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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与１９１６年府院之争再探讨

刘 会 军　　张 闻 捷

［摘　要］１９１６年袁世凯去 世 后，黎 元 洪、段 祺 瑞 的 矛 盾 因 孙 洪 伊、徐 树 铮 的 冲 突 而 加 剧，府 院 几 近 破

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 影 响 成 为 调 停 的 核 心 人 物。黎 极 力 迎 请 徐，拟 以 其 组 阁 排 段，院

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 挠。徐 一 面 公 开 声 明 决 不 出 山，打 破 府 方 强 其 组 阁 计 划；一 面 运

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 洪 伊、徐 树 铮 去 职，维 持 段 阁，政 潮 暂 平。基 于 其 时 北 洋 派 危 机 和

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

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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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６年秋冬，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掀起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内部第一次大政

潮，经多方调解不见效果，开始寄望于蜇居的徐世昌出面。徐在多方迎请下至京，经其调停，府院之争

暂趋平静。此次政潮牵涉当时多方政治势力，影响政局演进，因此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现有研究从府

院关系、国会、党派等方面探讨虽有相当深度①，但对徐世昌的作为，仅张淑娟专文探讨过其“中人”角

色②，其他有关研究虽有涉及，但讨论非常有限。具体说，关注的焦点基本在府院对立，忽略了徐对府

院的重要影响，对徐、府、院三者各自的考量与互动探讨有限。特别是对徐世昌在此次政潮中的具体

活动讨论不足，且在诸如徐不出山的原因、其调停是否中立等关键问题上有再探讨的必要。本文拟在

详细考察徐府院三方各自的筹谋与互动基础上，分析徐成为调停此次政潮核心人选的各种因素、揭示

徐调停此次政潮的作为、作用及深层动因，以期对黎段府院之争和当时的政局走向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　府院僵持与非徐不可的原因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僵持不下，严重影响政局。因徐世昌在北洋

派的崇高资望，加上黎认为徐易于合作且段对徐不便反对，因而黎拟请徐入京解决政潮。

１．府院僵持

内务总长孙洪伊支持总统府，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等段派人员冲突不断，院方以孙身负诉讼案

对其攻击不断③，孙的去留，成了府院拉锯的焦点。
段派多次运动孙洪伊下台④，但均未取得实效。当时若要孙下台，有三种途径，即其自行辞职，或

·５４·

①

②

③

④

如潘荣：《黎段府院之争初探》，《南开史学》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３３～５２页；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

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５１～６５页；王 雷：《非 常 状 态 下 的 决 断———民 初 府 院 之 争 的 新 解

读》，《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５２～１５６页；余杰：《制衡中的冲突———“府院之争”中的国会运作》，《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８６～１９２页；郝幸艳：《汤 孙 分 裂 与 民 初 政 局》，《广 东 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第１１２～
１２２页；等等。

张淑娟：《徐世昌与１９１６年内阁风潮的解决》，《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５０～５４页。

参见张超：《政治和法律的互动：孙洪伊 与１９１６年 平 政 院 受 理 的 内 务 部 停 职 案》，《北 京 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４年 第８期，第１１８～
１２８页。

参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８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０４页。



