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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洋军阀的统治与军阀割据战争 

    袁世凯政权覆灭之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相互火并的局面。 

    在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和直系这两个主要派别的分裂日益表面化。皖系头目段琪瑞是安徽合肥人，直系头目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他

们本是袁世凯北洋系的两员悍将。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盘踞北京政府，控制京兆地方以及安徽、陕西、山

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和淞沪地区。皖系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排斥异己，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控制了直

隶（今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冯国璋任江苏督军，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实力，虽在北京政府任副总统，并不到职。直系得到英美

帝国主义的支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势力仅次于皖系。奉系头目张作霖是奉天（今辽宁）海城人，他在护国战争中把自己的势

力扩大到东北三省。奉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在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西南各省以外的其他省区，也都处在北洋

军阀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一般不介入各大派系，只表示服从中央政府。 

    西南各省即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也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南方军阀势力最大的是滇系和桂系。滇系军阀头目唐继

尧是云南会泽人，这一系势力占据云南、贵州两省地方。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是广西武鸣人，长期占据广西，后乘护国战争之机，势力扩

大到广东。四川、湖南两省则是南北军阀相互争夺的地方，四川且经常爆发激烈的军阀混战。滇桂两系军阀都接近北方的直系，与英美关

系较近。 

    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上风云不断。袁世凯下台后，随着控制北京政权的军阀势力的增强或者消减，表

面上掌握政府的内阁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1912-1928年十七年间，总共经历了46届内阁。袁世凯当政的五年间换了八届，其后十二

年有38届内阁，平均每年换了3.2届。一届任期短的只有几天，长的不过两年。短短十七年间，政府如此频繁地更换，在中国历史和世界

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下列两种表格，可以看出这十七年间总统和内阁更换的情况。 

 

1912-1928年间中华民国总统任职时间表  

 

1912-1928年中华民国历届内阁任职时间表 

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大总统 袁世凯  1912.3-1916.6

同上 黎元洪 1916.6.7-1917.6.30

同上 冯国璋 1917.7.30-1918.10.7 

同上 徐世昌 1918.10.10-1922.6

同上 黎元洪 1922.6.11-1923.6.13

同上 曹锟 1923.10.10-1924.11.3

临时执政 段祺瑞 1924.11.24-1926.4.20

陆海军大元帅 张作霖 1927.6.18-1928.6.4 

唐绍仪内阁  1912.3.13——6.27 

陆徵祥内阁  1912.6.29——9.22 



赵秉钧内阁  1912.9.25——1913.7.16 

段祺瑞内阁  1913.7.19——7.31 

熊希龄内阁  1913.7.31——1914.2.12 

孙宝琦临时内阁  1914.2.12——5.1 

徐世昌内阁  1914.5.1——1916.4.22 

段祺瑞内阁  1916.4.22——6.29 

段祺瑞内阁  1916.6.29——1917.5.23 

伍廷芳临时内阁  1917.5.23——5.28 

李经羲内阁  1917.5.28——7.2 

段祺瑞内阁  1917.7.2——11.22 

汪大燮临时内阁  1917.11.22——11.30 

王士珍临时内阁  1917.11.30——1918.3.23 

段祺瑞内阁  1918.3.23——10.10 

钱能训临时内阁  1918.10.10——12.12 

钱能训内阁  1918.12.12——1919.6.13 

龚心湛临时内阁  1919.6.13——9.24 

靳云鹏临时内阁  1919.9.24——11.5 

靳云鹏内阁  1919.11.5——1920.5.14 

萨镇冰临时内阁  1920.5.14——8.9 

靳云鹏内阁  1920.8.9——1921.12.18 

颜惠庆临时内阁  1921.12.18——12.24  

梁士诒内阁  1921.12.24——1922.1.25 

颜惠庆临时内阁  1922.1.25——4.9 

周自齐临时内阁  1922.4.9——6.12 

颜惠庆临时内阁  1922.6.11——8.5 

唐绍仪临时内阁  1922.8.5——9.19 

王宠惠临时内阁  1922.9.19——11.29 

汪大燮临时内阁  1922.11.29——12.11 

王正廷临时内阁  1922.12.11——1923.1.4 

张绍曾内阁  1923.1.4——6.6 

高凌霨代理内阁  1923.6.13——10.12 

高凌霨代理内阁  1923.10.12——1924.1.12 



 

    广州军政府在对北京政权的南北战争中败北,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北洋军阀内部早已酝酿的矛盾开始公开,并且愈演愈烈。冯

国璋死后，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对皖系段祺瑞把持北京政权并排挤直系在地方的势力不满。1920年3月，吴佩孚与南方军阀取得和解，

将驻扎在湖南衡阳的部队撤退到河南郑州，发表反对皖系的宣言。4月，曹锟在直隶保定召开直系五督军、奉系三督军会议，组成八省联

盟，谋划反对皖系的活动。吴佩孚还把所部军队部署在直隶、河南一带战略要地，对皖系构成了直接威胁。皖系为了保持既得权力，于是

策划对直战争。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内阁全体成员及军政人员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并组织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同时，曹锟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任命吴佩孚为讨贼军总司令。14日，直皖战争开始。战线分东西两线，分别沿京奉铁路、京汉铁路展

