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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
*

———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

杨天宏

内容提要 在 1922 年至 1924 年的历次民意调查中，军阀得到平均 29. 20% 的支持性投

票。这说明在两次直奉战争之际，民意中的军阀尚属两分，薰莸同器，并未形成整体负面

形象。这并不是说军阀及军阀政治不存在问题，但其问题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

而是国家制度建设出了差池。民初各根本法及配套法规标榜分权，却未处理好立法与行

政的关系，尤其未处理好不同行政机关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的关系，造成亨廷顿所说

的军人“合法”地参与或干预政治的制度条件，而军队的私属性质又恶化了这一局面。军

阀中一些派系曾试图摆脱这种状况，实现国家统一，但因“北洋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无以

解套。而国民党却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通过改组，与传统政治分道扬镳，建设起一支由

政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军队。民意因此而改变。1926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军阀得票暴跌，

国民党得票剧增。北伐最终取得推翻军阀统治的胜利，从这一时期民调中南北两方得票

率的变化，可窥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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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革命包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方面内涵。民族革命是要反对外国列强，争取国

家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内涵前后有所变化，辛亥之前是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民国建立后，中

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并未稍减，国人进入长达十余年的探索时期。国民党“一大”之后，在苏俄指导

及中国共产党的推进下，军阀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其“主子”一起被确定为革命目标。这一革

命目标的确立，使民初在黑暗中摸索的国人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推进了国共合作下包括军事北伐

在内的“大革命”的开展，结束了军阀割据混战局面，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军阀及军阀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军阀系

一极端负面的存在，研究者对其大多是做全称否定判断( 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 ，认为军阀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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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近代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 1912—1949) ”( 18AZS016) 的阶段性成果，并列入四川

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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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之貉，整体形象丑陋，且忽略其前后变化; 同时认为军阀统治的北洋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

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①

这一认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逐渐固化。国民党的宣传且不论，知识界也多持此议。梁

漱溟就认为，帝国主义、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他在 1930 年 4 月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指出: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

阀。”对胡适于此大敌视而不见，别出心裁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梁漱

溟予以严厉驳斥，他特别强调，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三尺童子”皆能

说者乃是常识，胡适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也是“我的意思”。②

这种源自“大革命”时代对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描述，反映了部分国人的观察认知，有其历

史依据，是研究军阀及军阀政治重要的思想与学术资源。
然而，北洋时期诸多民意调查在提供这一认知客观证据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些不同的历史面

相。首先，军阀自身的表现及时人对军阀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前，即

便军阀之间多次交战，一些军阀仍被视为结束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希望所在。苏俄记者维连

斯基曾称赞吴佩孚是“好军阀”。③ 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袖( 如李大钊) 也一度持此认知，致力于

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以推进国家统一。④ 其次，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军阀固然有“勾结帝

国主义”的负面表现，但在日本已成中国国家民族命运主要威胁的严峻形势下，军阀中的一些派系

坚持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场，在外交上联络美、英制约日本，符合民族主义上升语境下主流民意的取

向。不惟如此，军阀存在明显的个体及派系差异，有恶有善，同一军阀或派系，前后表现亦多变化，

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整体负面形象。
1924 年北京政变发生后，标榜武力统一抵御日本侵略实施民主政治并因此得到一定民意支持

的直系退出政治中心位置，沦落到曾被其列为打倒对象的割据性军阀的地步，从此军阀政治未见其

利而徒见其弊。与此形成对照，改组后的国民党军政集团在民意调查中得票剧增，开始被视为拯救

中国命运的新的希望。在“大革命”的政治语境下，经国民党宣传，加上军阀自我表现趋劣，军阀整

体负面形象逐渐形成。在 1926 年以后的民意测验中，军阀大幅丢失选票，近乎完全失却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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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军阀及军阀政治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认知的窠臼，但传统

认知的影响仍然存在。本文因系从民意调查切入，故“学术综述”偏重近代民意调查的研究状况。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杨天宏《〈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 12 伟人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项旋《1926 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

民意测验探析》，《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6 期; 杨程《党意还是民意: 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检验( 1928—1932) 》，南京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2 年。这些成果均系研究单一民意调查，无法借窥民意调查在近代中国产生及初期发展的历史全貌。国外目前尚

未见研究这一时期民意调查与民意的著作，仅有少量近代中国历史著作讨论与民意调查相似却有重要区别的“社会调查”，另有一

些著作提到个别民调，这些著作包括: Tong Lam，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1) ; J. E. She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Ｒ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 Harold Z. 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 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nent? Asia Quarterly: A Journal from Europe，3( 1975) ; Lucian W. Pye，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Ｒepublican China( Praeger Publishers，Inc. ，1971) 。遗憾的是，所列均非研究民意调查与民意的专论。有关民意调查的理论著作

仅见佐藤彰等著《民意调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9 年版) 。该书可供研究社会学理论方法参考，却与近代中国的民意调

查及民意无直接关系。
《梁漱溟致胡适函》《胡适答梁漱溟》，胡适:《我们走那条路》( 1930 年 4 月 13 日) ，“附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5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366、373 页。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 年 2 月 8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 1 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9 页。
包惠僧:《回忆马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1917—

1925) 》第 2 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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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将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涉及军阀的投票和主持者的调查报告，悉数搜罗，在分析数据的

基础上，梳理出军阀在各次民意测验中的得票率，并与调查资料之外的其他文献与史实相互印证，

做一个动态考察，庶几对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存在的军阀，获取较为完整的历史影像，补充修

正对军阀认知中的某些“前见”( preview) ，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北洋时期中国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

为北洋时期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奠定更加全面的历史事实与认识论基础。

一、民意调查中军阀得票率之动态分析

民意调查是以社会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局部调查寻求全体民意的调查方法，在中国大致兴起于

1920 年代初。1922 年 4 月，直奉交战，曹锟、吴佩孚获胜，国会恢复，民主国家须尊重民意的认知为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同年 8 月，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做了一次名为“理想政府各员选举票”的

民意调查。这次调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国运用社会学方法就国家政治问题进行的首次民意调查。① 之

后，各报刊、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效法，民意调查蔚然成风，各式各样的调查在“民意测验”“假选举”
“草选举”“名人选举”等名目下展开，截至 1926 年北伐开始，相关调查多达数十起，其中涉及军阀的调

查不下 10 起。② 这些调查，从不同时间、地点及社会层面，提供了全面认识军阀的珍贵史料。
《顺天时报》所作“理想政府各员选举”旨在征求对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选举

的民意。③ 据统计，从 1922 年 8 月 1 日至 28 日，该报共收到 5658 张有效票。投票人所在地区以北

京为最多，天津、山西、河南、九江、汉口、辽宁等地次之，西南各地因距京较远，交通不便，未收到选

票。报社本拟将得票者概行发表，考虑到人数过多，报刊篇幅有限，凡得 50 票以上者始得列名，余

则从略。兹将该报投票结果，按照正副总统、国务总理等得票多少之顺序，列表展示如下( 见表 1) 。
按得票数计算，在全数 5658 张大总统“选票”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得票 2147 票，占总票

数的 37. 9%。副总统得票人中可以算作军阀者，合计得 2198 票，占全部投票数的 38. 8%。国务

总理一职虽“候选人”较多，票数分散，但军阀得票同样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 1072 票;

徐树铮得 162 票; 靳云鹏得 75 票; 曹锟得 59 票。内阁各部，文职且不论，陆军总长投票，吴佩孚

得 731 票，排名第一; 而曾任海疆巡阅使的萨镇冰在海军总长选举中得 1340 票，遥遥领先其他军

界人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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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首次民意调查是 1922 年 11 月张耀翔在北京组织的时政问题问卷调查。( 张民军、程力译:《中国

的第一次民意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 123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9—260 页。) 还有学者认为，1923 年 12 月 17 日北大 25 周年校庆时所作民意测验“开我国民意调查之先河，开始冲刷我

国数千年言禁之堤坝”。( 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新闻研究资料》第 46 辑，1989 年，第 3—4 页。) 这并不准确。如果 1916 年

袁世凯伪造“民意”的调查不算，在有《顺天时报》1922 年 8 月所作民意测验的情况下，同年 11 月的北高师调查及次年底才举行的

北大的调查都算不上最早的民意调查。
当时比较著名的调查有: 东南大学的民意调查，北高师民意调查，1923 年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公民常识测验，《密勒氏评

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伟人问卷调查( The Weekly Ｒ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Ｒeview，Shanghai，China，from October 7，

1922 to January 6，1923.) ，《顺天时报》1922 年 8 月“理想政府各员选举”，天津《益世报》报道的上海国民党党部“对俄民意测验”，

北大 25 周年校庆民意调查，《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民国日报》1929—1933 年的 4 次民意测验( 对日民意测验、
反俄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元旦民意测验) ，中国大学 16 周年纪念的社会心理测验，湖南妙高峰中学的民意调查，湖南

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武昌高师之群众心理测验，旅京湖南同乡会的民意调查，1923 年《南洋周刊》的“假选举”。此外，《努力

周报》也作了“假选举”。
《理想政府各员选举票》，《顺天时报》，1922 年 8 月 22 日，第 7 版。
此次“总统选举”，段祺瑞得 2059 票，得票率为 36. 4%。黎元洪此时没有拥兵，徐世昌系北洋文治派，二人暂且不计，大总

统被选举人中被界定为军阀者除了段还有曹锟，得票 88 张; 副总统投票入围者有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唐继尧等军阀，分

别得到 705、647、537、237、72 张选票。见《民意中之理想政府员第二届投票结果》，《顺天时报》，1922 年 8 月 2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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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数据统计

姓名 得票数 百分比 姓名 得票数 百分比

总统

孙中山 2073 36. 6 段祺瑞 2059 36. 4

黎元洪 1041 18. 3 曹锟 88 1. 55

徐世昌 71 1. 25

副总统

黎元洪 1097 19. 7 孙中山 1010 17. 8

段祺瑞 705 12. 5 曹锟 647 11. 4

张作霖 537 9. 5 吴佩孚 237 4. 2

唐继尧 72 1. 3 王士珍 63 1. 1

载沣 56 0. 99 唐绍仪 52 0. 92

国务总理

段祺瑞 1071 18. 9 唐绍仪 955 16. 9

孙洪伊 294 5. 2 王士珍 239 4. 2

徐树铮 162 2. 9 顾维钧 99 1. 7

颜惠庆 90 1. 6 梁士诒 85 1. 5

康有为 75 1. 3 靳云鹏 75 1. 3

熊希龄 69 1. 2 朱深 67 1. 2

姚震 67 1. 2 梁启超 66 1. 2

曹锟 59 1. 0 王宠惠 58 1. 0

周自齐 50 0. 8

如果说《顺天时报》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与之有激烈竞争关系的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

《密勒氏评论报》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伟人”问卷调查。①

此次问卷调查从 1922 年 10 月 7 日开始。这一天，该报刊登公告并发放“选举票”，邀请读者选

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发表。公告制定了“选举”
规则与办法，强调被选举人须系“名望素著堪为一业中之代表者”; 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可附一

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的理由，选票在每期密勒氏报刊出，选举结果逐期揭晓。② 选举截止后，经

汇总统计，得票在 4 票以上的被选举人共 195 名，全部有效选票为 18904 票。③ 因一张选票可填写

12 位被选举人，以 12 除总票数 18904 票，投票者总数为 1575 人。若按同期其他“选举”20% 左右

的废票率计算④，投票人总数约在 1900 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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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见杨天宏《〈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 12 伟人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该报发布的公告对举办此次选举的原因作了说明:“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

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生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 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

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将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选举票中。”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Ｒ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Ｒeview，Shanghai，October 14，1922，p. 239.