总理将其弹劾于国会，或总统下免职令。关于自辞，孙洪伊谓：“政治家要硬干，无论若何牺牲，决不辞

职！”①在提交国会弹劾方面，国民党议员在国会势力很大，常常掣肘政府。孙此时正参与在国会“组

织一大政党，以对抗北方派”②。段亦知国会对己不信任，“惴惴于弹劾案之不获通过”③，故提出将孙

免职并希望总统批准。但黎元洪多次拒绝在免孙令上盖印④。原因有二，一是黎本有倒阁心思，孙主

张“拥黎（元洪）倒 段”⑤，故 黎 对 段 运 动 孙 去 职 并 不 认 可⑥。二 是 因“黎 想 借 重 国 民 党 以 抵 制 北 洋 军

阀”⑦，不愿因孙得罪国会。
段祺瑞欲免孙洪伊难获国会支持，也不被总统批准，内阁行政受阻。故此，段向黎“以去就相争”，

并准备了辞呈⑧，阁员也达成共识请黎免孙，“不成功则全体辞职”⑨。段还拟了免孙内长、特派其为全

国水利局总裁和禁烟检察使的命令等黎盖印瑏瑠，黎既不收段的辞呈瑏瑡，又不愿免孙，形势陷入僵局。段

派则继续施压，如交通总长许世英仍呼吁阁员辞职瑏瑢，段也“仍持去职之议”瑏瑣，以退为进向黎施压。
黎元洪有心倒阁，但此时面对段的辞职却进退两难，于是期盼徐世昌出山瑏瑤。黎不下免孙令是不

愿得罪党人，而段提出辞职，黎却不敢允，因段有统领军界的资望，黎要“以之羁縻十三督军”瑏瑥。故黎

非不想去段，段去如无合适替手，必将导致更大政潮。所以，黎欲倒阁，须找到“今日秉钧之职，必须文

武兼资”瑏瑦的人选，其请“声名气概足以笼罩国内文武”瑏瑧的徐世昌正有此意。
府院互不退让，“已无法再行调融”，“大约必须俟徐菊人来京后始有办法”瑏瑨。

２．徐世昌的资望与总统黎元洪的意图

黎派运动徐世昌赴京非但为调和府院，还因徐实有取代段祺瑞的适宜条件。具体来讲，包括徐的

资望与影响、黎对徐的态度、段对徐的态度。
徐世昌因其资望而受黎元洪属意。袁世凯亲信幕僚王锡彤回忆袁对徐地位之评价“谓吾死之后，

若求其资格相当，内而文武官吏翕服无词、外而各国人士大半知名者，当以菊老为最”瑏瑩。“菊老”，即

徐世昌，“其地位仅亚于袁世凯”瑐瑠。时人观察“北洋官僚军人，皆袁世凯所豢养。而世昌则世凯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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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躯壳，故诸人之敬世昌，不殊其敬世凯”①。在府方策士看来“段氏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

北洋派中的威望则高于段”②，徐若组阁，既能排段而又使“文武官吏翕服无词”，平稳度过内阁改组波澜。
但黎元洪属意徐世昌不仅因其资望高，还有黎个人对徐的亲近态度。相比段祺瑞为人冷峻、“素

性简傲”③，徐则“其平居怡怡自处，无疾言遽色”④、“冲和之气，引人敬重”⑤，天然地让人亲近。且在

黎继任总统问题上“当时实系于徐相国之一言”⑥，和徐、黎都有深交的张国淦回忆：袁死后，徐表示黎

继任总统比较合适，而张镇芳向府方说：“黎的出任大总统，是徐世昌所拥戴的，段祺瑞不赞成”，“黎至

此始信徐而疑段”⑦。因而黎颇感激徐，故认为徐有与之合作的可能。
而段祺瑞亦不便反对徐世昌。段自知黎派倒阁意图，但其在军政两界资望很高，无论将来谁任总

理，都将借助于他，故其对继任内阁是否支持，将影响新内阁能否顺利行政。黎运动徐同时，也运动王

士珍和李经羲以为徐不出时的替手，均遭拒绝⑧。揆诸徐段关系，段碍于情面，对徐明确反对做不到，
即便默不作声也有伤多年同袍前辈感情，故明表支持几是唯一选择⑨，所以“传言”段表示愿将总理让

徐，自己专长陆军瑏瑠。
以上三点造就了徐世昌于此次政争中的独特角色，成了“惟徐东海出而调停当能胜任愉快”瑏瑡的

原由。

二　徐世昌入京前三方的立场与暗争

徐世昌入京前已声明维持段内阁，但府方仍策动徐入京以排段，院方对徐入京仍感担忧，由此围

绕对徐的迎拒开始了角逐。

１．黎元洪的迎请与徐世昌的立场

徐世昌出山与否决定了黎派政治目的是否可以达到，故借调停名义迎请其进京成了府方当务之急。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９日（阴历九月十三）是徐世昌生日，以此为由，府方派吴世湘前往祝寿，“其实则为

