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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生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
　　《闲话》丛书期待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　　和殖
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闲话》恳切期待着您的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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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
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
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的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
不料，仅过了_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隔天而逝，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
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
幸好在最后时刻，宅心仁厚的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
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
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
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
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
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汽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侍
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
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
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
”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
”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赣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国朝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
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
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勖的亲笔信。
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勖一再向摄政王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
因原湖广总督瑞潋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
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
的？
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
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
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俺脚病还没好利索呢，去年左胳膊也开始受牵连（“惟臣旧
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无法出来工作，谢谢啦！
载沣无奈，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任内阁总理大臣，调回京
城，主持全局。
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
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了。
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
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
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
方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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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
到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的黄兴的回电，黄克强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
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的是“大统领”：    中华民国大统
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袁氏闻此言后，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满清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项城，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的夙愿的
因素。
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如愿成为民国大总统，醉心于“帝王学”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
不过，老袁乃公认的治世之能臣，布局之高手，知道哪颗棋子儿应该下在哪个位置。
他并未如杨度所愿将内阁总理的位置留给年轻的杨皙子，而是派人到青岛请回了前清军机处的同僚徐
世昌为宰辅。
无奈，嘴上无毛的杨度只好悻悻地和一把胡子的徐世昌换了位，他跑到青岛做寓公去卜在男子蓄胡为
时尚的中国上流社会，杨度一生不留胡子，也是其特立独行的一小佐证也。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
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们，便纷纷
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
在众多寓公里，杨度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
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_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式洋
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寸砖片瓦！
    不过，虽不是前朝重臣，但杨度的才干还是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共同尊重——这
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
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袁世凯邀请国民党两大领袖孙文、黄兴相继入京会晤，杨度即因与双方均
有密切关系而应邀从青岛赶回北京。
    尽管国民党已是国内第一大党，但面对人家的邀请，他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难听！
他告诉黄兴：贵党只有“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
他反对由某一党派操纵内阁，哪怕其党魁是好朋友。
正努力谋求组阁的国民党人闻此恶言，对他恨之入骨。
难怪早就有湖南人宣判其为“汉奸”了，不是孙中文专电湖南都督谭延闾，令其保护杨度之家属与财
产，杨氏一家没准儿早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重返京城的杨度，这一次，还是没被安排到他满意的位子上。
此时，他看不上眼的梁士诒已经是总统府秘书长，因事事要先经过他而被人叫成了“二总统”；梁启
超也已经回国，内定要当财政总长，而杨度是内定的交通总长。
交通部是北洋政府权力与实惠很大的一个部，管着全国的路、电、邮、航，正可由杨氏实践他的“金
铁主义”。
不想老袁不愿让“不是自己人”的梁启超把握财政大权（时梁为中国进步党领袖），想来想去，只给
了梁氏一个司法总长的位子；财长一时无合适人选，便嘱总理熊希龄自兼。
如此一来，总理多坐了个总长的位子，大家就要挨个儿往后挪，结果，交通总长的交椅让老资格的周
自齐坐去了。
老袁又授意让杨度当教育总长。
哪想到这位狷介的士人竟嫌清水衙门有职无权，嘴唇一撇，对熊希龄说了句：“本人帮忙不帮闲”，
便拂袖而去。
    “二次革命”被弹压后，国民党成了叛乱团体，被大总统下令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被取缔，直接
导致国会瘫痪。
老袁便另组“政治会议”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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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机会之光又在杨度眼前闪了一下——老袁曾有意让杨度担任议长。
但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把头把交椅送给李鸿章的后人李经羲去坐了，他更需要旧势力的支持。
杨度为总统府特派的八议员之一。
五个月后，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撤销，杨度又被老袁指定为参政院参政。
    这其间，虽未做成大官，却甘心做了一回小官一“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此官隶属农商部，临
时官差，只半年，实在有些委屈他了。
兴许与其“工商立国”的理想有关，故他欣然南下：    这一年，他还做成了两件好事，似应单独一说
。
    一是与主持湖南明德学堂的胡元俊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签订了—一项协议，促
成了后来著名的湘雅医院的诞生；一是终于说动恩师王闽运离湘抵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半年后王夫子
离职回籍，他则以副馆长“护理”（代理）馆长。
    P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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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实现“帝王学”的机缘了！
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
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帮助国民党！
　　——李洁　　　　当年的杨振声出于对干女儿方瑞的喜爱，曾经建议邓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
，说是留在家里才好培养成为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于是，走不出家门的方瑞，便与她的干爹杨振声之间，发生了一段既不热闹也没有结果的桃色情事。
　　——张耀杰　　　　钱穆向来反对学潮，只埋首故纸、钻研学问，是一位处在边缘状态的学人。
没想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了胡适、傅斯年、钱穆三个人名，把他们归到“被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一类中。
钱穆费解。
　　——张昌华　　　　胡适最失败的一个举动应该是他“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几次“善后会议”，
因此，他受到了此前彼此关系不错的邵飘萍的尖锐批评。
邵飘萍讥讽他是善后会议中的“江湖派”，所谓“段同乡亦到会捧场，其函中有‘愿试一试’之语，
盖仍为胡教授《尝试集》的腔调”云云。
　　——散木　　　　刘霓君似乎总在追寻、朱湘去了，她来了；朱湘去青岛，她赶到青岛，朱湘又
到北平，她赶到北平，朱湘又到杭州去了⋯⋯总之，好像走马灯似的，彼此不碰头。
刘霓君结婚时的金项链。
当了300元，就在追寻期间用掉了。
他俩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幼子，不到一岁，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地饿死。
　　——李明　　　　刘思复的革命生涯，早在十八九岁时就拉开了帷幕，这在同时代人中并不算早
，但短短几年里，他就领悟到革命二字的真谛，即以个人生命为代价，用暴烈行为唤醒沉睡社会，撼
动腐败满清。
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他日后成为同盟会中最热衷实行暗杀之人。
　　——张功臣　　　　光绪亲政后，翁同龢立刻权倾朝野，担任朝廷决策中枢要职。
但翁同龢只会纸上谈兵，他的本钱是那些已经过时无用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类的华章调句。
开口文章词藻，闭口道德心性，对国家治理和用兵打仗是个十足的外行。
　　——傅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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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臧杰主编的《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生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
    《闲话》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同路殊途》收录了：《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晚清支那暗杀团人物寻踪》、《光绪：权力
博弈中的罪与罚》、《同路殊途：胡适与邵飘萍》、《施蛰存与民国报刊》、《钱穆：拾级而上的“
草根”》、《曹禺的男权美梦》、《1930年，一座后殖民地城市里的文人生活》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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