Ibid. ，January 6，1923，p. 224.
在投票人不甚熟悉“选举”规则的当时，20% 的废票率应当是比较正常的。例如，北京高等师范民意测验共收到 931 张选

票，其中废票 179 张，占 19. 23% ，非常接近 20% 的废票率。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14 日、15 日，第 4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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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公布选举结果，并对进入前 12 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迹

简介。该报公示的“前 12 名”名单及得票情况如下( 见表 2) :

表 2 《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投票结果

排名 姓名 得票数 排名 姓名 得票数

1 孙中山 1315 7 王正廷 925

2 冯玉祥 1217 8 张謇 915

3 顾维钧 1211 9 阎锡山 724

4 王宠惠 1117 10 余日章 703

5 吴佩孚 995 11 黎元洪 671

6 蔡元培 969 12 胡适 613

资料来源: 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Ｒ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Ｒeview，Shanghai，

January 6，1923，pp. 224—225。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 12 个“大人物”中，被称为“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吴佩孚、冯玉祥、
阎锡山、黎元洪 4 人，共得 3607 票，占前 12 名总得票数 11375 票的 31. 71%。在次 12 名“大人物”
中，被视为军阀及类军阀者还有段祺瑞、陈炯明、李烈钧 3 人。总计在前 24 名中，军阀或出身行伍

者共占 7 个席位，比例为 29. 1%。得票在 4 票以上可列入“军事”类的被选举人有 39 位，其中不少

是军阀，占被选举人总数的 20%。
《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此举，开中国问卷调查之风，不久各地大、中学校闻风跟进，一些

社会组织也不甘人后，由此形成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热潮。
国内大专院校最早开展民意调查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 年 11 月 14 日，适逢北高师成

立 14 周年纪念，该校新创办的心理研究室决定开展民意测验，以窥“真正舆论之所在”。调查方法

为发放油印问卷，内含 8 问，包括“你赞成女子参政吗”“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那一本”等，其

中第 2、4 两问有可能关联军阀: 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 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

你最佩服哪一个? 问题要求即时答复，不记姓名，不许旁窥，答毕由答题人亲自或由招待员代为投

入票匮。共收 931 票，问答统计数据，由主持人做出。①

北高师的调查由社会学家张耀翔主持指导。张在分析大总统得票数据时指出: 主持人在统计

时对文人做了记号，计文人共得 398 票，占全数之 68%，“即超过三分之二的选举人赞成文人作总

统”②，颇有赞叹文胜于武的意味，却于无意中透露，有大约 1 /3 的人将其选票投给了武人。虽然文

人之外乃非文人，非文人未必即是武人，但从被选举人的情况看，大总统得票人中属于军阀或出身

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锟、冯玉祥、阎锡山、陈炯明、张作霖、徐树铮、张勋、唐继尧等 11 人，共

得 180 票，占总数 578 票的 31. 1%，入围人数占全部 31 位得票人总数的 35. 48%，可知 1 /3 的武人

得票率大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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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觉悟》，1923 年 1 月 14 日。
对于“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一问，被提名人及其得票如下: 孙中山 327 票，黎元洪 122 票，蔡元培 29

票，段祺瑞 17 票，吴佩孚 15 票，顾维钧 10 票，曹锟 8 票，冯玉祥 7 票，陈独秀 5 票，颜惠庆、阎锡山、王宠惠各 4 票，梁启超、陈炯明、
张謇、胡适各 3 票，谷钟秀、唐绍仪各 2 票，康有为、严修、徐世昌、汪兆铭、范源濂、张作霖、徐树铮、张勋、唐继尧、李石曾各 1 票。张

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觉悟》，1923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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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中国大学于创建十周年纪念之际所作民意测验，似可支持北高师的调查结论。在拟

定的 10 个问题中，第 5 问“你最愿意哪一个人组阁”与军阀有所关联，投票结果，有 13 位军阀( 或

类军阀) 入围，占 41 个入围者的 31. 7% ; 13 人共得 357 票，占全部合格票的 21%。①

不过并非所有调查军阀都能得到较高选票。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调查就与上列调查有较大

数据落差。1923 年 1 月，东南大学政法系及经济系学生组织大总统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入围的

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冯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齐燮元、韩国钧、刘冠雄 8 人，共得

81 票，占总票数 806 票的 10. 04%。② 同年 12 月 17 日，北京大学于创办 25 周年之际举行民意调

查，军阀得票情况也不佳。此次调查由北大学生会主席、中共党员朱务善主持，由中共党员、北大在

校学生金家凤等协助，被试者共 1007 人，共设计问题 10 个，与军阀相关的问题为第 1、6 两问。第 1
问:“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答题结果: 赞成 19 票，不赞成 782 票，合计 801 票，持反对态度

者占 97%，赞成者仅 3%。第 6 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几位?”投票结果，入选国内

“大人物”者共 32 人，其中军阀或武人虽有 10 人，但仅得 97 票，得票率占有效票 789 张的 12%。③

如果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调查反映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时

期大范围民众的认识意向，不妨再看看处于南北军阀夹缝中标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对军阀的

认知。
1923 年 6 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学举行建校十五周年纪念，特设民意测验，征求长沙市民对

于国家社会的意见。投票结果: 大总统提名人数共 30 名，总票数 734 张，其中军阀或行伍出身者

入围 12 人，占入围人数的 40% ，共得票 367 张，占总票数的 50%。副总统“选举”军阀或出身行

伍者入围 15 人，占全部 35 名被提名人总数的 42. 9% ，得票 235 张，占总票数 734 张的 32%。湖

南省长选举，谭延闿得 245 票，位列第一。谭氏曾任两广和湖南督军，是公认的军阀。在全部入

围者中，属于军阀者还有赵恒惕( 27 票) ，鲁涤平( 5 票) ，曹锟、冯玉祥( 各 2 票) 等。④ 这一选举结

果，或与湘人即便实施自治也需武力作为凭借的认知有关。湖南在自治运动中，曾有“三个秀才携

手，可以统一中国”⑤的说法，指的是文武兼修的军阀吴佩孚、赵恒惕、陈炯明，可见湖南人对军阀的

认知。
至于各次调查的平均得票率，从上列调查看，军阀入围“大人物”、获总统或内阁职务提名的得

票率高低不等，颇为悬殊。《顺天时报》的调查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得票占总票数的 37. 9%，副总统

得票率为 38. 8%;《密勒氏评论报》的调查位列前 12 的“大人物”中军阀得票占 31. 7%，次 12 名中

军阀得票占 29. 1% ; 北高师的选举军阀有 11 人入围，得票率为 31. 1%，东南大学的选举军阀得票

占 10. 0%，北大的选举军阀得票率为 12. 0%⑥; 中国大学投票军阀得票率为 21% ; 湖南妙高峰中学

总统投票军阀得票率为 50%，副总统为 32%。基于统计学立场，考虑到异常值的整体波动( overall
volatility) 影响，去掉数据组中的“极值”即通常所说的最小数( 10% ) 和最大数 ( 50% ) ，则 1922—
1924 年民意调查中军阀平均得票率为 29. 2%。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军阀在民调中得票率一直较高，排位也相对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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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惟英、何雨农:《中大十周纪念公民常识测验》( 续) ，《晨报副刊》，1923 年 7 月 16 日，第 1 版。
《东南大学选举总统详记》( 云骥自南京寄) ，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22 日，第 5 版。
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分析》，《新民国杂志》第 1 卷第 5 期，1924 年 3 月 30 日。
《妙高峰中学民意测验揭晓》，长沙《大公报》，1923 年 6 月 13 日，第 10 版。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6 页。
北大民意测验第一问旨在调查对曹锟是否适合担任总统的民意，尽管 97% 的选票给出否定回答，但认为不适合当总统并

不意味着不认同其人，或许投票人认为他更适合别的职位也未可知，故未将投票结果列入统计，而只列第 6 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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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在《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中，吴佩孚得 995 票，排在蔡元培、王
正廷、张謇、黎元洪、胡适等人之前，位居第 5。在北大 25 周年校庆问卷调查中，吴得 15 票，排在

王宠惠、伍廷芳、康有为、唐绍仪、顾维钧、颜惠庆、袁世凯、黎元洪、曹锟之前，位列第 6。在中国

大学十周年纪念“你最愿谁组阁”的问卷调查中，吴得 31 票，排名第 12。在东南大学的“国内大

人物”调查中，吴得 27 票，排名第 7。在妙高峰中学的未来大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吴得 20 票，排名

第 3。①

段祺瑞在民意调查中得票也居于前列。如在《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

2059 票，占总票数的 36. 4%，与得 2073 票、占总票数 36. 6%的孙中山，几在伯仲之间。这固然与该

报系日本人所办且段被认为有亲日倾向有关，但段曾“三造共和”，从维护民国政制的立场看，他获

高票，也有依据。吴、段二人在各次民意调查中的得票及排位，说明军阀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存在个

体差异，不宜一概而论。
问题在于，上列数据基本是从 1922 年至 1924 年所作民意调查中采集，对应的是两次直奉战争

之间的时局认知，难以反映动态民意，要全面了解北洋时期民众心中的军阀形象，尚需做历时性

考察。
1926 年初，军阀政治已呈乱象，国民党即将北伐，“打倒军阀”被确定为国民革命的重要政治口

号，国家政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方式为投

票选举“新中国柱石十人”及各类“柱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投票中，没有一个军阀入围“柱石

十人”。② 另外，在军政交叉，军阀兼任中央和地方民政及行政长官已成政治常态的情况下，《京报

副刊》民意测验中“政治类新中国柱石”投票，前 15 名中，仅黎元洪一人出身行伍，其他全部是政治

家或文人，与三年前的调查结果相较，明显不同。
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国民党人得票率剧增。《顺天时报》的问卷调查，总统、总理和内阁总长候

选人，孙中山之外，没有一个国民党人达到该报纳入统计范围的起码票数。《密勒氏评论报》选举

“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如果当时处于“脱党”状态的蔡元培不算，进入前 12 名和次 12 名的国

民党人只有孙中山和李烈钧两人。但当 1926 年《京报副刊》作民意调查时，尽管孙中山已去世，国

民党少了一个受人拥戴的重要因素，入围人数却未减反增。“柱石十人”名单中，有蔡元培、汪精

卫、蒋介石、吴稚晖、李烈钧、于右任、徐谦等 7 位国民党人入围。政治类人物得票前 15 名中，国民

党人占了近半，汪精卫排列第一，于右任、徐谦、胡汉民、谭平山、孙科、戴季陶、叶恭绰( 曾加入同盟

会) 等“抱团”入围。虽然这次民意测验选出的军事类“新中国柱石”人物中，“旧军阀”仍占一定比

例，但相较而言，未列入本文讨论范畴的“新军阀”已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蒋介石在《密勒氏评论

报》选举中仅获 4 票，在综合类大人物中未列名，在军事类人物排第 19 位，现在居然位列“新中国

柱石十人”第 3 名，军事类“柱石十人”第 1 名，可见变化之巨。
不过，尽管在北伐前夕民意已发生变化，在直皖战争结束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间的各次问卷调

