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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袁世凱如何成為壓死清朝的最後一棵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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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朝代的完結離不開內憂外患，清廷面對八國聯軍，四面楚歌，朝廷敗壞，

民變四起，在這個萬方多難的情形下，尚能苟延殘喘，但終有氣數用盡的一天，



如果論是誰了末代皇朝丶結束五千年的帝制的關鍵人物，普遍人會想起國父孫中

山，然而，我認為真正迫清朝上斷頭台非袁世凱莫屬。 

      

    救國時期的袁世凱作為清末的軍事家，受了清廷數之不盡的恩惠，在維新運

動中卻從中作亂，使光緒皇帝下定決心減了他，可他來不及付諸實行就英年早逝，

臨死前曾密囑其弟攝政王載灃要殺掉袁世凱1，但載灃因膽小怕事，最終只好命

令袁世凱歸隱田園，此舉動可謂是放虎歸山，當然，袁世凱野心勃勃，又人脈廣

闊，決不會從此離開政壇，他靜待良機，經常與朝中要員聯絡，時常察看着報刊。

終於，四川的保路運動引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2，清廷因革命黨波

濤洶湧，不得不把袁世凱召回朝廷去撥亂反正，清廷再一次放狼入室了。 

    

    革命時期的袁世凱，其影響力是舉足輕重，地位從地方小官躍升為朝廷的大

帥。在武昌起義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日)，朝廷下旨湖廣總督着袁世凱補授，督辨

剿撫事宜，迅速赴任，毋庸來京陸見，然而，他卻趁機奪權，他要求在直隸丶山

東丶河南招募一萬二千五百人，作為湖北巡防軍，另向朝廷提出了出山的八項要

求，不外乎徵求士兵和軍餉，其實，袁世凱根本沒有打算徹底消滅革命黨人士，

他只是想要挾朝廷丶背叛朝廷，從中獲利，而載灃也無能為力，只命袁世凱為欽

差大臣，並滿足他所有要求3，袁世凱由此重新手握兵權, ，正式出山了。他由

地方遷到中央，並開始從中央透過部下控制各省。 

   

    袁世凱將千瘡百孔的清朝步步推向深淵。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3,袁世

凱致書黎元洪，首提和議，心裏都是算盤，十一月一日,清廷紹袁為內閣總理大

臣，十一月八日，黎天洪覆袁書，勸其歸附起義軍，並允諾力推袁世凱為大總統，

他暗自歡喜，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凱授意剛出獄的汪精衛與楊度等在北京組建成

「國事共濟會」，提倡與革命軍議和，這距離袁世凱的目標又邁進了一小步，十

一十月六日，表內閣正式成立，他獨攬軍政大權，這下子朝廷無法再控馭他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軍攻佔漢陽，民軍死傷三千人，馮國璋有意乘勝渡江攻下武

昌，袁世凱卻親撥長途電話勸其停止進改，他旨在利用革命黨上位，而非殲滅他

們，部下馮國璋一心報國，顯而不懂他的心機。其後,袁借英國人調停，在十二

月二日與湖北革命軍政府達成停戰三天的協定4。此時此刻的孫中山還在海外流

亡，尚未回到中國主持局面5。十二月二日，革命軍攻克了南京，對清廷而言，

這是個不幸的消息，可對於玩弄朝廷的袁世凱來說，卻是樂不可支，勝利就在眼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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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青:《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頁 89。 



       

清朝垂死之際的袁世凱始終主導著清廷的滅亡，當時，隆裕太后把宗室王公

召來開御前會議，部份主張退位，亦有載澤堅決反對，彼此爭持不下，會議又開

了兩天。袁世凱為促成目標，於是，他造謠說孫中山從美國帶回了三艘軍艦，誇

大革命黨的軍事實力，不只如此，他毒殺反對他的良弼6，令清廷不敢出兵作戰，

可是，物極必反，袁世凱愈強迫清室，隆裕便更加把他當作救命稻草，她封袁世

凱為一等侯爵，讓袁世凱更加忠誠，他曾經也對國家忠心耿耿，可他這個沒心沒

肺的老狐狸，終究還是造反了，儘管他得到優厚的封賞，但與他原先的想法豈不

是背道而馳？但他再推卻也得接受隆裕的好意，最終，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皇室尊號仍存不廢，其財產亦受保護。袁世凱藉着辛亥

革命和腐敗的朝廷，他肆意弄權，並在互惠互利的局面下，他了結了清朝，所以

說，清朝的滅亡，決定權在袁世凱手中。 

      

     袁世凱？孫中山？同一個時代的孫中山，於一九零五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同

盟會，並創辦革命報刊《民報》，他在創刊詞中提出「三民主義」的革命網領7，

雖然他是辛亥革命的領袖之一，作為中國革命先驅者的他也多次在民間起義，包

括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廣西欽州馬篤起義丶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

廣州起義等8，但數十次的革命均失敗告終，而且每次多為百多人，遠不及袁世

凱以萬計的軍隊，再說，武昌革命不再計劃之內，而意料之外的是，革命成功時

孫文遠在海外並沒有直接參與在武昌起義中9，也沒想過這次嘗試會成功，由此

可見，儘管他對革命貢獻巨大，但多個革命也只是在南方地區的小風波，對養尊

處優丶位於高位的清室來說，孫中山只不過是個纏人的小毛病，他對清亡的影響

力遠不及那個權重的袁世凱，孫中山對於清亡是缺乏計劃的，與深思熟慮的袁世

凱顯而是比不上的，所以他引起的武昌革命只是為傷痕累累的清朝添一處傷口，

致命的毒瘤還是那位領導北洋軍的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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