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天，就 3 天。段祺瑞的“一

世英名”就这样付之流水了。

当他的大弟子靳云鹏来到段

府，劝告老师承认失败后，段祺瑞

只好派人前往天津求和，但派去

的人刚下火车便被扣留：只有投

降，没有求和一说！

段祺瑞只好在靳云鹏等人陪

同下，去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徐世昌

下一道停战令，免得直军继续进攻

北京。徐世昌也不希望战争继续，

他二话没说，当场便发下停战令。

7月19日，段祺瑞宣布引咎辞

职，辞去边防督办一职并请撤销

历年之勋位、勋章，边防军、西北

军也即日解除。

据说，在失败之后，段祺瑞曾

想举枪自杀，幸好甲午战争的多

年老将姜桂题在旁拦阻，这才没

有惨剧发生，姜桂题还斥责段祺

瑞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失

败就要自杀，那我岂不是死了好

多回了？”

在直军、奉军开进北京之前，

为逃避直系的追拿，皖系军阀的

骨干如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

9人逃入日本使馆寻求庇护。有

人劝段祺瑞也赶紧去使馆区避避

风头，但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

随后，总统府通令惩办徐树

铮、曾毓隽、段芝贵、朱深等十名

祸首；数日后，又下令解散安福俱

乐部。

这一次，皖系虽然遭到了彻底

的失败，但段祺瑞毫发未损，他仍

旧在家里和客人们打打牌、下下

棋，等到风声平静后，段祺瑞便去

了天津，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直

到4年后再次被推为临时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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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

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电

报战打了几个月，可真正的

战争其实只有 3 天。这一

战，让曾经在京城显赫一时

的皖系军阀，在此降下了落

幕之旗。

现在，我们管它叫直皖

之战。

这场发生于 1920 年 7 月

14 日的战争，是直系曹锟与

皖系段祺瑞，为争夺北京政

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的对

抗。当时的曹锟为地方军区

负责人，而段祺瑞早已辞去

总理之职，时为民国政府“边

防督办”。

直皖战争是北洋系内部

的第一场战争，段祺瑞的“一

世英名”被毁于一旦，而皖系

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也烟消云

散。但是，倒了段祺瑞，军阀

间的攻伐非但不会减少，反

而更加地频繁了。张亚琴

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纷纷

割据，更是一片乱象。

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冯国

璋当选副总统。但是政府实权控

制在以段祺瑞和冯国璋为首的北

洋军阀手中。1917年 8月 1月，段

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

辞职，副总统直系冯国璋就任代

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兼陆

军总长，北洋系分化为冯国璋直

系与段祺瑞皖系。

在段祺瑞派兵讨伐孙中山与

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联合的

护法运动时，直系前线军官罢兵

反战。直皖两系矛盾公开。

1918年8月，北京安福国会开

幕，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取代直系

冯国璋，段祺瑞也同时辞去总理

职务，在幕后控制。

直系将领吴佩孚罢战北归，

段祺瑞强迫徐世昌取消吴佩孚职

务。1919 年 12 月冯国璋病逝，曹

锟继承直系军阀头领，直皖之争

日渐尖锐。

直皖的关系，已到了非经一

战不能解决的严重地步。

当张作霖打着调停时局的旗

号，来到北京和直系军阀会谈后，

罢免徐树铮成了可以避免战争的

条件。可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左膀

右臂，失去他等于举步维艰。

毕业于当时名牌大学日本士

官学校的徐树铮，怎么会把南北

的军人政客巨头放在眼里。他坚

决主张段祺瑞采取强硬态度。

段祺瑞拍案而起，决定不再

退让。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在

京津一带爆发。

而在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关

外的张作霖突然宣布讨伐徐树

铮，明确地站在了直系的一边。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皖系军阀

的势力。

皖系以五个师四个混成旅组

成定国军，段祺瑞任总司令，徐树

铮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直系以

一个师九个混成旅组成讨逆军，

以曹锟为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

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

可是，徐树铮完全不是吴佩

孚的对手，尽管皖系人多武器好。

在连吃败仗后。皖系第一路

军全部溃散，不是逃跑就是投降。

战争虽然短暂，但故事一点

也不少。

据传，直系吴佩孚击败皖系

曲同丰就被当作一个笑话。

曲同丰在武备学堂当教习的

时候，本是吴佩孚的老师，他见吴佩

孚是自己的小老乡（曲是烟台人、吴

是蓬莱人），对吴也多有照顾，当时

还称赞吴佩孚将来必是将才。

但战场上师徒兵戎相见，讲

不得什么情面。曲同丰兵败之

时，亲自将他俘虏的正是这位小

老乡。

吴佩孚率部策马奔袭，直扑

边防军司令部，曲同丰正错愕间，

只见吴佩孚已经出现在自己面

前，并给昔日的老师敬了个礼，报

告说：“老师，你已经被俘了！”