查中，军阀毕竟得到了 29. 2%的选票。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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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佩孚获较高“选票”明显与其政治主张有关，召开国民会议的提议把他推上了平民运动领袖的显赫地位。按照甘露德

的说法，他“正在为清除中国的伪军国主义而战斗，并且开启了一个能使民主政治顺利试行的新时代”。参见 Wou Odoric Y. K. ，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 (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 ) ，

p. 185。
进入前 10 名中排名第一的是蔡元培，以下 9 人分别是汪精卫、蒋介石、吴稚晖、冯玉祥、王宠惠、陈独秀、李烈钧、于右任、

徐谦。蒋、冯、李三人虽系军人出身，但此时已与“旧军阀”分道扬镳。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1926 年 2 月 6 日，

第 8 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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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一问题有一认识前提，即任何民意调查数值的高低都具相对性。就个人得票而言，孙中

山在各问卷最高层级投票( 即总统、伟人、柱石十人等投票) 中，稳居最高位置，没有任何一个军阀

能望其项背。① 但作为社会群体，考虑到整个社会文、武人数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占绝

大多数，则武人这一得票数值并不低。中国大学的“内阁选举”，武人得票率为 21%，组织者王惟英

尝窃喜武人得票不多。其实就组阁而言，内阁各部属于武职者只有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其余

各部均是文职。文职总长，军人很难入选。② 武人能在文职为主的内阁官员“假选举”中得到 21%
的投票，已属较高的得票率。而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居然与张謇、李恩浩、聂云台等同列，在财政总

长选举中各得 1 票，票虽甚少，却耐人寻味。
中国传统重文轻武，文人向来蔑视武人。在此传统下，民调组织者和投票人的构成，多少包含

对武人的不利因素。北洋时期的民调可分三类: 一类由报刊组织，如《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
两报的民调; 一类由学校师生组织，如北大、北高师、东南大学、中国大学、妙高峰中学的选举; 一类

是社会组织举办，如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就组织者看，主要是报社编辑或学校师生; 就投票人

看，则大多是在校师生、报刊读者，政界人士和商人只占少数。比如《密勒氏评论报》系英文报刊，

读者基本上是懂英文的知识人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③ 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学生占全数

70% ( 中学生和小学生占学生全数 30%，专门学校学生占 70% ) ，政界占全数 20%，其余各界占

10%。④ 北大的选举，发起人是在校学生，在被试的 1007 人中，学界 752 人，占 74. 7%。⑤ 可大致反

映投票人的构成。
白鲁恂在分析《密勒氏评论报》十二位伟人问卷调查时注意到，这次选举的投票者主要是学生

和商人，他认为:“这一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军的，若是调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将会出现对军事领

袖更高的支持率。”⑥此言不无道理。
当然，投票给某人并不意味着价值上认同或佩服某人，有时功利主义考虑也会支配投票，由此

引出对民众投票与价值认同的关联性思考。这对厘清斯时国人究竟如何认识军阀，关系极大。对

此，一些调查的主持人似有所意识，专门设计出相关提问。如北高师的问卷在“假使你有选举权，

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提问之后，设计了“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一问。在该问题

的投票中，军阀或类军阀的入围人数及得票颇高，吴佩孚、冯玉祥、黎元洪、段祺瑞、李烈钧、徐树铮、
阎锡山、张敬尧、张勋等 9 人均在其列，占全部得票者 31 人的 29%，9 人得票数共 181 张，占列入统

计的 518 张选票的 31. 9%。⑦ 关于被选举人与受佩服人的关联性，北高师“心理测验”或可部分揭

示( 见表 3) 。
由此表可见，当被佩服者是政治家时，武人被选举率为 22% ; 当被佩服者为文人时，武人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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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如《民国日报》报道《密勒氏评论报》选举结果，以“孙中山先生居首，得 1315 票”为副标题加以渲染。《密勒氏报十二名

人选举揭晓》，《民国日报》，1923 年 11 月 6 日，第 1 张第 3 版。
从 1924 年 4 月到 9 月顾维钧代理内阁以及继任之颜惠庆内阁的人员构成看，除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是武人担任总长

外，没有一个武人担任文职总长。其他各届内阁的情况亦大抵如此。刘寿林、万仁元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第 119—120 页。
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 29 期，1922 年 11 月 19 日。
《湖南的民意测验》，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1 月 22 日，第 2 张第 7 版。
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分析》，《新民国杂志》第 1 卷第 5 期，1924 年 3 月 30 日。
Lucian W. Pye，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Ｒepublican China，p. 123.
投票结果为: 孙中山 158 票，吴佩孚 60 票，冯玉祥 47 票，蔡元培 43 票，梁启超、黎元洪各 40 票，胡适 36 票，顾维钧 26 票，

段祺瑞 16 票，陈独秀 13 票，章太炎 12 票，范源濂、张謇各 10 票，李烈钧、汪兆铭各 7 票，徐树铮 6 票，康有为、王宠惠各 5 票，梁漱

溟、阎锡山、马君武、严修、颜惠庆各 3 票，李石曾、汤尔和、江亢虎、陈宝箴各 2 票，李大钊、董□、张敬尧、张勋各 1 票。罗志儒:

《“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第 2 卷第 2 号，1923 年 4 月，第 2—3 页。



2018 年第 5 期

选举率为 33%，而当被佩服者是武人时，武人被选举的几率为 58%。平均计算，武人被佩服与被选

举的百分比为 37. 7%。
其他的一些调查甚至在名目上便提供了投票与价值认同关联性的提示。如《顺天时报》“民意

中之理想政府”选举，其“理想政府”与丁文江、胡适等人期盼的“好人政府”一样，均须由“好人”组

成，投票即表示佩服或价值认同。《密勒氏评论报》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大人物”所用

英文原文是“th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即“最伟大的健在华人”，钦佩含义甚是明显。北高师的调

查第 4 问“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要求须“最佩服”才投票。《京报副刊》“新中国柱

石十人”问卷调查，主持人孙伏园强调: 正如人体离不开“白血轮”一样，这十枚“白血轮”可以称作

“新中国之柱石十人”，“1926 年以后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① 调查名目及主持者的说

明，均体现出投票与价值认同的统一。因此，上列各次调查中军阀的得票数与得票率，应能反映投

票人对军阀的正面认知。

表 3 被选举人与受佩服人的关联性

被佩服者 被举为总统者 受佩服人与被选举人的百分比 百分比差

政治家

政治家 97 0

武人 22 75

文人 24 73

武人

政治家 37 21

武人 58 0

文人 24 34

文人

政治家 45 15

武人 33 27

文人 60 0

资料来源: 罗志儒:《“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第 2 卷第 2 号，1923 年 4 月，第 2—3 页。此表制作方法为: 1、从各项投票数

据中抽出所佩服的人; 2、列其所举之总统; 3、求彼此之间的差别。

然而在调查技术上，这些民意调查是否存在瑕疵? 如果存在，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调查结

果的可信度?

总体而言，上述调查按当时的调查技术及运用水准衡量，上述调查大多做得较好。比如北高师

的调查，很大程度上被当成刚成立的心理研究所的“心理测验”研究项目进行，由留美归国社会学

家张耀翔组织并指导，所作调查结果分析中性客观，以至其他学校纷纷邀请张氏前往指导。中国大

学草拟的 10 个调查问题，就经他复核方付印发放。②

不过，因民意调查在中国尚处于学步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意调查也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1、区域覆盖面不广。学校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订阅《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

报》两报者或不止分布在这几个城市，但地域范围也不大，基本局限在华北、华东和华中，西南、西
北、东北及华南则很少。2、投票人主要是学界人士，比例超过 70%，其他各界人士偏少。3、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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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伏园:《1926 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 374 期，1926 年 1 月 4 日，第 1 版。
王惟英、何雨农:《中大十周纪念公民常识测验》( 续) ，《晨报副刊》第 183 号，1923 年 7 月 1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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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多。如《京报副刊》在投票截止日仅收到 220 票，延长投票期限后共收到 432 票; 再次延期后，

一个月内发放票数达 20 万张，回收的还不足 500 张。① 4、能够反映军阀统治后期民意变化的调查

偏少，目前仅发现《京报副刊》所做的一次调查，若有偏颇，难以从技术上作数据修正。5、一些调查

组织者有意无意在设计问卷时对投票人作引导。如东南大学总统选举委员会《举行草选举宣言》
宣称，因现实中的总统选举即将开始，“议员仆仆于京津保洛之间，奔走于军阀武人之门”，无视民

意，故举办这次“假选举”，这样做“纵不必寒武人之胆，戢狼子之心”，也可让世人知真正民意之所

在。② 明显包含对武人不利的价值引导。
最有可能遭受訾议的是调查的基本方法。北洋时期民意调查大多采用问卷法，调查对象乃特

定人群，属类别调查。类别调查在方法上是“以种判属”，用以调查普遍民意，成功几率有限。如果

限于条件不能普查而被迫抽样，方法应是随机的。然而，从世界范围看，以随机抽样法采集民意始

于 1930 年代中期盖洛普( George Gallup) 在新泽西创办美国民意研究所之后，即便在美国，1920 年

代的民意调查也还是在特定人群中进行。典型案例是美国《文学文摘》进行的民意测验，其方法是

从电话号码簿和汽车登记册上选取遍布全国的选民作为调查对象。③ 北洋时期的民调与此相似，

方法并不随机，无疑存在可议之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调查没有价值。以《文学文摘》杂志的调查为例，尽管在 1930 年代后期

罗斯福总统连任预测上惨遭失败，但它毕竟曾成功预测了 1924 年、1928 年、1932 年的总统选举结

果。原因在于，民意会相互渗透，有时一部分人的意向可能会影响多数人。该杂志的调查对象基本

属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承上启下，其意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从而代表多数民意，这是批评者所忽略

的。这表明，北洋时期基于学界或媒体受众展开的民调，同样有可能超越被测试人的狭小圈子，反

映较大范围的民意。

二、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症结所在

1922 年至 1924 年的各类民意调查，军阀得到 29. 2% 的选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意对现实

政治的完全认同，毕竟还有 70. 8%的选票另有所投，从这一得票率背后甚至依稀可见对军阀及军

阀政治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学者业已指出的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纷扰战乱等问题或许正是影响军

阀得票率的重要因素。不过学界对军阀问题的既有研究仍略显表浅，所指陈的问题虽客观存在，却

大多只是现象而非造因。它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表征，即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推翻旧有集权政制，却未

能建立起新的权势重心，导致政治统治失序。
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杨荫杭尝有历代乱世之喻，但他更习惯拿北洋时期比况五代，认为

斯时的北京政府好似梁、唐、晋、汉、周居于中原; 督军各有地盘，犹如南唐、吴、越、汉、蜀、楚、闽各

踞一方，因而发出“今日之时局，五代之时局也”的感叹。④ 与杨荫杭不同，有世界眼光的蒋梦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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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 401 号，1926 年 1 月 31 日，第 8 版。
东南大学总统选举委员会:《举行草选举宣言》( 云骥自南京寄) ，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湖南长沙

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更直接显露褒贬，指示投票倾向。其第 4 问为: 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等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

