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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的虚实人生
友文

    90年前的那场“五四”爱国民主
运动中，仁人志士喊出了“外争主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国贼”主要指北洋
政府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
人。曹汝霖居首，而且是赵家楼的主
人。那么，曹汝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呢？让我们还原历史，细细观察。

    东渡学成“洋翰林”

    今普陀、长宁交界之地，有一处地
名叫曹家渡。明代永乐年间，举人曹守
常一族由安徽歙县迁此定居，并形成
村落——曹家宅。曹汝霖就是这支曹
氏家族的子孙。据载，曹家也是上海地
区绝无仅有的 “三代进士”、“四代一
品”的高官望族。
    现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有座召稼
楼。传说，明代工部右侍郎谈伦之子谈
田建楼鸣钟，以召农耕。镇上，奚、谈、
沈三姓是望族，建于 1793年（清乾隆
五十八年）的奚氏礼耕堂，清末聘请陈
行名士秦锡圭（字镇谷，号介侯，别署见

斋）任教，年幼的曹汝霖、黄炎培曾在
此就读私塾。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

于嘉定。
    1895年，18岁的曹汝霖考中秀
才，随后进入汉阳铁路学堂。1900年，
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
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法

律政治科毕业，1904年归国。清政府
在废除科举的同时，制定了“留学生考
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获取
功名、为国效力。第一次经济特科的廷
试录取了40人，曹汝霖考得第二名，
成为“洋翰林”。曾任法律馆篡修官、工
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
1907年，30岁的曹汝霖由于曾为时任
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讲授时政问题，
被徐世昌以 “学识兼优，才堪大用”7
次保举，意外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召见。

    讲解宪政慈禧听

    1966年，已近90高龄的曹汝霖
出版回忆录——《一生之回忆》，记录
了当年他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讲述
宪政的具体情形。
    太后（慈禧）正坐，皇帝（光绪）坐

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
年？
    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
到一年。
    太后即将绿头签 （绿头签上写明
年岁籍贯出身现官，召见时先递）展
阅，阅后即问，你是留学日本的，学的
哪一门？
    对：学的是法律政治科。
    问：日本立宪是哪一年？

    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
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
    ⋯⋯⋯

    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
有吵闹的事？
    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
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

    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
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
能团结！
    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
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
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
吗？
    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
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
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
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
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
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
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
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
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
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
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
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
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
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能得国会拥
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
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
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
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
退出殿门。

    西原借款惹祸端

    1913年8月曹汝霖任袁世凯政
府的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跟日
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时，袁世凯授
意曹汝霖参与。1916年4月，曹汝霖
任张宗昌大总统的交通总长兼署外交
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段祺瑞上
台后，曹汝霖继任交通总长，1918年3
月兼任财政总长。
    日本人西原龟三是北洋军阀政府
的政治军事顾问。为扩充势力，1917-
1918年，段祺瑞不惜出卖国家权益，
向日本大举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
原龟三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
议定的就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
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
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8项借款，计
1.45亿日元。这一借款的代价就是段
祺瑞把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
森林等权益卖给日本。曹、陆、章是“二
十一条”谈判和西原借款的当事者，被
视为亲日派的核心人物。

    “五四”躲在赵家楼

    1919年的曹汝霖42岁，仕途腾
达、春风得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5月，正是京城花红柳绿、百花争
艳的春天，但1919年的5月，亡国的
危机迫在眉睫。
    5月3日，报载日本向中国索要
青岛，情势危急，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
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了千人集会。
    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

13所院校3000余名学生汇集天安
门，举着写有“归还青岛”、“青岛一失，
中国必亡”等字样的旗子游行示威，喊
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
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2
时30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天安
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至美国使馆门
前，学生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陈词，遭
军警拦阻，反复交涉未果，气氛紧张。
这时，队伍中有人喊：“去找曹汝霖算
账去！”于是，同学们向赵家楼进发。
    曹宅就是赵家楼，位于赵家胡同，
共有4条门。赵家楼中西合璧，分东

院、西院和中院3个院落，各式房屋
50余间。
    5月4日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宴
请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作陪。得知
学生游行的事，曹汝霖和章宗祥同乘
一辆轿车驶入赵家胡同。
    此时，曹宅已有警察50余人荷枪
实弹把守防范。
    曹汝霖回忆：“呐喊叫嚣之声，渐
渐清晰⋯⋯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
“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
嘱我躲避，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

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
脊。”
    曹宅管家燕筱亭回忆：“（学生们）

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
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
生将门打开的。”第一个跳入曹宅窗户
的是匡互生，他进屋后打开了门。“五
四”过后，匡互生毕业回到湖南长沙楚
怡小学任教。1920年出任湖南第一师
范学校教务主任，破格录用了当时为
师范附小主事（教员）的毛泽东到师范
学校任课，并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参
加湖南“驱张（敬尧）运动”。
    曾经有一说，当时曹不在家，学生
们痛殴了章宗祥。其实，曹汝霖当时在
家躲了起来。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学
生用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妇在哪里。妇
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
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
在小室，听得逼真。”
    曹宅另一管家张显亭说，是学生
们“用报纸、汽（煤）油将围屏点着的。”
因为，“家有两桶汽 （煤）油只剩一桶
了。”
    赵家楼东院书房中门被点燃后，
火势迅速蔓延。曹汝霖换上厨役的衣
帽，乘乱从后门溜出，逃往东交民巷的
法国医院。
    而本来被燕筱亭安排到地窖躲着
的章宗祥听到“起火”的喊声，从地窖
中跑了出来，不料被学生抓了个正着。
    曹汝霖在回忆中写道：“他们 （学