皖系的中西路后方指挥是段

芝贵，在战前宣布要把司令部设

在火车上，并声称不需几天便可

把直奉两军彻底击溃，届时仍旧

坐火车返回。

段芝贵的火车上不但有军用

品，还有烟枪 14杆、麻将牌7副，

光专门的大厨就有24名。

在直皖两军开始交战后，段

司令仍旧坐在麻将桌上不肯下

来，当随员们向他报告战况时，他

就一边打麻将，一边读战报。

后来，当他听说吴佩孚的军

队已经攻过琉璃河并向长辛店扑

来时，这才慌了手脚，急令火车立

刻启动，撤回北京……

弄了半天，段芝贵把司令部设

在火车上，原来是为了逃跑方便的！

到7月 19日，京津线、京汉线

皖军全被清除。徐树铮被悬赏10

万元通缉，走上四处流亡之路。

直系军阀

其代表人物为冯国璋、曹锟、吴佩孚、

孙传芳等人。

在直皖战争中，直系是最后的赢家，可是

它灭亡后，奉系居然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

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

“三角同盟”发挥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

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

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

当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

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

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

改称国民军，奉系还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

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

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

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奉系军阀

因其首领张作霖系奉天（今辽宁省）

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吴俊升、张作相、

孙烈臣、张景惠等。

奉系利用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在日

本支持下实行地方割据和武力扩张，逐步

建立了对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

统治。日本则取得了在东北筑路、开矿、

设厂、租地等特权。

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逼京、津，

张作霖败退出关。由于他未能完全满足

日本对满蒙地区的权益要求，被日本军国

主义分子炸死于沈阳近郊的皇姑屯（即皇

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

司令”。

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与国民党当

局达成协议，于1928年 12月29日宣布东

北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

任国民政府委员兼东北边防长官。

奉系军阀作为北洋军阀派系的最后

余部，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至此结束。

他是民国第10年里政坛上翻江倒

海的角色。虽然他名义上的官职最高

不过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但他

实际上是段祺瑞的智囊，皖系的核心。

段祺瑞及其皖系的成败功罪，他起码要

负一半责任。

民国初年，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之

一，就是宣布独立自治的外蒙古一度复

归。复归之功，当推徐树铮。

外蒙古从清代开始，它的政教领袖

是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到了20世纪初，

哲布尊丹巴已经传了八世后，不得不向

袁世凯政府低头，取消独立，保留自治，

但拒绝袁世凯政府派特使来库仑。

1919年 6月，徐世昌政府正式任命

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

司令。10月，徐树铮持节出关。 10月

底到达库仑。他效诸葛孔明擒纵之法，

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仅用半个多月时

间，就迫使哲布尊丹巴就范。11 月 17

日，外蒙自治官府递交取消自治的呈

文。22日，中央政府颁布“俯如所请”的

大总统令，外蒙正式回归。

北洋时期，徐树铮人称小徐，以区

别于老徐(徐世昌)。

据说段祺瑞初遇徐树铮，长谈后称

道：“先生才学，胜祺瑞十倍。”当时，徐

树铮22岁，段祺瑞37岁。4年后，段祺

瑞保荐徐树铮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1910年学成归国。从此，徐树铮一生追

随段祺瑞。

段祺瑞和徐树铮有不少地方很相

似。两人都熟读诗书，自奉俭约，从不

中饱私囊。两人都有点清高，刚愎自

用，徐树铮尤甚。小徐恃才傲物，目无

余子，除了老段（段祺瑞，以区别于小段

——段芝贵），没有把谁放在眼里。

1925年12月30日凌晨一时，徐树铮

在河北廊坊车站被一群士兵拉下火车，

押往站外枪杀。杀人者，就是后来赫赫

有名的冯玉祥，而其起因，则是徐树铮数

年前杀死了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

据说下台后的段祺瑞在去天津的

路上车经廊坊，停车开窗而望达 10 分

钟，然后老泪盈眶掩面而泣。

段祺瑞去世时，留言子孙，每年家

祭，祖宗牌位旁，要摆上徐树铮的牌位，

给徐树铮磕头。 张亚琴

“安福”，即安福系，皖系军阀的政

客集团。因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

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

控制了北京政府，1918年3月，段祺瑞指

使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北

京安福胡同组织安福俱乐部，徐树铮、

王揖唐是核心人物。从成立到1920年

直皖战争皖系失败止，该系作为皖系军

阀左右北方政局的政治力量在政界颇

为活跃。

继而包办选举，于1918年8月间成

立新国会，推徐世昌为大总统。因国会

中以安福系马首是瞻，故而这届国会又

称“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政府，通过出卖

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

贷款扩充军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激

起举国共愤。一片讨伐声中，别开生面

的“某君戏作”《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应

运而生，时人称之为“惹祸文章”。

1920年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通电辞

职。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

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

子。徐树铮避匿日本使馆，王揖唐潜逃

日本，但安福系势力仍然存在。直到段

祺瑞在1926年4月彻底垮台时，安福系

始告解体。 朱玉婷

直奉军阀，相继落幕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的北洋二线军阀

安福系：包办选举的民主把戏

背景：直系与皖系的矛盾已久

爆发：皖军不是逃跑就是投降

故事：吴佩孚俘虏老师

溃逃：司令部设在火车上

尾声：段祺瑞去天津隐居

南北会战开始，随之崛起的直

系、奉系、皖系、桂系军阀各占一方，

其他的还有湘系军阀、鲁系军阀、黔

系军阀、晋系军阀、粤系军阀等等。

还有各种各派组成联军时的临时派

系。

可以说，有枪、有地盘就敢当军

阀。这也是当时社会乱象的原因之

一。

在直皖战争中，除了直系、皖系

军阀，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有张作霖

的奉系。皖系倒台以后，直系和奉

系也没有显赫多长时间，他们的倒

台同样是个必然。 朱玉婷

段祺瑞

吴佩孚吴佩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