救中国? ( 《新民国杂志》第 1 卷第 5 期，1924 年 3 月 30 日，第 4 页) 。因“宰制”带有明显贬义引导，且未投票赞成军阀“宰制”不

等于反对不“宰制”，故上文未将此一调查数据列入统计。
对此，盖洛普公司曾提出批评:“其选民抽样有失偏颇，不符合科学抽样原则。当时有电话的人家只占全国人口的 33% ，

有汽车的家庭更少，有电话、汽车的富裕人家大都倾向共和党”，“测验结果实际上忽略了大多数受大萧条影响、生活贫困的人们的

意愿。”转引自苗素群《美国的民意与新闻媒体》，《中国记者》1996 年第 2 期。
杨荫杭:《兄弟阋于墙》《今之时局》，《老圃遗文辑》，第 5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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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的中国比拟印度，认为中国军阀“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① 欧洲人贝内特则认为，

中国 18 个行省里军事领袖的地位“与中世纪的莱茵诸侯很相似”。② 在国外受过现代政治学训练

的周鲠生习惯“透过现象看本质”，故能意识到军阀割据状态与国家权势重心缺失的关系。他指

出:“就民国全 体 言，则 为 无 政 府，因 为 事 实 上 国 中 已 无 一 权 力 的 中 心 可 以 支 配 全 国 或 其 大

部分。”③

这种情况不独就国家层面而言，即便在一些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内部也存在离心因素，

未能形成稳固的区域性权势重心。西南各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是如此。齐锡生认为，造成这

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地区军人群体中并未产生个人才干、军事及其经济实力方面极为突出的

“中心人物”，致使“南方军人缺少促使结合的动因”。④ 国民党北伐时，直系后起巨头孙传芳以南

京为根据，凭借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司令地位，“颇想作三国时代的孙吴”⑤，终因“联军”联而

不合，也未能遂愿。
与清季湘淮军兴起导致的兵为将有、地方势力坐大现象不同，斯时貌似与中央离心的现象，

是一种客观上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 center-oriented regionalism) 。⑥ 而北洋时期

的地方主义显然已偏离中央方向，成为一种在承认“民国”名义下的割据性分裂。随着地方势力

坐大，中央权力虚化，国家政局陷入动荡，大局变化周期由民国初期的三四年变成两年一年甚至

更短。⑦ 短暂的执政，使中央政府沦为五日京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统治国家的能力。在此政治

格局下，北京曾经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

前。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京暮色笼罩，时论已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

府”。⑧

民初国家权势重心失却有其历史成因。人所共知，辛亥革命不是以秦王扫六合即武力推翻旧

朝建立新朝的方式进行，而是以武昌首义，各省宣布独立的特殊方式进行。各省独立后，要建立政

治共同体就得整合分散的军政力量，整合方式是南北谈判。结果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但南北对峙

的内在因素并未消除，南北内部也未能有效整合，从而预埋了权力分散的种子。不唯如此，民国肇

建之初，百废待举，制度建构，类多从权，一些军政制度的建立，明显将国家政治引向军人干政的方

向。军人一旦干政，便可获得地方政权在民政、财政上的支持，强化对于中央的独立性，导致权势重

心进一步失却。
在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诸多制度中，督军制度最受诟病。所谓“督军制度”就是军人兼任

省长的制度。“大革命”时期南方高呼要打倒的军阀，基本都是督军及以上层级的军人。然而

为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的是，最早主张军事官员兼辖民政者，大多是后来声称“打倒军阀”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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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147 页。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1912—1920 ) 》下卷，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0 页。
周鲠生:《时局之根本解决》，《太平洋》第 4 卷第 2 期，1923 年 9 月。《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1 章“导论”认为: 在旧有王朝

制度被推翻的民初，军权成为决定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但问题关键不在军权膨胀，而在“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
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年) 》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 页。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49 页。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2 页。
Harold Z. 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 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nent? ，Asia Quarterly: A Journal from Europe，3

( 1975) ，pp. 196—197.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 2 卷第 7 期，1925 年 3 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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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的人。
阎锡山回忆说: 1912 年 7 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电称，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

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补救之法，唯有联络东、西、北各省反对力争。后接江西都督李烈

钧来电，赞同此意。阎锡山对此亦“深表同情”，其复电称:“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

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

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

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经李、阎等人广为联络，最后由江苏都督程德全领衔电京。① 可见，

都督兼摄民政在民国肇建之初，已被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地方势力当作与中央抗衡的重要手段。
这一主张自然不会得到正在谋求中央集权的袁世凯首肯。

但历史仿佛在故意制造曲折。由于政令推行困难，一贯主张中央集权的袁世凯在否定上述联

电之后不到半年，下令“各省应设民政长除江苏、江西、福建、湖北、山西、四川等省业经任命外，其

余各省应由各该都督暂行兼署”②，即便有专任民政长的省份，都督也兼任民政。事实上同意了胡

汉民等反对派的主张。但此举仅系从权，压垮“二次革命”后，袁氏厉行军民分治，再度否定都督兼

管民政，并借用前清制度，以巡按使为一省民政长，而将都督改为将军，专掌武事。③

袁世凯死后，其拔识的文治派失去依傍。而段祺瑞执政，威望顿减，袁氏一度强调的“军人不

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1916 年 7 月 6 日，段下令各省将军一律改称督军( 即都督与将军之合

称) ，同时将巡按使改称省长，看似军民分治，却无袁世凯那样的强制执行力。有民初一度实施的

兼管民政的先例，各省督军皆以兼管民政为应享权利。1916 年 7 月，湖北督军王占元首开其端，各

省督军接踵效尤，兼任省长，军民两政，操于武人，遂成通例。④

从发轫及形成的历史看，督军制度经历了都督、将军到合二为一的督军的发展，后来几乎被对

等界定为“军阀”的督军，其兼管军民两政之议，实际是起源于反对袁世凯集权中央的以南方革命

党人及东南立宪派为主的地方势力。可见若论军阀制度的起源，责任尚不尽在军阀本身。
督军制度之外，巡阅使制度亦广受诟病。巡阅使是民初地方高级职官，该制的建立被认为是在

“督军之上更设高级之督军”。⑤ 相较而言，盘踞一省的督军多满足于“保土安民”，巡阅使则不乏

兼并它省甚至统一国家的抱负。⑥ 因其官阶更高，彼此矛盾在更大范围展开，冲突也更为剧烈。吴

佩孚和张作霖之间关系颇能说明这一点。1918 年 9 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本为北

洋旁支的奉系军政地位开始显赫并逐渐将势力插入关内，这与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发生了矛盾。
1920 年直皖战争，吴佩孚居打倒皖系首功，但因资历浅，战后仅得一直鲁豫巡阅副使头衔，为张作

霖所藐视。后来凭借援鄂战功，升任两湖巡阅使，京汉一线为其控制，地位与张作霖相埒，从此张不

再藐视吴，但直奉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因此上一台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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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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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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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殿兴编:《阎锡山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24 页。
《临时大总统令》( 1913 年 1 月 10 日) ，《政府公报》第 245 号，1913 年 1 月 11 日印铸局发行，第 9 页。
《省官制》，《政府公报》第 735 号，1914 年 5 月 24 日，第 23—24 页;《将军行署编制令》，《政府公报》第 791 号，1914 年 7

月 19 日，第 5—7 页。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 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13 页。
袁世凯统治时期，任张勋、倪嗣冲为长江巡阅使、副使，乃此职之始。巡阅使的设置有其特殊原因，如东三省巡阅使、西北

筹边使的设置就有对外绸缪加强震摄的考虑。巡阅使兼管两省或三省( 有的不辖省，如长江巡阅使) ，类似于清代的总督职位，但

设置无定则，多因人而设，废置不常。后又有经略使、检阅使等名目，与此类似，惟经略使实际上未必控制某地区，如曹锟任湘赣川

鄂四省经略使，实为北方对湖南用兵之统帅。
杨荫杭:《巡阅使制度》( 1920 年 10 月 4 日) ，《老圃遗文辑》，第 104 页。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 495 页。



2018 年第 5 期

不过民初权势重心失却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军阀割据战乱，至多只是权势重心失却的表征

而已，其根本原因是民初根本法设计触犯政治技术禁忌，因人立法，导致政体设计畸形，从制度上促

成并固化了这一现象。本来，南北统一之后，袁世凯致力于权势重心重建，已取得一定成效。① 但

袁的政制建设被认为趋向专制，制约性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及相关法规很快由其政治对手近乎

单方面炮制出来。作为宪法性质文件，《临时约法》的贡献在于确定了共和民主制度，从国家根本

制度建设上否定了封建帝制，厥功甚伟，但《临时约法》及相关根本法在政体设计上却存在严重的

技术缺陷。
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权力需要制衡，分权是制衡的有效手段。但《临时约法》的分权设计却

十分蹩脚。这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立法与行政权力不平衡，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重大决定有同意

权，对政府首脑有弹劾权，行政方面却无相应的对于国会的解散权，造成单向制约状况; 二是行政上

府、院并立，而总统职位并未虚置，造成既非总统制，也非内阁制，府、院并列，行政体制二元，难以发

挥正常的政府功能，徒惹府、院纷争; 三是军队统帅权归属不明。关于前两方面问题，本人曾著文讨

论，无庸赘述。② 这里只着重讨论民初国家建构中有关兵权归属的问题。为使讨论能够深入，本文

将扩大讨论的文本范围，以资比较。
民初国家政体建构中，可以决定兵权归属的根本法除了《临时约法》，还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比较这三个文件可以看出，《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将政体

设计为总统制，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负责“统帅陆海军”。而《临时约法》设计的是责任内阁

制，仅规定大总统“统帅全国陆海军”，没有军职，已呈区别。在总统制下，大总统以大元帅身份统

帅陆海军，虽然政府机关也有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总部，但总长系总统僚属，按照《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规定，其职责是为大总统行使权力服务，因而大总统实际拥有军队的

统帅权，军权一元化。而《临时约法》实施责任内阁制，虽规定大总统统帅陆海军，但内阁是对国会

负责而非对总统负责，陆军部、海军部及参谋总部各总长，是在内阁总理主持下开展工作，这就使

《临时约法》有关统帅权的规定在理解上发生歧义。③

不仅如此，民初颁布的《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又使这一状况进一步恶化。该草案第 3 条规

定，都督统辖该省各项军队，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第 4 条规定，“都督于军政事务，受陆军总长之

指挥监督，于军令事务，须受参谋总长之指挥监督”。④《草案》直接赋予陆军总长及参谋总长以军

政军令大权，于是统帅权归属一分为二，大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
《临时约法》及相关法规对统帅权的双向赋予，看似有他国先例可援，实则差别甚大。如日本

《明治宪法》采德意志军政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制，将军权分割为军令权与军政权两部分。军令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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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谢里登说:“袁世凯对强大的北洋军队的控制，足以使他保持大多数省份服从中央政府的局面，当然在遇到某些会根本损

害地方权力的情况下会有例外。因此，国家统一的表象在他任职期间持续着，尽管大的分裂和混乱将要来临。但是当袁世凯在

1916 年去世后，一个公认的民族象征和北洋体系核心的 消失，也就使民族统一体的建立成为幻梦。”J. E. She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Ｒ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p. 54。转引自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

书局 2009 年版，第 255 页。
参见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比较宪法视阈下的民初根本法》，

《历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 3 条规定“临时大总统有统帅海陆军之权”; 第 17 条规定行政各部包括军务部; 第 19 条

规定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 32 条规定“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陆

