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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扑朔迷离的晚清民初政治舞台上，曾显赫

一时，被誉为“北洋枭雄”，他曾经颇有争议。其实，他身

上有着许多光辉的一面。

1911年 他有“三造共和”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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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光辉的一面
历史
一周

6月26日
“国际禁毒日”定名

1987年6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联合国部长

级禁毒国际会议，有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

次国际禁毒会议。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从1988年开

始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6月27日
《中法天津条约》签署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进

逼天津，清政府即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法国

全权代表葛罗于1858年6月27日签订城下之盟——《中

法天津条约》（原称《和约章程》）

6月28日
鸦片战争爆发

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次

侵略战争，它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6月29日
诺贝尔基金会成立

瑞典于1900年6月29日专门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

并由其董事会管理和发放奖金。

诺贝尔奖金现在共有6种，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有3

种：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理学。另外3种为文学、和平

事业、经济学。

6月30日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7年6月30日－7月28日，刘邓野战军挺进中原，

举行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序幕。1947年6月30日

晚，刘邓野战军主力13万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一

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随即发起鲁

西南战役。

7月1日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1952年7月1日，四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成渝铁路

由四川成都到重庆，全长530公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修建的。

7月2日
庐山会议举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

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定的议题是

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历史争议人物之段祺瑞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被迫重新

起用袁世凯。经袁世凯推荐，段祺瑞任第二镇军统（师

长），兼任第一军军统、湖广总督，驻湖北孝感。1912年

初，段祺瑞多次通电要求清帝下台。隆裕太后见已无力

回天，2月12日发布谕旨，宣布宣统帝退位，统治中国260

多年的清王朝就此崩溃。段祺瑞“一造共和”的美誉由

此而来。

1915年初，袁世凯称帝消息传开后，时任陆军总长

的段祺瑞公开反对。当面进言反对无效后决然退回家

中消极抗议。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

慨，护国战争随之爆发。为了收拾残局，袁世凯派人请

回段祺瑞和徐世昌。1916 年 2 月 23 日，袁世凯被迫取

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因反袁称帝有功，而

被誉为“二造共和”。

1916年6月张勋带三千“辫子军”进京，演出了一场

清帝复辟的丑剧。段祺瑞获悉后立即组成“讨逆军”，自

任总司令，使“辫子军”一触即溃。段祺瑞赶走张勋后，

恢复共和政府，以“三造共和”元勋的身份重掌政权。

1928年 他重视围棋发展
吴清源是近现代著名的围棋选手，少年时便表现出卓越

的围棋天赋。1928年，吴清源在段祺瑞和日本友人的襄助下

远赴东洋竞技，自1935年后，连续15年被称为“昭和棋圣”。

段祺瑞平时最大的爱好也是下围棋，与吴清源志趣

相投。1934年5月，已成日本棋界巨星的吴清源回国探

亲，专程赴上海拜望段祺瑞。交谈中，吴清源提及日本正

千方百计劝他加入日本籍，他还在犹豫。段祺瑞听了心

中甚是不安。不久后上庐山时，几次向蒋介石提出，由国

家出面，以优厚条件请吴清源回国。但蒋介虽然口头答

应，却并未认真加以办理，颇令段祺瑞不满。1936年，已

病入膏肓的段祺瑞听说吴清源加入了日本国籍，极为遗

憾，蒋介石前来探视，他竟不予相见，以示不满。

1931年 他晚节可嘉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极力拉拢段祺瑞去东北做

伪满政府傀儡，已投靠日本的原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利

用同乡关系极力劝驾，多次纠缠，段祺瑞坚决拒绝。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深恐段

祺瑞被日本利用，与南京对峙。以学生身份致信段祺

瑞，邀其南下，派专使北上迎接。段祺瑞接受邀请并

说：“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

我可以随时就到。”

段祺瑞到上海后，住霞飞路陈调元公馆（今淮海路上

海新村），仍吃素礼佛，以围棋为乐，弥留之际，留下亲笔

遗嘱“八勿”，全面阐述民族、国家复兴之道。

1936年 11月 2日，因胃大出血去世，时年72岁。当

时，蒋介石拨款20万，计划在黄山为他修建墓地，可是

他儿子段宏业秉承父亲的遗愿坚持安葬于北京。同

年，灵柩运回北京，暂厝西山卧佛寺，1963 年移葬西郊

万安公墓。

柏文蔚(1876-1947)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生于安

徽寿县南乡柏家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担任安徽都督

后，受到称道的是果断禁烟。

率军驳斥英方指责

由于清廷弊政延续，安徽境内种植和吸食鸦片相当普

遍。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后，屡下禁令，取消土地膏税、烟

照，但仍难完全禁绝。同年9月，中国商人利用英国商船偷

运价值160万元的印度烟土入皖，被安庆水上警察查获。9

月16日，柏文蔚下令将7箱鸦片在省都督府门前全部烧毁，

其余不合手续的20包全部扣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罗磊

斯，率兵舰两艘来皖威胁，要求赔偿损失。其时，柏文蔚率领

军队严阵以待，并严词驳斥英领事的无理指责。

禁种鸦片震动全省

同年10月5日，柏文蔚下令禁种鸦片，凡种烟百株以

上者即行枪决。合肥附近吴山庙地区禁烟受阻，柏文蔚

令廖少斋率部下乡，强制执行禁烟令。种烟农民群起反

抗，柏文蔚当即严令格杀数十人，使全省震动。

当时，英国政府指出安徽禁烟未绝，不属于禁烟省份，商

定由拒毒会、红十字会、领事团等组织派人到安徽调查，如果

发现有种植鸦片者，省府即行赔偿所烧毁鸦片的全部损失。

调查结果，全省烟苗已铲除绝迹，外国人无话可说。此后，柏

文蔚的安徽禁烟义举，在省内外有口皆碑。同年10月23日，

孙中山到安徽考察，在安庆都督府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高度

赞扬了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和人民焚烧鸦片的正义行动。

文史之窗 柏文蔚禁烟 田 荣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

正道老人，安徽肥西县金桥人，生于 1865 年 3 月 6

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为民国时期政治家，皖系

军阀首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