劝驾之专使也”瑏瑢，吴 带 回 徐 的 意 见 是“内 阁 宜 维 持 巩 固”瑏瑣。随 后，黎 又 派 员 正 式 迎 请。１０月２７日

“黎大总统派哈汉章、林长民、朱铁林、孙光瑞来迓早回京。晚饭后与四人谈良久”瑏瑤，徐对政局的意见

是“甚望此种现状暂无变动”瑏瑥。此次谈话后，徐拟赴京，２８日致电黎“约于来月上旬可以成行”瑏瑦，预

备半月后才起程。但黎已急不可耐，在哈汉章等人２９日回京报告后发电催促，并又派朱宝仁往迎，请
其提前启程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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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徐不仅未提前赴京，且又明确提出不入政界才可入京①。朱宝仁１１月３日到卫辉②，当天，徐

致电黎：“佥谓钧座有将令昌再领政局之意……内阁关系至巨，权其轻重，似未可遽使动摇……倘允不

入政界，则瞻对方殷，一俟感冒就痊，即当就道。”③徐表达了两重意思，一、维持段内阁；二、得总统允

诺不令其组阁才进 京。随 后 消 息 进 一 步 披 露，黎 身 边 幕 僚“预 备 东 海 一 来 即 令 总 统 即 提 交 议 院 同

意”④，通过法律程序造成徐内阁成立，以既成事实逼其上台，故徐才有此声明。请徐赴京是黎既定方

策，且“迩来内阁动摇急不可待”⑤，故黎不以为忤，５日回电，仍坚请徐。对于传闻，黎否认真意，解释

为“系报纸谣传”⑥，先请徐入京再做打算。１４日，黎的特使哈汉章等四人再至卫辉迎请⑦，徐回电感

谢⑧，并准备入京。
徐此番强调政见及迫黎保证，除阻止谣言外，应还想利用进京前这段备受瞩目的时间，高调表明

不入政界的政见。此举既减少反对派猜忌，亦能消减黎派期望，在政潮剧烈时不火上浇油，且使自己

立于能施援手于有求者的优势地位，保证其入京后有进退裕如的施展空间。故此次有意延宕和强调

政见，应视为其政治宣言和行前造势。

２．国务院的阻徐运动

徐世昌赴京前政治形势复杂，除黎派的迎请外，国务院及其盟友研究系也有应对府方倒阁的动

作。段本人对徐难言反对，但段左右及研究系以段为倚靠，即使徐一再声明维持段阁，他们仍疑虑重

重，因府方寄希望于徐，故院方集矢于徐。

徐树铮担心徐世昌入京组阁，故到处扬言，后者必不入京，试图阻挠。且委托他人向后者进言，以
内阁危险情形须依靠徐树 铮 维 持、国 会 存 在 反 徐 世 昌 势 力、若 进 京 会 被 胁 迫 组 阁，于 徐 世 昌 不 利⑨。
研究系梁启超认为“收拾北方，惟段是赖”瑏瑠，汤化龙将段视为能使国家“入于政治之正轨”的“中心之

人物”而竭力维持瑏瑡，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欲借徐倒段“决计反对”瑏瑢。９月３０日，梁启超赴南京，与冯国

璋“交换政见及筹商解散党人诸善后问题”瑏瑣，且“国务院曾竭力设计阻止徐氏来京，又派员至南京劝

诱冯副总统与彼等执同一意见”瑏瑤，冯１０月２９日致电北京“请挽留段总理，主张内阁不宜动摇”瑏瑥。
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是制造反徐论调的重要阵地。１０月２０日该报载：“昨日众议院中某派议

