愤怒之余将袁世凯的房间破坏了一番才离去。
袁世凯的手下到吴长庆营中去禀报此事时，黄仕林也杀到了吴长庆营中。
吴长庆见黄仕林来者不善，就令袁世凯暂且躲避一下。
黄仕林到后，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有要了袁世凯的性命才能甘心，即使是在长官面前也毫不顾忌。
之后不久，吴长庆把黄仕林调到别的地方，将他与袁世凯隔绝起来，才解了此围。
几天后，袁世凯的马夫随着袁世凯出巡，怀里揣了一件女人的衣服，被袁世凯发觉，袁世凯盘问他衣
服的由来，马夫支支吾吾，没说出个由头，袁随即将他就地处斩。
庆军在袁两次重罚之后，军纪陡然严明，即使是袁世凯的亲信和爪牙也都大为恐惧，朝鲜的全境也因
此稍稍有所安定，吴长庆大力表扬袁世凯能治军。
明治十六年，也就是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清朝需要筹备海防，想调吴长庆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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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回国。
但因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有两个中队的护卫部队，为了与日本在朝鲜相持抗衡，清廷只调吴军的大半回
去驻守海防，在金州大连湾等要害部位留下了1500人驻守朝鲜。
这1500人需要有个统领，于是吴长庆向李鸿章推荐了袁世凯，称袁世凯的才能和智谋可以胜任。
李鸿章批准了吴长庆的建议，派袁世凯担任庆军营务处，袁世凯终于有了统辖三军的权力。
“袁世凯”这三个字也终于传到了李鸿章的耳朵里。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
——毛泽东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李鸿章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伊藤博文这本袁世凯传记，是一个日本记者的作品，堪称是一本难得一见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著作
。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被尘封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几乎一百年之久，不为世人所知。
作者是当时驻天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他长期生活在朝鲜和中国。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该书详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经历，以其过为过，以其功为功，英雄末路，
坎坷陷于不遇之境，时势交逼，再至于立世之时。
总之，作者欲以满腔之热诚，寄同情之心，期以破清国朝野人士迷顽之心，除此之外殆无他意。
袁氏也可能赞成而喜其得知己于邻国。
——日本外交界的中国通 郑永邦这部书的用处不仅有助于袁世凯研究，也有助于晚清史研究及新《清
史》的编纂。
佐藤铁治郎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经常活动于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所以他对袁世凯驻朝期间之行事
记述较多，同时还记述了清朝与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牛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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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讲述中国宿敌日本记者眼中的袁世凯。
尘封日本外务省百年的孤本传记首度出版，再现一代枭雄励志发迹史，袁世凯长子、天津官员、日本
领事馆都要封杀的绝版传记终获发行，重温治世能臣力主改革的心路历程。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袁世凯传>>

名人推荐

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该书详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经历，以其过为过，以其功为功
，英雄末路，坎坷陷于不遇之境，时交逼，再至于立世之时。
总之，作者欲以满腔之热忱，寄同情之心，期以破清国朝野人士迷惘之心，除此之外殆无他意。
袁氏也可能赞成而喜其得知己于邻国。
 ——日本外交界的中国通 郑永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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