海军队”;《中华民国约法》第 21 条规定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官; 第 23 条规定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军，大总统定海陆

军之编制及兵额。见岑德彰、张溶西等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上编，1933 年印行，各该法第 1—4、6、3—4 页。
《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 1912—1916)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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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统帅权”或“兵马大权”，包括战略计划，临战动员及作战指挥等事项; 军政权包括编制、训练、后
勤供给等。军令权名义上归天皇，军政权归内阁。军令长官有“帷幄上奏权”，凡有关军令事项，可

以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体现了“统帅权独立”的原则。① 不难看出，在日、德等国，

统帅权就是军令权。《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是赋予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但直

接负责军政、军令事务的陆海军部和参谋总部却属内阁，已从中央层面架空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

权。加之《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各省都督府统辖本省军队，其军政、军令事务分别向陆海军

部及参谋部负责，导致各省军政与军令均由内阁统辖，又从地方层面将总统对军队的“统帅权”抽

空。于是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近乎完全丧失，仅留下《临时约法》总统统帅海陆军的空头规定

以及总统要求名实相符的法理依据。这一严重的体制缺陷，势必引发府、院矛盾，为军人干预政治

提供机会和条件。
蒋方震尝以 1917 年对德宣战问题上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冲突，说明府院之争与军人干政及

直、皖两系军阀对峙局面形成之间的关系。② 所言追根溯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思考，却未意识

到，《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应对此承担责任。一个为其忽略的事实是，府院之争并非仅围绕对德

参战展开，而是反复发作，其间凸显的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要害在于分权而不得要领。《临时约

法》的分权设计貌似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实质上与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个政治上

实行集权主义时期的理论。为此他提出建立“强大政府”的对策，强调政治权威制度在政治现代化

及政治发展与稳定中的重要性。③ 在讨论军政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时，亨廷顿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结

构中，最需要关注的不是权力的相对划分，而是这种分权对其他群体权力的影响。两个同等级别团

体的存在，意味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群体所能发挥的权力都要弱于存在一个完整主权权威

的情形。他特别强调:“分权对于军事领导人参与政治冲突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

一种长久的诱惑。”④亨廷顿虽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政治学者，但他并不是在为集权主义张目，而是在

把脉转型中国家的政治通病，所言对认识民初因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的原因，从国家制度建构层面

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说明。
对于分权易启纷争，不利国家实现政治转型，民初国人并非毫无体认。鲍明钤指出: “当国家

从绝对专制转为民主共和，缺乏议会民主的实践经验和程序，立法机构便立即获得任命总理、内阁

部长、大使等的同意权，这给议会干涉国家行政以众多机会。”鲍氏甚至认为，《临时约法》这一缺

陷，“使中国付出了内战的沉痛代价”。⑤ 谭人凤指出:《临时约法》不适当地赋予参议院“干涉军事

计划之大权”，以参议员操持军务，正所谓“筑室谋道，安有成功之冀望”。⑥ 曾经是革命队伍中一

员的章太炎更是明确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在政治建设方面表现得无能为力，了无建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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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正卫:《昭和军阀》，东京: 中公新书，昭和 44 年版，第 29 页。案: 虽然日本也曾颁布所有敕令均需内阁副署的《公式

令》，但 1907 年 9 月颁布的《关于军令之件》，明确将内阁总理大臣排除于军令事项之外。军事专家认为，由于这一法令的制定，统

帅权独立的法律根据比以前更加明确了。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东京: 有斐阁，昭和 31 年版，第 593 页。转引自徐勇《近代

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第 130—131 页。
蒋方震指出:“黎氏继为总统，段祺瑞以北洋军界首领组织内阁，( 民国) 六年对德宣战事件起，党论纷纭，院主战而府反

之，于是有督军会议，地方军人之参与中央大政自此始也，而小站之分裂遂兆于是。”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来新夏

编:《北洋军阀》( 一) ，第 1053—1054 页。
塞缪尔·亨廷顿著，侯井天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39 页。
塞缪尔·亨廷顿著，李晟译:《军人与国家: 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1 页。
Mingchien Joshua Bau，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Shanghai，1927) ，p. 98.
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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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谋道，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

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因而提出尽快“改定约法”①的建议。
然而政制弊端不仅表现在政体设计上，在国体设计上问题同样突出。传统政制颠覆后，国家到

底是实施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实施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国人并未思考成熟，先后制定颁布的

几个根本法均未能妥善处置，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缺乏根本法的制度规范，国家权势重心无法

形成。
从文本上看，《临时约法》偏重中央政制层面的立法与行政分权，基本回避了地方制度问题。

《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通过强化总统权力，体现出集权中央的倾向，暂时解决了

独立各省事实上的分权自治的问题，但稍后的“天坛宪草”已透露出分权意向。袁世凯死后，地方

分权趋势愈加明显。1920 年代，地方自治运动高涨，一些地方开始自订宪法。② 在此背景下制定颁

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明显受到影响。与此前几个根本法比较，该宪法虽内容和形式相对完备，但

在国体问题上却表述暧昧。其第一条虽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永为统一民主国”③，但因未能界

定国体构建与区域集合方式，在强调“统一”的前提下，又做出了联邦制的实际规定。④

宪法标榜“统一”反映了北洋领袖的一贯主张，若宪法不言统一，曹、吴“武力统一”的主张便会

失去合法性依据，故须首先揭示“统一”宗旨。而“联邦”则反映了南方各省的“自治”诉求，与“统

一”背道而驰。两者在宪法中并存，看似寻求政治平衡，然而正如民初政治实践中南、北无法合辙

一样，宪法文本中“统一”与“联邦”的规定也很难协调，一旦付诸实践，“联邦制”就会走样。很明

显，这种在强调“统一”前提下暧昧表述的以省为单位的“自治”乃是一种畸形“联邦制”。陆鼎揆

说:“今之新宪法中既列举中央与省之权限于国权彰矣，而又居然以‘统一’字样加之国体条文之

中，宪法精神内部之不融洽，未有若此者也。”⑤可谓一语破的。在军阀割据的现实状况下，联邦制

的国体建构无疑是导致权势重心进一步失却的制度原因。
问题在于，有了国宪暧昧的联邦制规定，此前并不合法的省宪也就变得合法，而省宪有关省长

权限的规定又与军阀割据及军人干政形成支撑关系。以湖南制定颁布的《宪法》为例。该宪法的

制定者虽多少意识到文武分治的必要，但正式公布的宪法并不限制军人对全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长

的被选举权，只规定当选后须解除军职，同时又规定省长有统帅全省军队及管理全省军政的权

力。⑥ 刚解除军职的省长马上就可以统帅全省军队，且其“统帅”“管理”权并不限于军政，而应是

分别对应军政与军令，与既有兼统文武的督军有何区别? ( 身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就经历了由

军到民的身份转换而实际上一身二任的过程。) 这样的规定能体现以文制武精神吗?

显然，20 世纪 20 年代初自治思潮下中央及地方两个层级的制宪，都在事实上步入与解决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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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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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 378 页;《章太炎之政见》，《时事新报》，1912 年 5 月 7 日，第 3 版。
浙江于 1921 年 9 月 9 日颁布宪法，与此同时，湖南也加紧了制宪步伐。1920 年 7 月 22 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布“祃

电”，宣布废除北京政府制定的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省长。随后决定邀请湖南官绅召开自治会议，制定宪法，19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公布湖南宪法。
《宪法案说明书》( 1—2) ，《宪法会议公报》第 1 册，宪法会议秘书科 1916 年印行，第 71—72 页。
该宪法凡 13 章 141 条，与民二、民六时代两稿“宪草”不同之处主要在“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国权”一章列举中央

与各省权限若干。“地方制度”一章将地方分为省、县两级，省得自主制订省宪，惟制宪机关构成须遵照国宪之规定。见该宪法第

124 条至 135 条。
陆鼎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对于北京新宪法之影响》，《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1 期，1924 年 1 月 10 日，第 3—4 页。
该省宪法第 13 条规定，人民或人民之自治团体有购置枪支子弹以谋自卫之权; 第46 条规定，省行政权由省长及省务院行

使之; 第50 条规定，现役军人可以被选举为省长，惟当选后须解除本职方可就任; 第55 条规定，省长职权包括统帅全省军队管理全

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 第 87 条规定，全省军务为省行政之一部，无论平时战时其管理统帅依本法第 55 及 56 条之规定属于省

长。《湖南省宪法》( 1922 年 1 月 1 日公布) ，《中华民国宪法史料》上编，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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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军人干政问题相反的政治方向。如果说北洋时期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权势重心失却，

根本原因则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出了偏差。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解决军阀割据、国家权势重心失却的政治机会终

于若隐若现展示出来。《北华捷报》观察家意识到，中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过于平衡，现在出现了难

得的因各方力量不均衡因而可能重新统一的机会。① 美国《星报》发表社评，对吴佩孚寄予希望:

“吴氏今日正有绝好机会，扫除国中离携分子，统一全国，建树莫大之勋。”②甚至共产国际的马林也

从直系的获胜看到了“造成一个有力的独立的中国”的可能。③

如果说外国人只是在观察现象并表达其愿望，那么总统府军事咨议卢静远在给大总统的条陈

中提出的建立权势重心的建议，就是具体的政治建设主张，触及问题要害了。卢静远指出: 华会以

后，各国皆愿我国组织强有力之政府。物理家言，凡物皆有重心之点，能握重心之点，则万事万物俱

可举重若轻。直奉一战，吴胜张败，全国之重心点，将集于吴佩孚，正可利用此重心点，解决时局问

题。为此，卢静远提出任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整理全国军政，厉行裁兵练兵; 裁撤各巡阅使、各省督

军等缺，督军改任省长; 各省军队裁并后，即顺次编为号数( 如陆军第几师之类) ，一律隶属中央; 迅

速召集国会，制定制度，修明政治，树自治之规模，定民国之基础。④

然而问题亦随之出现。直系虽先后战胜皖、奉军阀，但奉系的军事力量并未摧毁。不仅如此，

西南、东南地方实力派作为中央政权的离心力量仍然存在，皖段、奉张及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正

在酝酿组合。就国际环境言，巴黎和会至华府会议期间，和平主义思潮弥漫全球。受其影响，中国

国内裁军反战的和平呼声甚嚣尘上。被视为北洋“文治派”的徐世昌当选总统，就是这一时势的产

物。⑤ 在这一语境下，若主张武力统一，显然触犯时忌。由是实现国家统一究竟应经由和平途径还

是经由武力途径，对政治家来说，成为两难选择。
从政治技术角度分析，像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上已呈分裂气象的大国，要实现统一，离开武力，将

无以为功。胡政之就认为没有武力支撑，“和平统一”只是幻想。徐世昌担任大总统后，胡发表《徐

东海果当选大总统》一文，质疑在分裂割据局面已成的形势下，“欲和平，是否可以统一? 欲统一，

是否应当和平?”认为若无彻底的办法，局势将愈加破裂，“徐公果将以何法，令和平与统一，二者打

成一气耶?”⑥

显然，在当时特定形势下，“武力统一”是国家重建权势重心无可奈何的选择。选取这一路径

固然会造成破坏，殃及民生，但这是国家实现统一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政治军事力量的平衡需

要借助强力才能打破。就权势重心的构建而言，北洋时期，军阀不是问题，“军”而不“阀”才是问

题; 战争不是问题，战而不胜才是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有见识的时人早就表达过类似意见。⑦