开。在北京附近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战斗最为激烈，奉系张作霖在东线投入战斗，皖军大败。19日，段祺瑞宣布下野，直皖战争结

束。23日，直、奉军开进北京城郊，直系、奉系头目控制了北京政权。 

    直系、奉系进入北京后，很快因分赃不均，又爆发了新的矛盾。1922年1月初，因北京政府梁士诒内阁训令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

可借日款续回胶济铁路，直系头目吴佩孚通电反对，指斥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梁内阁是受奉系军阀扶持的,张作霖不能坐

视。4月，奉系军队入关，宣称要以武力为统一的后盾。直系则反对奉系军队入关。4月底，直奉两军在京畿固安、马厂、良乡一带开始厮

杀，奉军大败。5月初，总统徐世昌在直系逼迫下，命令奉军出关，宣布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法办梁士诒。战争结束，奉系军阀退出关

外，直系军阀全部控制了北京政权。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后，为了筹措战费，对各地搜刮无遗；尤其残酷镇压各地工人运动，其中以镇压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为典型代表。为了笼络人心，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在北京恢复了民初国会，请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过不久，曹锟也想当大总统，便

唆使军警千余人前往黎宅索饷。黎元洪不胜其扰，便往天津避祸。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人将黎元洪扣押在天津车站，逼他交出总统印

信，答应辞谢总统等项条件方才获得自由。曹锟为了表示似乎是合法取得总统地位，玩弄“民主”“选举”总统的把戏，不惜使用贿选手

段。北京甘石桥俱乐部为活动选举，给贿选议员发出支票600余张，每张面值5000元不等。10月5日，在大量军警监督下，在国会选举总

统。因不足法定人数，三次延长时间，曹锟终于以多数票当选总统。一时间舆论大哗，纷纷谴责“贿选总统”。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军阀退出关外，便联络浙江军阀卢永祥以抗直。奉浙军阀的活动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英美则支持直系。不

久，军阀之间的战争又打了起来。首先打的是江浙战争。这场战争又称齐（燮元）卢（永祥）之战。战争的起因是因为作为皖系的卢永祥

控制着浙江与上海，竟与奉系张作霖和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通电不承认贿选上台的新总统曹锟。直系军阀吴佩孚为拔除掉这

个钉子，联合江苏的齐燮元向卢永祥部进攻。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浙江方面出动9万人，江苏方面出动8万人。战线沿沪宁铁路展

开。厮杀月余，因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不能支持浙江，浙江军阀败北。 

    江浙战争尚未结束，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打响了。原来，江浙战争开始，奉系通电支持浙江卢永祥，责难直系曹锟出兵讨浙，随集中奉军

25万，分成六路，自任总司令，大举入关。张作霖致电曹锟说，我本来想遣使前来问候，无奈你把山海关的列车扣留了，我只得“由飞机

以问足下之起居”，并“枕戈以待最后之答复”，显然是要问鼎中央政权了。9月17日，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

司令。两军在山海关左近激烈争夺。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直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讨逆军第三军总指挥冯玉祥从前线秘密撤退，10月23
日到达北京，重兵包围总统府，并与所部联名发表通电，提出“弭战之主张”，要求促进和平，反对自相残杀，声明另组中华民国国民

军，“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我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冯玉祥的行动使直军迅速溃败。这一事件，

史称“北京政变”。在奉军和国民军的联合打击下，11月3日，吴佩孚率残部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势力深入关内，国民军也有了发展。皖系军阀乘机再起，段祺瑞担任了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直系则

控制着长江流域。但是军阀之间的征战并未结束。1925年下半年又有直系的孙传芳与奉系争夺上海的战争，孙传芳获胜。11月，奉系将领

孙宝琦内阁  1924.1.12——7.2 

顾维钧代理内阁  1924.7.2——9.14 

颜惠庆内阁  1924.9.14——10.31 

黄郛临时内阁  1924.10.31——11.25 

段祺瑞临时执政兼内阁  1924.11.25——12.26 

许世英内阁  1925.12.26——1926.2.15 

贾德耀内阁  1926.2.15——4.20 

胡惟德临时内阁  1926.4.20——5.13 

颜惠庆内阁  1926.5.13——6.22 

杜锡珪代理内阁  1926.6.22——10.1 

顾维钧代理内阁  1926.10.1——1927.6.17 

潘复内阁  1927.6.18——1928.6. 



郭松龄不满张作霖，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倒奉，由于日本支持张作霖，郭军倒奉失败。这时候，国民军受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开始倾向民

众，倾向革命。1926年初，原来杀得不可开交的直、奉两系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军。3月，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撤退到西北地

区。国民军退出后，皖系段祺瑞下野，直、奉分掌北京政府的权力。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次年6月18日，安

国军政府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张作霖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行使国家统治权。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军阀统治的局面

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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