生 ）见仲和 （章宗祥）穿了晨礼服 ，认为

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
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北京
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证
实：章宗祥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
震荡。
    这把火，烧毁曹汝霖宅邸及相邻
的11间房。之后，同学们迅速散去，已
是下午4点。
    火烧赵家楼是 “五四”运动的高
潮。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
行动，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蔓
延中华大地。

    官方不见汉奸名

    “五四”以后，6月10日，章、陆、
曹3人被免职。
    曹汝霖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
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住法国医
院，后躲进同仁医院，不久搬到北海团
城，闭门谢客。1919年冬，他又移居天
津德租界。期间，往返北平和天津间，
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1928年
后寓居青岛。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汝霖曾表示
要“挽回前誉之失”，拒绝在日伪政权

任职，不肯再加卖国的罪孽。日军在筹
组华北伪政权时，吴佩孚、靳云鹏（曾
做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曹汝霖都在日
本人的视野里。吴不干，遭日本特务毒
死；靳云鹏坚辞不允。于是，日本人一
度把曹作为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而
曹不为所动。汉奸王克敏给他挂上“最
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
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上一个“咨询
委员”的空衔。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接
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
会”会长等职，但不到职视事，没有参
与汉奸活动。
    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回忆，曹当“高
级顾问”是蒋介石的主意，是让曹“打
入内部”搞情报的。徐老认识不少北洋
政府高层人物，不过此事他也只是“听
说”而已。
    1945年抗战胜利，曹汝霖致电蒋
介石祝贺，蒋复电对曹表示慰问，这说
明蒋不列曹为汉奸的。北平肃奸时，军
统局曾向蒋呈上伪华北政府的汉奸名

单，蒋特意将曹的名字剔除。总之，国
民政府 “官方”从未认定曹汝霖为汉
奸。
    日伪时期，曹利用与日本人的关
系，曾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七·七”事变后，日寇在天津新车站用

机枪扫射难民，曹的儿子曹朴转请父
亲阻止，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
“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
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
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
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
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
    “五四”运动将曹汝霖推到了风口

浪尖。之后，曹汝霖郁郁寡欢。尽管他
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
他的卖国行为。据说，他儿子在天津南
开大学读书，没有同学肯与他同座，曹
公子只好独桌。
    “人生安份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
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
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
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
陶。”每当有人拜访，曹汝霖都以宋人
戴石屏的《述怀诗》表达自己的志向。
    1949年，曹迁居台湾，后到美国。
    1966年，曹年近90岁，其《一生
之回忆》才肯公开出版。
    书中谈到 “五四”运动：“回想起
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
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3人，却唤起了
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不
明不白”似言轻了，但话语中，确实多
了几份平和。
    历史巧合的是，同样因为“五四”
运动，另一位嘉定人——顾维钧，在巴
黎和会上为国为民据理力争，拒绝签
字，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历史幻化的光影  周华/摄

曹豫才与“金蟹宝地”
翁震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3个亲日派人物
为国人所不耻。嘉定是曹汝霖的外婆
家，其父母亦葬在本地，墓地被称作
“金蟹宝地”。然而，嘉定人都羞与卖国
贼同为乡里，因而不常提起。
    曹汝霖，字润田，外祖母是现嘉定
安亭镇前进村人。
    1924年，曹父去世。曹汝霖专门
请了风水先生为其父选择墓地，看了
3个月的风水，挑来选去，结果相中了
他外婆家的一块地。这块地西南有个
竹园，东南有块砚台状的地，地的南面

是河水清澈的横泾河，按风水先生要
求，在这块地的东、西、北开了条凹型
的河，形似圈椅。砚台、椅子加上象征
笔的竹子，这样，就寓意曹家子孙以文
为官发迹。墓地建得颇有气派，占地
16亩，墓旁建2个四合院，工程历时
半年尚未竣工。1948年，曹汝霖的母
亲也葬于此。
    地方志上介绍，曹汝霖的父亲名
叫曹豫才，曾任清光禄寺大夫，专管皇
帝膳食，而曹汝霖在自传中只提其父
任江南制造局材料库总所主任。无论
如何，曹氏一门是官宦之家。倘若没有

曹汝霖卖国的恶名，曹豫才落葬嘉定，
也算得衣锦还乡。
    没想到，曹父落葬后，墓地后面村
上接连死人，农田荒芜，村里人认为是
曹父之墓冲了村子风水。有人建议办
轧米厂，以期隆隆的机器声冲去晦气。
一时间，村里办起多家轧米厂，可是没
过多久，这些轧米厂相继破产关闭。至
1966年，曹豫才墓被当作 “四旧”铲
平，棺椁被挖出，四周不少树木被砍。
    1966年，曹汝霖客死美国的汽车
城底特律。晚年的回忆录中，曹把自己
看作反面教材，也算是良心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