罗文干就认为，战乱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非战非和”，战争打得“不痛不痒”，不决胜负，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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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1922”，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 1870—1941 ) ，Jan. 27，1923，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p. 211.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 5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5 页。
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 1923 年 5 月 9 日)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 》第 2 辑，第

512 页。
《( 总统府) 军事咨议卢静远条陈》( 1922 年 5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

( 三)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7—98 页。
Wou Odoric Y. K.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p. 83.
胡政之:《徐东海果当选大总统》( 1918 年 9 月 5 日) ，王瑾等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5 页。
杨荫杭曾表示，段祺瑞“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杨荫杭:《段家将》( 1920 年 6 月 14 日) ，《老圃遗文

辑》，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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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局势的特征。他认为，“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所有问

题均迎刃而解。“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

死的局面，是“国家统一之最大障碍”。① 可见“民意”并不完全厌恶武力，而是厌恶不能实现统一，

却又带来战乱的武力。
如果学者能就罗氏所言达成共识，则对直系坚持“武力统一”路线，认定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达

至统一目标，就应从现实主义立场予以肯定，即便实施武力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以往论者总以此

批判直系军阀，其实曹、吴的政治对手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走的也是与直系同样的“武力统一”路

线。孙不甘做山大王，坚持北伐，其后继者沿其指示的方向一往直前，就是因为中国两千余年大一

统的政治结构和由此形成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而现实的分裂割据局面非诉诸武力无以破局。在

统一道路的选择上，直系军阀与国民党可谓不谋而合，共趋一途。
不过南北双方中原逐鹿的结果，一胜一负，包含一个重要提示，即武力之外，双方所凭借者或有

所不同。这是研究军阀政治需要从更深层次加以认识的问题。
政治运作需要讲求“合法”与“合道”。就法律言，南方国民党军政领袖揭橥“护法”旗帜，认定

《临时约法》是民国一切政治存在的法律依据; 北方军阀则凭借武力，以“北洋正统”相标榜，自认是

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统治权的合法继承者。
然而如时论所言，南方的“护法”，到 1920 年代，已是一个既不合法，事实上也已丧失号召力的

政治主张。就合法性而言，南方所护之法为《临时约法》，但该法只具临时性质，且如时人所论存在

诸多政体设计缺陷，所以才会引来持续不断的改订呼声，而有后来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正式约

法和宪法。就立法机关而言，自民八国会分裂之后，南方召集的“国会”始终未达法定人数，只能开

“非常会议”，由“非常会议”选出的政府是否合法，本身就是问题。② 钱基博说:“若夫民党，尤为可

哀。侈言自由，假途‘护法’。至其所谓‘护法’者，亦不过所奉之辞而已。一旦手握重权，则破法者

亦即此辈。”③胡政之更一针见血指出: 南方日日高喊“护法”，然“迹其所为，则无往而不与法律刺

谬”。④ 在这种情况下，标榜反对军阀的南方国民党军政势力，实际上已与其反对的军阀同质，以至

共产国际也认定其与军阀无异。⑤

北方祭出的“北洋正统”更成问题。“北洋”曾是中国政治中一面有影响力的旗帜，所谓“北洋

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⑥，可以证此。然而经过北洋军人三番五次的内讧及裂变，曾经响亮的

“北洋”招牌已被彻底砸毁。1922 年 5 月，当直奉战争结束之际，杨荫杭曾作文讨论时局。他认为，

所谓“北洋正统”在今日已不是让人敬畏的名词，而已败落成诋毁性的“丑语”。他以史实对此作了

论证: 清末就有“北洋正统”，却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国肇建，袁世凯作为北洋首领，却走上注定

失败的“帝制”道路。以后的直皖、直奉战争，皆标榜“北洋正统”者相互厮杀的“丑剧”。杨氏据此

总结道:“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若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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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16)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3 页。
杨荫杭认为，国中“始终揭橥法律者，护法政府也。然其名曰‘非常’，已非法律矣。或竟不讳言革命，则更非法律矣。留

北旧议员，朝秦暮楚，固难启口谈法律; 留南旧议员，其职务期间，永无终止之日，民国何尝有此法律? 是亦有时谈法律，有时不谈

法律也”。杨荫杭:《谈法律( 一) 》( 1922 年 6 月 9 日) ，《老圃遗文辑》，第 599 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1—392 页。
胡政之:《护法者若是》( 1918 年 6 月 28 日) ，王瑾等编:《胡政之文集》下，第 628—629 页。
《萨法罗夫给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3 年 4 月 4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 布) 、共产国际

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 1 辑，第 248 页。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 一) ，第 1021—10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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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①陈叔通说吴佩孚的“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

字”。② 马国文致函黎元洪，有“中国必亡于‘北洋派’三字”的断言③。可见“北洋正统”旗号，早成

明日黄花，光鲜不再。
对此，北方并无觉悟。北方军人每以“北洋”自况，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

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每自称“我们北洋派”。④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被推举担任临

时执政，在奉军将领何柱国看来，原因在于“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

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⑤ 北洋观念在北方军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内部也有“嫡庶之分”。吴

佩孚自认承袭冯国璋、曹锟衣钵，“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⑥，即其显例。
后来发现北洋招牌不灵，一些北方军人曾尝试改弦易辙。比如直系在先后战胜皖、奉之后，将

南方正逐渐废弃的“护法”旗帜加以改造，借尸还魂，试图通过“恢复法统”，获取合法号令天下的

“中央政府”地位。第二次对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不甘失败，又以“法统重光”期间国会确立的宪

法体制为正统，打出“护宪”旗帜。然而这不过是重蹈孙中山的“护法”覆辙而已，对于挽救北洋命

运尚且没有实际作用，遑论国家权势重心重建。
从军队归属上讲，北方军队事实上的私兵体制，也未改变。⑦ 北洋军事领袖普遍被定义为“军

阀”，军队的非国家属性，是为基本原因。
与北方军人固步自封不同，南方的国民党却能与时俱进，不断追随时代步伐。1924 年“一大”

召开之后，国民党丕变。学界有关国民党变化的研究已很充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明

确了革命纲领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现实目标; 二是通过带有容共色彩的改组，在组织上实

现了新陈代谢，具有革命性的“左派”掌握了主要权力; 三是通过联俄，获取了从英美方向未曾获得

过的军事及经济援助; 四是组建军校，并对军队进行改造，创立了一支由政党领导的军队，改变了军

队的性质; 五是明确了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的北伐方略。
国民党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通过改组，国民党明确了党纲，其军队从此成为有主义并有严明

纪律约束的“党军”⑧，这与北方军队始终未能祛除“私兵”性质形成巨大反差，并因此摆脱护法期

间遭受“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讥讽的政治尴尬，而北方则被定格在“军阀”位置。就合道性而言，

直系联络美英、抵制日本的外交路线选择固然看准了日本这个潜在的最大敌人，但其借助的两个国

家之一的英国在“五卅惨案”之后被激愤的国人视为应当重点反对的帝国主义，这一突变形势，降

低了其外交路线的政治认同度。至于后来提出的连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都未界定清楚的“反

赤”及“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比起国民党气贯长虹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及

由此掀起的大革命运动明显逊色，对社会各界的政治吸引力也自然不同。
于是，时人心目中建立未来的国家权势重心的希望，开始由 1920 年代初的直系，逐渐转移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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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致亮才老兄书》( 1922 年 6 月 4 日)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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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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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后的国民党方面。1926 年 9 月，国民党北伐刚开始，傅斯年在巴黎与胡适论政，傅表示“希望中

国能有一个 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 ＆ civilizaion on us ( 有能力的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

序，再造文明) ”。① 无独有偶，不甚赞成傅斯年主张的胡适不久去看罗素，他记载说: “奇怪的很，

他( 罗素) 说苏俄的 Dictatorship( 专政) 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

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远不如 Dictatorship 的法子。我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

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②

曾经将结束割据分裂建立统一民主国家的希望寄托在直系军阀身上的胡适，尚且发生认识变

化，转而勉强接受他以往并不赞成的国民党的俄式“Dictatorship”，无疑是社会心理发生变化的重要

表征，这对包括直系在内的北方军阀来说，绝非吉兆。
1920 年代初的各次民意调查，军阀尚能得到 29. 20% 的选票，但是到 1926 年《京报副刊》举行

民意调查时，军阀在最高层级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及政治类柱石人物投票中全面败北，仅仅

得到若干军事类柱石人物投票，而国民党得票则大幅上升。个中原因，从注重“实验”的胡适微妙

的政治转向，或可窥出究竟。

三、国民党的宣传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形成

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主要是南北军阀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这一结论毋容置疑。第

二次直奉战争之前，直系军阀的内外政策，虽招致政敌反对，但毕竟还有诸多认同者。战后直系严

重削弱，不能再侈谈武力统一，失却了构建国家权势重心的可能，继续诉诸武力，也就沦为当初其所

反对的割据性地方军阀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段祺瑞，虽头顶“三造共和”光环，并因主张召开和平

会议受到各界推举，出任临时执政，但好景不长，“三·一八”事件之后，也失去民心。于是，曾在一

段时间内控制中央政权并因主张“统一”而获得部分民意支持的直、皖军阀在民心中的地位彻底沦

落，军阀整体负面形象逐渐形成。
但民意的类别及性质也提示这一形象的形成有可能包含外部构造的因素。格莱茵 ( Carroll

J. Glynn) 等人曾将“民意”区分为个人意见的集合、多数人信仰的反映、具有利益冲突的团体意

志、媒体与精英的意见以及虚构五类。③ 其中第五类是“虚构”，事实上，所谓“集合”“反映”与

“精英意见”，相较未经折射的直接民意，也未尝没有“虚构”成分。就北洋时期的民意测验而

言，民意支 持 或 反 对 的“军 阀”，在 概 念 上 即 便 不 是 虚 构 ( fiction ) ，也 应 该 有 建 构 ( construct )
成分。④

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并无近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虽然至迟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现“军阀”一

词⑤，却另有所指。在中国古籍中，“军阀”是个复合词，“阀”为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立在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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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军阀”则是用来指代自序军功的人家，词性平正。① 近代国人所用带有贬义的“军阀”一词

可能来自日本，徐勤就说该词是梁启超从日文翻译而来。② 这与欧战之后形成的国际和平语境有

关。基本上，巴黎和会之前，不用说“军阀”，就连“武夫”“藩镇”一类带有贬斥意味的用语亦较为

罕见，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军人”“武人”“督军”一类的中性概念。陈独秀曾注意到，1918 年 12 月，

当日本东京庆祝协约国战胜，庆应大学学生提灯游行的旗子上书写“倒军阀”时，天津南开学校学

生所开庆祝会却做了一个“国魂舟”，由学生装扮关羽、岳飞，端坐舟中，游行街市。日本学生的“倒

军阀”，或与大正时代文治主张短暂抬头有关，而中国学生的表演，说明尚武精神还受到推崇。③ 巴

黎和会之后，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对黩武主义的批判趋向激烈，带有贬斥意义的“军阀”称谓才流行