员纷纷运动推段总统（应为总理———引者注）为副总统，排斥冯国璋，主张徐东海继段组织内阁”，他们

评价此活动是“某派不顾国家大局一则欲推拥徐氏以作傀儡，一则挑动冯段恶感以扰乱大局，是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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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孰不可为也！”①１０月底，徐明确表示不入政界，研究系喜出望外，该报评论：“兹闻此次赴汴之某

君述东海对于时局之态度及言论，颇足表明其绝对不入政界之决心，亦足使今日妄冀政局动移者绝

望。”②徐未至京前，该报对段阁极力维护，认为徐即使“愿为现总理之替人，又安见其必有以逾于今日

者乎？”并要大众“责效不 宜 过 急，神 经 不 可 过 敏，苟 非 万 不 得 已 断 不 宜 作 根 本 改 组 之 想”③。及 徐 入

京，其未先晋谒黎元洪，内中原因不得而知，而该报向外做出了有利其政治目的的解释：“东海来京决

计以维持段内阁为前提，其所以不入公府者即为避政治嫌疑之故。”④

院方的动作如愿产生了效力。１１月，徐幕僚描述徐当时处境“自东海将入之际，汤、梁辈百计谋

阻，唯恐或后。始则以报纸及两院研究会派，分往黄陂处，与夫论说中均谓东海决计始终不出，即出亦

不能通过。甚至谓国民党业与东海携手，欲操政柄云云，以致合肥自身以及左右均不免抱有意见”。
国民党支持徐组阁虽是一厢情愿，却已让徐身处嫌疑，又经研究系加工，以致徐受到院方猜忌。徐无

法视而不见，为证明其并未与国民党合作，故“其势不容不表明不入政局”⑤。其实，徐不入政界是固

有态度，但经院方大力运动，态度更难变更。

三　入京调停

徐世昌１１月１６日在北京“前门车站”⑥下车，受到隆重迎接。“总统既派代表到车站往迎。倾国

务院之人皆至，军队至者尤众，如海军部、步军统领衙门、警察总监、国务院卫队、总统府卫队等政界军

界且千人，既款待于车上，复 接 洽 于 铁 路 客 房，既 到 东 城 五 条 胡 同 邸 第，汽 车 马 车 喧 阗 门 前，至 昏 不

绝。”⑦时评谓“孙段之争、府院之隔膜皆将赖东海一洗之”⑧，故其“于转移政局上有切要之关系”⑨，徐

一时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
但徐世 昌１６日 下 车 即 回 寓 所，甚 至 未 先 谒 见 总 统 黎 元 洪，黎 则 放 下 总 统 身 架，次 日 一 早 亲 访

徐⑩。谈话中黎陈述“现内阁成立以来种种困难问题”，希望徐“不吝助一臂之力，以当组织内阁之任

务”瑏瑡，但徐政见依旧“仍主维持现阁，且谓不自居于调人，惟备总统之咨询”瑏瑢，有意断绝黎之念头。会

谈后，黎已打算接受现实，“孙洪伊总裁水利命令府己向院取回，预备盖印”瑏瑣，准备将孙调出内阁，己

方先让一步。但黎左右视徐至京为倒阁良机，若不此时力争，段阁又将维持，遂准备不经徐同意即强

推其组阁。徐黎会面当天，府秘书长丁世峄仍向黎献策，准备对外宣称徐已允组阁，然后拟好命令送

国务院，令段闻之自退瑏瑤。丁等又向副总统冯国璋发电，假称“东海已允出山，现内阁断宜改组”瑏瑥，意

在骗取冯支持，以加重排段砝码。
府方拟以欺骗方法造成即成事实，迫各方就范，反使己方更加不利。徐此前屡次声明政见，但姿

态低调，态度亦不强硬，至京后蛰居家中“全持一避风头态度”瑏瑦，或给人摇摆之感。丁世峄等的行动，
既损害徐之名誉又有害北洋团体，徐势必要迅速且强硬表明政见。１８日，“午后有人以丁言与丁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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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东海”，徐得知后极愤怒①，并迅速反击。当天，徐即请王士珍向黎转达他支持段阁的态度②。１９日

