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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继续介绍吴佩孚从巅峰
跌落谷底的经过。

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
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
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
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
退守秦皇岛，急调援兵。

吴佩孚率大军激战之时，因
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的直系第三
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带领他在
后方的 3 万人马从热河撤军，并
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
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
推翻直系中央政权。吴佩孚率领
的直系军队节节败退，他不得不
率残兵乘船逃跑，风光一时的直
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
吴佩孚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
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冯玉祥
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
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
事：“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
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
挤挤，坐了60多人。大家坐了许
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总司
令出来啦！’吴佩孚摇摇摆摆地走
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
着一条白色裤子，上身穿的是紫色
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
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
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盘腿在椅
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
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吴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
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
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
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
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
言。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
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页）

实际上，吴佩孚早就和冯玉祥
结下了梁子。早在黎元洪复职后，
黎提出要废除督军和裁撤军队，吴
佩孚虽积极执行，但他废的督军和
裁撤的军队都是他看不顺眼的，其
中就有冯玉祥的河南督军。

冯玉祥的军队在北洋军中纪
律最好，是北洋群雄中的后起之
秀，吴佩孚因此颇有戒心，便裁撤
他的河南督军，内调为陆军检阅
使。从此吴佩孚与冯玉祥貌合神
离。吴佩孚50大寿时，冯玉祥曾送
一坛清水。当时正是吴佩孚权力
鼎盛之时，虽然吴佩孚在京沪两地

报纸刊登了《谢入洛宾客启》，但
到洛阳为他祝寿的还是有几百
人，连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
来祝贺。冯玉祥竟然派人给吴送
来了一坛清水作为寿礼，使吴佩
孚十分难堪。

吴佩孚当时恼羞成怒，多亏
有人出面打圆场，劝吴佩孚不要
动怒，将这一坛清水硬跟《庄子》
联系起来，说它代表君子之交淡
如水，另外寓意吴佩孚高雅纯净，
官清如水。吴佩孚懂得这个典
故，借机下了台阶：“好，还是焕章
（冯玉祥字焕章）深知我也！”

实际上，冯玉祥对吴佩孚一
直怀恨在心，只不过迫于吴佩孚
的虎威和时机不成熟没有动
作。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
刻，冯玉祥兵变，吴佩孚遭受了
致命打击。

悲痛之极，吴佩孚致信冯玉
祥：“……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
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昔乐
毅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
去国，不洁其名。’佩为亡人，亦曾
受教于君子，惟不明心迹，是以不
免耿耿耳。吴佩孚泣启十一月十
七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吴大
帅从巅峰跌落谷底。11月，吴
佩孚率残部两千余人败走天
津，沿途除受到阎锡山、冯玉祥
及奉军的追击外，还被沿途军
阀拒绝入境。吴佩孚不得不南
下上海，然后北上。好不容易
回到了洛阳，此时的吴佩孚几
乎成了光杆司令。
（摘自《洛阳这百年》紫城 编著）

上期说到狄仁杰有非凡的才
能，本期介绍狄仁杰的有胆有识。

前面说过，狄仁杰从小性格执
拗，一生坚持原则不动摇。这是他
成功的要素之一。

他引起皇帝关注的第一件事
就与他的性格有关。有两位将军，
一个叫权善才，一个叫范怀义，误
砍了昭陵的柏树，高宗知道后勃然
大怒。你到人家祖坟上砍树，人家
能不愤怒吗？何况还是皇上的祖
坟。高宗下令要严办这两个人。

案件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按照
律法条文一审，认为应该将这两个
人免官。高宗一听就恼了：“权善
才砍昭陵的树，使我陷于不孝的境
地，必须将他杀头。”狄仁杰据理力
争，话说得很有艺术。他先给皇上
戴高帽：“人都说劝谏皇帝难，我看
要是碰到桀纣那样的昏君就难，碰
到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不难，我今儿
觉得跟您说这事应该不难。”

好，给皇帝把套设下了——您
要是不想当昏君，就听我的劝吧。
然后，他继续给领导树典型、找差
距：“您看人家汉文帝，有人偷了高
祖庙的玉环，文帝一定要把这个人
满门抄斩，执法大臣坚持按律法规
定只处死了盗贼本人，最后文帝不
也答应了吗？”

“您再看人家曹丕，当年，一个
大臣向他劝谏不要向河南移民，曹
丕不听，这个大臣上去一把抓住曹
丕的衣襟，曹丕最后还是答应了。
今儿这事我要是劝不动您，我都羞
于见前人了。”

他接着又晓以利害：“您今

天为了一棵树要杀两位将军，千
年以后人们怎么评价您？我今天
坚持原则，是为了不让您以后被
人戳脊梁骨啊！”他一边给高宗戴
高帽，一边给他台阶下，高宗气得
说不出话来，最后干脆耍赖：“我
就是想杀这俩人，你今天给我来
个法外施刑如何？”

狄仁杰一听，冷笑一声说：“律
法是您制定出来的，就要遵守，哪
能朝令夕改，那天下岂不要大乱？
您一定要法外施刑，可以，那干脆
就从今天开始好了！”气氛越来越
紧张，皇帝气得不行，大臣们吓得
不敢说话，皇上有高血压，要是把
皇上气出个好歹来，你狄仁杰负得
起责任吗？

狄仁杰的上司张文瓘拿着笏
板，使劲朝狄仁杰挥动，意思是：行
了，别说了，下去吧，皇上都急了。
狄仁杰并不吃这一套。最后还是唐
高宗让步了，他说：“卿能守法，朕有
法官。”于是命令史官把这事编入史
书。后来，高宗还授予狄仁杰侍御
史的官衔。

唐高宗这人真是不错，性格是
软了点儿，但是气度还是比一般皇
帝大。

狄仁杰虽然倔犟，但也很懂得
变通，并非一个死板教条的人。比
如说，当时有个现象——“儒门不愿
持宪”，就是有一些儒生不愿意当执
法官，认为有杀气。狄仁杰当过大
理寺丞、御史等法官，不论在地方还
是在中央，都很善于断案。他就不
受那个教条的束缚，假如你怀有仁
爱之心，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怎么能
救民于水火呢？

狄仁杰一生什么事没遇到过
啊，但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能很好
地保护自己，使得自己的政治理想
能最终实现。狄仁杰的一生，以匡
复李唐社稷为己任，当时有这种念
头的人还有不少，为什么大家认为
他最成功？那是由其性格和行事方
式决定的，狄仁杰把原则性和灵活
性把握得恰到好处。

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这样评价
狄仁杰：“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
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裘，当朝纵
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
矣。”李贽的意思是说，狄仁杰的最
高理想是恢复大唐，所以他就必须
有点儿手段，不能事事刚硬，因此狄
仁杰最后做到了既恢复大唐，又保
全了自己。
（摘自《狄仁杰真相》于赓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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