开来。徐勤所说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所为，其间已带有为适应新的国际政治

语境而人为塑造“军阀”负面形象的意味。
然而“军阀”的定义与判断一个军人是否“军阀”的标准却十分模糊。研究四川军阀的柯白曾

以刘湘为例指出:“刘湘和追随他的军人是‘军阀’吗? 刘湘自己当然绝不会承认他是通常定义军

阀时所说的‘持械烧杀掳掠者’。一位善思考的学者认为: ‘军阀应指称在特定区域内凭借实力发

动战争的任何人。’照此定义，四川的 5 个地位最高的军人( 二刘、邓、田、杨) 均可明确无误地界定

为军阀。确实，当其在位期间，有关论著也都普遍称之为军阀。但如此界定他们几乎什么有价值的

内涵也未能揭示，盖军阀这一词组中决定性的词汇‘阀’( lord) 的翻译仍不清晰。事实上，在民国时

期，这一词汇的言外之意或隐含意味很可能因人因地而大不相同。‘军阀’这一所指宽泛且词义极

不确定的中文翻译，与其英文原文一样让人费解。它是一个用起来方便省心、可塑性极大的词汇，

但却是一个含有贬义的俚语。”④

不仅地方军阀刘湘，就连一度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中的一些人究竟可否界定为军阀，也需

要重新考虑。段祺瑞便是如此。按照通常定义，“军阀”的必备条件包括具有直接控制的私属军队

和长时间占据的地盘。段祺瑞入围袁世凯麾下的“北洋三杰”，虽属北洋新军创始人之一，但进入

民国后却未直接掌控军队。⑤ 后因对德宣战，组建“参战军”，也是以国家名义行之，所部编制及饷

械均出自国家，不宜视为私人军队，最多只是处于国家军队与私人军队之间。就地盘而言，段在民

初基本是在中枢执政而非割据一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奉、直军阀分别占据该两省及其他地

盘不同，这位被称为“皖系”首领的军人甚至从未对安徽实施过区域性统治。美国学者内森指出:

“虽然段祺瑞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军阀式的直接指挥或对地盘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

资历、声望和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⑥可见，称段祺瑞为军阀，实在有些

勉强。
此外，因军界新陈代谢，“少壮军人”或第二代军阀崛起，其思想行事与其前辈明显不同，“军

阀”内部出现新、旧分野，故有“旧军阀”及“新军阀”的说法，而何为旧何为新，又有不同界定，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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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激进人士眼里，军阀也有“左派”“右派”的区别。① 更有甚者，因“军阀”一词被滥用，不仅陆

军有军阀，海军也有军阀，曰“海军阀”，有人甚至认为“海军阀”之丧权辱国，不亚于“陆军阀”。②

在对“军阀”的定义及判断均属困难的情况下，军阀的整体负面形象也无由形成。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由于军阀自身形象败落，加上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宣传形塑，国人对

军阀的认知根本改变。
国民党的北伐早在 1920 年代初就已开始，但斯时标榜反军阀的国民党军队自身形象亦不佳。

就连已开始与国民党接触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 1923 年 3 月还认为国民党是在“以军阀派

系之一的身份活动”。③ 至于一般国人，更是普遍将一直忙于南征北战的国民党与西南军阀一同视

为南方军阀，故有“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判断。
苏俄及共产国际为帮助国民党摆脱“军阀”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同

时，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越飞在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时曾明确指出: 北伐计划“应当不

仅以军事手段，而且以开展国内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方式来实现”。④ 宣传的主题是反帝反军阀。为

推进这一宣传，俄国人向孙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闻社，以便为所有的中国报纸提供新闻和具

有国民党精神的文章等具体建议。⑤

加拉罕说，国民党“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⑥ 在成功对自身进行改组之

后，国民党开始遵循苏俄指示，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宣

传工作的决议案》指出: 要统一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会的实际宣传工作; 中央及各省的宣传部，须

致力于目前政策的解释; 本党所颁布的一切论文、杂志、日报、传单、布告、指导群众集合的训令，和

为示威运动所拟定的口号，都应集中于此目前的政策; 本党的宣传，应注意普遍于全国各处，举凡乡

村、省县、商埠重镇的大小事件，均不应脱离本党的视线; 本党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就是本党处决

各该事件的设计者。⑦

五卅之后，鉴于各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的宣传转而注重强调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

狗”，同时对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革命运动做出具体部署。国民党“二大”《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

案》强调:“须随时引起工人群众更大的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之反抗运

动，并极力扶助之。”⑧

值得注意的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十分重视军阀负面形象的塑造。国民党“二大”宣言定下了军

阀丑陋形象的宜传基调: 军阀是“帝国主义所以挟以为暴之工具”;“军阀之大者，借口武力统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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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

1 辑，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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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辑，第 221 页。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 1923 年12 月10 日)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 辑，

第 376 页。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 1924 年 2 月 9 日)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 1 辑，第 414

页。
《关于宣传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4—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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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央。其小者，借口联省自治，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

在拥兵自卫。其所豢养之军队，不知有国家，不知有人民，只知为其受豢养之军阀而效死。顾其豢

养之程度，乃至为微薄。军阀掠夺所得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只以自肥其身家，及分肥于同恶共济之

将领。”①根据这一定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将“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归结为“帝国主

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指出“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实为

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②

在宣传手段上，借鉴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主导下的反军阀宣传广泛深

入，形式多样:

1、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国民党“二大”宣言提的口号中，头两

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开始后，有国、共两党背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

《对国民政府出师的宣言》，亦提出同样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是大革命期间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

亮的口号。在不同地区，口号会调整得比较具体。比如北伐开始后，中共杭州地委通过杭州学生联

合会和杭州总工会组织突击宣传，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军阀孙传芳”。③

2、组织演讲队向民众演讲。演讲包括“讲”和“演”两部分。“讲”是组织宣传队深入城镇乡村

及各级学校宣讲军阀的罪行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演”是宣传性质的表演。胡政之曾亲眼目睹

这类表演，他记载说: 1927 年春，正值容共时代，武汉满街都是标语口号。有一天，工会组织上演

“帝国主义大出丧”，抬着一口大棺材，标上“帝国主义之灵”，前面装着三个“孝子”: 一叫吴佩孚，

二叫张作霖，三叫孙传芳，麻衣丧棒，情景逼真，鼓乐喧闹，招摇过市，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④

3、组织民众举行反军阀示威。这类示威在各地都有。以长沙为例，1926 年 4 月 21 日，在国民

党党部组织下，长沙市民为反对吴佩孚，于省教育会举行示威运动大会。到会者五万余人。夏曦登

台演讲，略谓“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将举兵寇湘，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行径。
帝国主义每次进攻中国，都借国内军阀为工具。“我湖南历年迭受北洋军阀蹂躏，困苦异常，若再

任吴佩孚入湘，不独人民倍加苦楚，且以三千万人民拱手送与英帝国主义宰制，这是何等痛心，何等

耻辱”。⑤ 到会者群情激奋，决定与军阀吴佩孚决一死战。
4、对军队灌输打倒军阀的思想。在苏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须接受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为

此，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批准并颁布了军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其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

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规定必须达到数十课时，方为合格。⑥

5、组织新闻检查，控制军阀的敌对宣传。北伐推进过程中，北方军阀控制的区域，革命言论受

到压制。胡政之说，汉口的报刊无不骂国民革命军的罪恶，在汉口做报纸没有人敢说吴佩孚的不

是。⑦ 针对这一情况，国民党进入武汉后，立即“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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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6 年 1 月 13 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

442—443 页。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 1926 年 7 月 6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

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27 页。
江天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活动和斗争》，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转引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

史》第 6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66 页。
胡政之:《四十天的五省游行》，王瑾等编:《胡政之文集》下，第 966 页。
《昨日市民反吴之大示威运动》，长沙《大公报》，1926 年 4 月 22 日，第 6 版。
《索洛维约夫向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 1926 年 7 月 7 日) ，《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2 页。
胡政之:《从北京到北京》( 1926 年 3 月 28 日) ，王瑾等编:《胡政之文集》下，第 9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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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①，从而控制住了舆论

方向。
国民党的反军阀政治宣传产生了明显效果。在宣传效应产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报刊上骂军

阀之外，普通百姓对军阀并无特殊好恶，他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是依据传统道德观念和自身的感受。
澳大利亚人菲茨杰拉尔德在北京曾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可以证此。他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不

久，警察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将其捆绑，并按当地习俗让被盗人痛骂小偷，以发泄心中愤怒，引来

路人围观。被盗者最初用不堪入耳的脏话破口大骂，但围观路人都觉得不过瘾，无人喝彩。被盗人

突然改变骂法，提高嗓门道:“你这个家伙，你，简直就像冯玉祥!”话音刚落，“骂得好! 骂得好!”观

众的喝彩声顿时响成一片。② 围观者之所以喝彩，是因为按照传统观念，背叛主子是一种有违道德

的卑劣行径。故被冯玉祥背叛的军阀曹锟没有成为骂的对象，反倒是已“脱离军阀立场”、号称从

事“首都革命”将曹锟囚禁的冯被骂，让围观人感觉痛快并大声叫好。
但是经过宣传，情况就不一样了。1926 年 3 月，北伐前夕，黄绍竑到广州，闹市通衢上，看到众

多游行民众，手里拿着五颜六色写着标语的纸旗，高唱的国民革命歌曲与响彻云霄的“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口号声，相间而作，随处可闻，使黄绍竑“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刺激”。③ 北伐推进到武昌

附近的一个村庄时，郭沫若惊讶地发现，吴佩孚的军队败走后，“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一样，非

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几

百万人马啦。”又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④

不难看出，经过国民党从早期北伐便已开始的政治宣传，到国民党大举北进，在社会认同层面，

军阀已遭到社会各界普遍唾弃。蒋梦麟回忆说: 当是之时，国民革命运动以一日千里之势发展，国

民党的革命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甚至连北洋军阀中的一些开明分子也开始同情国民党。
而北方的情势一年不如一年，终至普通百姓对军阀政府的“最后一点敬意”也消失殆尽。学生帮同

破坏它的威信，军阀们则把它整个埋葬在北京的尘土里。⑤ 1925 年 7 月，“环心”在《共进》刊文指

出，“现在中国一般人心中，都知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⑥ 到 1926 年北伐期间，军阀则进而成

为社会各界口诛笔伐的“民贼”。
最能体现宣传效果的是，一些本属“军阀”营垒里的军人也纷纷脱离既有阵营，投身革命。北

伐期间一个最为诡谲的现象是，为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征战者竟然主要是清季以来先后成立并造就

了无数军阀的“陆军四校”的毕业生。李宗黄说“四校”历年训练出的六千余名军官“泰半投向革命

阵营”。⑦ 吴虬说，在大革命背景下，“凡怀才自负者，几无效用之地，北走胡而南走越，不期而归于

革命一途”。他举例说，像胡宗铎、邓演达等人，皆出身北洋军校并曾供职徐树铮统率之边防军，以

郁郁不得志于北洋，乃投效革命。⑧ 大量出身北方军政系统的军人转而为南方服务，表明北伐期间

北方军界的政治认同已发生转移。曾经的军阀政治渊薮变成革命军人的摇篮，除了部分军阀因怀

才不遇而思改换门庭之外，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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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文学卷 1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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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定军官学校。参见《李宗黄回忆录: 八十三年奋斗史》( 二) ，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 1972 年印行，第 324—328 页。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 一) ，第 10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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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是宣传，国民党的军阀形象描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胡政之在国民党北伐之初就发