又致电冯国璋，再次声明：“弟决计不入政界，请维持段总理万不可稍有动摇。”③随后冯复电，表示维

持段阁，并委托徐调和④。同时，在府方攻势下，段仍无辞意⑤。徐拒绝组阁，段不辞职，冯与徐段遥相

呼应，丁等拟强推徐以逼段自辞的策略未及展开就已“难成事实”⑥。府方已无法可想亦无强力可借

助，难再有作为，徐世昌已执政潮解决之牛耳。
对于解决黎段之争的具体措施，徐世昌的意见是：段祺瑞“不可去”，孙洪伊“当去”，府院两秘书长

丁世峄、徐树铮“应 调”⑦。徐 政 见 即 坚，接 下 来 就 是 疏 通 黎 段，使 他 们 各 自 退 让。１９日，段 约 徐 晚

饭⑧，见面后双方疑虑尽消。段 见 徐 即 表 示 自 己 从 未 阻 止 过 徐，且 愿 让 出 总 理，在 徐 麾 下 担 任 陆 长。
徐则“极力劝慰”，并称决不出山，且尽力向各方为段疏通⑨。双方成见已消，则可直抒胸臆。对府方

极力驱赶的徐树铮，徐世昌“劝合肥不必为此小事，影响国事。合肥说，我可让步，撤换院秘书长”瑏瑠。

２２日，徐树铮“陈请辞职”获黎“准免”瑏瑡。

２０日，徐世昌“午刻回看黎总统，留饭久谈”瑏瑢，黎对徐组阁仍存期待，一再劝徐出山，徐则坚持维

护段阁，声明：“即使内阁中断、国家缺人，某亦绝不出任国事”，黎听后“默然无语者久之”瑏瑣。徐斩钉

截铁的态度将黎之希望全部浇灭。对另一位引起政潮的核心人物孙洪伊，黎想将其调任而不愿免职，
但徐“恶其害团体”瑏瑤，建议直接免孙瑏瑥，意味着段的主张得以实现，“以全段氏之面子”瑏瑦，故此内阁才可

稳定。黎无奈中接受了徐的意见，空下国务院拟定的调任令，只署名于免职令瑏瑧。随着孙、徐去职，黎

段之争暂告平静。
此次政争，黎段互不让步，徐以超然姿态介入，以“各方面以为非东海来不能解决”瑏瑨的关键角色，

调解府院，使渐趋尖锐的矛盾暂时化解，政局得以维持。能做到这一点，既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更
有当时政治时势的深层动因，也与徐本人的北洋意识有关。

四　府院之争的深层动因和徐世昌的北洋意识

徐世昌的调停与当时北洋派危机和其北洋意识密不可分。总统府受国会国民党派支持与北洋派

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对抗，故这也是非北洋派与北洋派之争。
于政局来说，此次府院之争，正值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派危机感强烈、有意固结团体的时期。袁去

世，北洋派顿失重心，“他们自己知道失去了统一的头脑，形势日趋散漫，非有一种团体的结合，不足以

抵抗民党的新势力”瑏瑩。徐入京前，北洋派为固结团体挽救本派危机，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议题以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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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海简要之献言》，《时事新报》，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第１张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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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黎元洪卷》第１２册，第４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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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１８４０—１９２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３２页。



力对抗“党人”、国会、宪法等问题为核心①。徐此时已位居北洋派各方之上，故有资格亦有责任，于时

势也必须立于整个北洋派的立场解决问题。徐此时“实兼为官僚、军人两派之领袖”，“足统辖北洋文

武者，徐氏一人而已”②。北洋派内部虽有各种利益冲突，但面对非北洋派时“北洋军系却充分表现出

党同伐异的派系意识”③，在危及整体时“这些军人仍然忠于北洋集团，把集团利益视为高于一切”④。
徐以其领袖身份，做事能引导并象征团体意志，段阁不稳时，他始终明确支持段，这期间冯国璋、“各省

