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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百年真相】袁世凯时代有
多大程度的言论自由？

退党（团队）方法

1. 请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

001-866-697-6570

热线电话：001-702-873-1734

2. 请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在线办理“三退”：

santui.tuidang.org。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

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3.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4. 也可把“三退”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有

条件时再上网声明。

注：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电话接通后

有录音告知：“这是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

话。”请别上当，不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请相互转告。

看中国

章太炎称袁世凯为“袁棍”

1913 年 3 月，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

波澜迭起，民国缔造者孙中山、黄兴等再度

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

位“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

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与汤国梨新婚未久，

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

能书信往还。

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

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致。比如 1913 年

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袁棍”。

同年 11 月 4 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

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观其所为，实非奸

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

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

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夫复何

言。”这样的信侥幸通过检查，予以放行。 

黄远生批评袁世凯

在袁世凯当政之初，新闻界还有自由的空气，

1912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国

周刊》上，名记者黄远生发表的《少年中国

之自白》中对袁世凯做过这样的评论：“大抵

袁总统之为人，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然自

其受政以来，则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他

承认袁自有其长处，之所以“为善日少而恶

日多”，“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

由于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

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

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 

此前，他在 12 月 4 日发表的《遁甲术专门之

袁总统》文中说：“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

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

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为种种限制之

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

甲术者。……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

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此时离袁称帝尚

远）此后 12 月 19 日发表的《个人势力与国

家权力之别》中直言：“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

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也。” 

等到袁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新闻界的自由空

间也越来越狭小。所以，到 1915 年 11 月，黄

远生在《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时，感

慨当时的新闻自由甚至远比不上前清之时。 

严复对袁世凯的评价刊登在杂志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袁世凯就能

一手遮天，让人真心实意对他俯首帖耳。世

人皆知，以《天演论》等译作影响过一个时

代的翻译家严复列名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

子”之一，他私下对人说过，自己确实赞成

君主立宪，列名“筹安会”则是杨度擅为，

对于袁世凯他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从他 1915

年写给熊纯如的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眼里的袁虽是“一时之杰”，充其量也不过

是一个“旧日帝制时才督抚耳”，要面对新

的世界潮流，应付列强的挑战，他认为袁“太

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

己，不欲以己从人”。多年后这封信发表在《学

衡》杂志上。尽管，严复的信只是当时私下

的看法，袁不知道，世人当时也不知道。但

是梁启超等人对袁世凯的批评则是公开发表

在报刊上的。 

章太炎眼中不如曹操的“袁棍”，严复眼中

一个无科哲学识、无世界眼光的旧督抚，梁

启超眼中一个“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

魔的人物”，这是同时代人近距离看到的一

个逼近真实的袁世凯，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

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

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而是

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

之外还有历史。 

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