现，“国民党素以宣传见长”，随着北伐胜利推进，“民党消息，益多过甚之词”。① 所谓“过甚之词”，

是指言过其实的宣传，这在国民党有关军阀负面形象的描述中比比皆是，司空见惯。
然而，国民党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虚实之间运作，盖很多历史认知的基础本来就处虚实之间，

虚可以转化成“实”，实亦可能转化为“虚”，宣传上的虚实之辨，尤其艰难。汪精卫就曾为国民党的

宣传与事实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说国民党的做法，“不是用事实改变宣传，而是用宣传改变事实”，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以来，党人每为此感觉痛苦。但到第二次大会时，“事实居然被宣传改变了，很

多宣传已变成事实”。② 汪氏所言，旨在说明国民党对宣传工作认知的变化，却于无意中透露出国

民党对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从“虚”到“实”的建构。
从学理上看，汪精卫感到困惑的虚实转化现象可能内含某种社会心理的“共振”因素。黄绍竑

曾注意到一个奇特现象，他说国民党有左右之分，其宣传工作以民众为对象，事实上无论口头还是

文字的宣传，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彼此针锋相对地在那里争论。民众听了宣传讲演，是否了解所讲

的意义，有何感想，演讲者未必知道。但是“民众都是一样的拍掌，一样的呐喊”。对此有人解释

说:“民众的意识和行动，多是被动的，盲从的，宣传的效果，就是从这里发生出来。”黄绍竑认为，这

一说法“不无相当理由”。③ 黄氏未必通学理，但社会心理学“从众心理”的理论解释，已隐含其中。
冯友兰在当时各地举行的“大人物选举”中，也发现类似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盲目从众

现象。他说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群众易于激动，易于偏信某事，原因在于相互刺激和影响。
他举例说，前年直奉战争期间，当吴佩孚初退，胡景翼未来时，开封人心惊恐异常。忽有一人因事在

街上疾走，旁人疑有乱而跑，其人见旁人跑亦跑，于是满街之人皆跑。但究竟为何而跑，皆不知也。
冯氏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大人物之得人信仰，亦是如此。”④反之，不受人信仰，也未尝不是如此。

显而易见，“军阀”作为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从产生到成为大革命时期对北方政府不满者的口

头禅，军阀本身的劣行固然是基本成因，但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导致人们认知中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由

虚到实的变化，也有以致之。
然而国民党对军阀形象的建构并未因北伐成功而终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取得

统治的“合道性”，继续进行反军阀的政治宣传。而在国民党宣传部及训练部指导下的民意测验，

则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在这类民意测验中，影响较大的有“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以及“革命心

理测验”。
“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是 1929 年 3 月 9 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练部为纪念孙中山总理逝

世四周年而举办。测验设计了 10 个问题。其中第 5 个问题是“最害中国的，请举出五件来”; 第 6
个问题是“办了那几件事中国便好了?”公布的调查结果为: “最害中国的事”有军阀、帝国主义、共
产党、鸦片、不平等条约、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盗匪，其中选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最多，各占 40%。
第 6 个问题共有 8 项答案，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收回租界、禁烟、清共、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可能是鉴于军阀在北伐中已被打倒，国民政府正谋求与外国人修复关系，

所以此时主张“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的投票比例较低，只分别占 5%和 1%，但“最害中国”
的两个选项依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足以说明调查问卷设计者的用意所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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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心理测验”为中国大学举办。该校是民初孙中山、宋教仁及黄兴在华北创办的旨在培植

“革命人才”的学校。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次年( 1929 年) ，该校举行十六周年纪念，各界人士聚

集，学校当局遂在国民党党部指导下，举行测验，借以考察各界人士的“革命心理”。这次测验共出

14 个题目，内容包括: 你信仰什么主义，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帝国主义是什

么，帝国主义该打倒吗，革命军人与军阀有什么分别等。对与本文论旨直接相关的“革命军人与军

阀的区别”一问，最终公布的答案为: 革命军人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军阀是摧残民众的; 革命军是救

国救民的，军阀是害人民的; 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阀是以压迫手段压迫人民，价值导向异常明

显。有此导向，每个问题均获得相当比例的符合题意的回答。①

以上仅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由国民党中宣部指导进行的诸多民意调查中的两次。这两

次调查与 1922—1924 年间的众多调查一样，都是在“民意测验”或“心理测验”的名义下举办。但

前后比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查于“民意调查”仅有其名，实际已完全纳入国民党中宣部的宣

传体系当中，成为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工具。主持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的国民党党部曾明确表示，这

次民意测验的目的在于，以“尊重民意起见，定立办法，希望达到多数的主张，作为党政改革的依

据”②，可见调查的政治宣传用意。通过这类号称“民意调查”的政治宣传，加上对报刊杂志内容的

审查和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规范，军阀的整体负面形象于北伐成功之后几年内，趋于成型，并逐渐固

化为后来人们看到并视为常识的历史书写。

四、结论

在 1922 至 1924 年的各次民意调查中，军阀或类军阀得到 29. 20%的选票，在政治家、文人及武

人三类调查对象中占了近 1 /3 比例。从调查方法及取向看，由于调查者意在获取类似“海选”而非

有特定候选人的支持性选举的选票，倾向于做“正面”判断，很难从中提取不赞成甚至厌弃被选举

人的“负面”信息，依据这种性质及取向的民意测验，不可能全面了解时人对军阀整体形象的认知。
但即便未投票给军阀的 70. 8%的投票人中多数人都不认同军阀，29. 2% 的得票率，用于说明军阀

系由不同派系及个体组成，薰莸同器，善恶共存，应当还是恰当的。
然而，这一民意状况并未维持多久。1926 年《京报副刊》的调查显示，改组后的国民党逐渐为

民心所系，军阀却因不能跳出传统政治窠臼，整体形象败落，民意丧失，选票大跌。若作长时段考

察，将这次调查与此前的调查并观，一幅既能反映军阀共性与个性、又属动态的军阀形象的民意趋

向坐标图也就可以大致完整地绘制出来。
讨论军阀现象涉及对中国近代军事力量崛起的认知。近代中国遭遇东西列强侵略，割地赔款，

主权丧失，国将不国，无以自立，制度落后之外，重文轻武观念的束缚是重要原因。科举制度废除

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日军事强国路线一度取得成功的影响，一些中国思想家、政治家极力鼓

吹军事主义，提倡军国民教育，呼吁中国“军魂兮归来”，倡导“中国的武士道”，尚武精神开始得到

提倡。③ 短短数年，观念顿改，入伍当兵，成为时尚，投笔从戎，更成佳话。大量过去不屑于当兵的

优秀人物加入行伍，使中国现代军事力量在科举废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得到大幅提升。
对于中国这样处在近代世界弱肉强食国际环境中的传统东方国家，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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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国家分裂割据状态，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只是梦呓。章太炎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

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①蒋廷黻说: “如果没有武力

作后盾，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尊重的政府。② 章、蒋之言，可谓审时度势。但

中国现代军事力量兴起生不逢时，正当国人观念改变、军事受到重视、军人地位上升之时，欧战突然

发生。这场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在造成大量物质性破坏的同时，也在精神信仰层面亵

渎了对军事的崇拜，随着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军人地位在短暂上升之后陡然下降。③ 这对军人中具

有统一国家政治抱负及抵御日本侵略民族主义意识的某些军阀而言，明显是不利的政治语境。
民初军人地位一度提升是国家在摆脱重文轻武观念束缚之后正常的现象，具有正面的价值和

意义。作为军人地位提升的副产物，军人干政、军阀混战导致国家政治动荡，社会不宁，应当受到谴

责。但这一现象暴露的不尽是军阀个人素质和品格的问题，制度性缺陷才是关键。客观地说，军阀

中一些人也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但民国建构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却将他们置于为害国家的地

位而不自知。都说军阀跋扈，其实在那个制度幼稚、道德失范的时代，政客、文人同样跋扈。一些有

识见的时人曾多次指出北洋时期的政治乱象是军阀、政客及“无行文人”共同为恶所致，有时文人

之无行甚至远过军阀。④ 以致时人有“军阀学阀政阀”，其“根性决无二致”⑤的判断。从文武关系

上看，北洋时期，文人基本不怕武人，武人却甚怕文人; 军人打压文人只是个别现象，文人骂军人却

是普遍现象。⑥ 说明军人受到的内外约束或比文人稍多，因而尽管不守规矩，有时也还有所顾忌;

亦说明军阀固然表现拙劣，但将北洋时期一切罪恶都推到军阀身上，有失公允。
北洋时期中国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势重心缺失，构建新的权势重心需要武力。但武力要成

为国家的建设性因素，除了军人自我约束之外，关键是通过制度规范，将军事力量纳入国家政治的

可控范围。北洋军队在清末吃皇粮，受国家调遣，本属国家军队。但袁世凯死后，国家陷于分裂，中

央权力式微，不再被视为国家存在的象征，军人的效忠对象缺失或模糊化，由北洋裂变出的诸多军

阀派系，遂各为其主，其原有的国家属性完全丧失，沦为私人性质军队。面对这一问题，被认为最有

实力且相对具有改革愿望的直系军人亦一筹莫展，依靠北洋军人重建国家权势重心的努力终成

画饼。
从军政关系上看，北洋时期一个受到广泛訾议的现象是军人干政。这一现象得到督军制的制

度性固化( institutional solidification) ，以致北洋军人普遍认为军人就是应该懂政治、谈政治。白坚

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略，不然则( 无) 自立之

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⑦军人懂政治当然无可非议，但公开谈政治则

无异对政治实施干预，这与军人不干政的现代政治原则，明显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终北洋之世，没

有一派军阀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这意味着军阀对解决军人干政乱政这一民初政治的要害问题，

已无能为力。只要这一问题一天不加以解决，国家政治的黑暗就一天不能终止。
而一度在不少国人心目中沦为“南军阀”且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政力量，在历经失败之后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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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悟，改组政党，重建军队，使军队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武装力量，并通过政党组织形式，以文治武，

将军队纳入党的领导指挥之下，成为“党军”，并提出“国军”的未来构想。① 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

导，国民革命军推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设立政治部，建立起党领导军队的军政体制。虽然在

国民党统治下，其军队始终未能由“党军”蜕变为真正意义的“国军”，但“党军”较之军阀的私人武

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随着国民党改组及军队性质的明确，国人观感亦发生变化。1926 年 11 月 4 日，胡适在一个有

“一班社会上重要的人”参加的晚宴上“开诚布公”发表讲话，一改以往对国民党的怀疑态度，断言

军阀将在南北战争中失败，转而看好国民革命军北伐。② 后来胡适回顾历史，仍坚持认为，经过改

组的国民党已然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1926 年至 1927 年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

党”，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③ 胡适观察到的人心向背变化，与“南北”“新旧”形成

对应性认知，营造出中国政治运作的崭新社会环境，并从社会心理层面，支持国民党取得北伐的最

后成功。
第二次北伐成功落幕不久，蒋介石来到北平，各界举行欢迎会。也许是为了体现新政府的政治

大度，特邀当初列为头号军阀应首先打倒的吴佩孚出席并发表讲话。④ 吴在会上表示: “说起来我

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⑤面对曾

经的政治敌手，作为手下败将的吴佩孚口出此言，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过更加值得品鉴的

是，已彻底失败的吴氏，居然还未意识到自己与国民党在国家统一路径选择上存在实质区别，这大

概正是直系乃至所有军阀在近代中国军政大角逐中最终败北的根本原因。
英雄识短，不亦悲乎!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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