督长”也纷纷挽留段⑤，正起到了表率引领作用。徐的调停，稳定了段阁而抵消了府方意图，无异于北

洋派的胜利，正是徐这样的人，会让北洋派更加认识到自身命运实系于派系命运，也无疑会更加激励

他们急需固结团体的意识和行动。徐调停一个半月后，第三次徐州会议即召开，北洋派此次明确支持

段内阁，并将矛头对准总统、国会、宪法⑥，徐树铮立即跟进策划各省独立⑦，已露出独占政权的意图。
此后半年的参战、督军团干政等问题复杂交织，北洋派内部势力亦各有盘算，但其中北洋派与非北洋

派的界限随时势愈加明显，显示出了对外的一致性，这或与徐此次调停的引领和激励不无关系。
于徐世昌个人来说，他的政治命运与北洋派命运密切相连，其具有很强的北洋意识，也预示着调

停走向。徐认为北洋派是国家势力中心，北洋派稳定，则国家稳定，反之亦然。后在１９１７年年底调节

冯段之争时就强硬劝告双方：“我国的势力集团是北洋派，北洋派分裂相争，实为国家的不幸，必须善

于互相合作，以谋国利民福”⑧，可见其北洋意识坚定。徐行事常以维护北洋整体为出发点，王锡彤回

忆：“其实当项城生时，其部下暗中水火已甚，各有互相雄长之势。惟东海实主调和，故苦心开导，晓以

休戚相关之义。”⑨徐之幕僚贺葆真评价徐之于北洋派：“近年以来，北洋派将分裂者屡矣，辄藉徐东海

一言泯其嫌隙，苟一破裂，必为南人所乘，但东海在，北洋派或犹可支持也。”瑏瑠此次入京，徐对非北洋

派的研究系很提防。研究系虽与段合作，但在徐亲信看来他们是别有用心，最终目的是“俟得一部分

之势力，然后再取合肥而代之”，对于此种情况，徐及其幕僚计划“勉创一会，为政党之基础”，以防止

“南人继续登场”使“北派势力扫地尽矣”瑏瑡。当年１２月，热河都统府参谋长舒和钧向湖南同乡熊希龄

透露：徐“对于北方各将领仍重旧谊。昨并遣姜公之孙来热，谓现时不合轻解兵柄，坚嘱勿再辞职等

语。其意可知”瑏瑢。“姜公”是热河都统姜桂题，徐姜“换帖”过，是盟兄弟，其劝姜“勿再辞职”，这既是

维持徐本人势力，也是维持北洋势力，可见徐于维护北洋并不放松。由此则可明了徐世昌个人于此次

政争背后的倾向性。
故徐世昌此次入京，与其说是为调停黎段，不如说是为维护北洋而来瑏瑣。徐自始至终都支持段阁

以维护北洋，但巧妙之处在于，经其斡旋，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去职，府院各有让步，形成了一个貌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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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结果①。但徐世昌的调停隐忧极大。孙、徐去职只是暂缓了危机，黎段隔阂仍在。对段来说去徐

树铮很难，经徐世昌劝解才勉强答应，但视为黎“越权干预院的人事问题”②，愤愤不平。在黎方面，国

会仍有弹劾段祺瑞、追惩徐树铮的活动③。且黎还想下令免段，命令发表前为徐世昌亲信印铸局长吴

笈孙所知，故徐能第一时间阻止，黎“乃取销前令”④。徐的调停在府院职权划分、国会党争、两派人员

互相敌视等问题上未有规划，故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未变。在徐调停一月后，林长民就曾

向日本透露过段祺瑞、冯国璋、研究系等解散议会、改组内阁、重订宪法等攻击府方的计划⑤。故徐的

调停只能暂缓危机，府院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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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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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认为徐的调停手段是“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沈云龙评价是“顾全双方威信”，郭剑林认为这是“府院双方威信兼

顾之衷中方案”，说明他们认为徐的调停公允。也正因徐的调停兼顾府院威信，容易令研究者忽视其调停背后的偏向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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