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佩孚与琉璃河及李公墓表 

                         赵润东 

京畿重地琉璃河自古以来为南北交通之要冲，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尤其在清末民初时期，政局动荡，大总统袁世

凯一死，立即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各系军阀，割据一方，

相互争斗，战事频仍。此时，北洋军阀中的皖系首领、政府

总理段祺瑞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同时，他依靠日本帝国主

义，以参战为名，出卖国家利益，向日本大量借款，极力扩

充皖系军队，企图用武力削平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曹锟、

吴佩孚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力量。由此，在京津地区引发

了一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的直皖战争，而琉璃河一带自然

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 

1917 年 7月 4 日，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进

驻河北涿县、房山琉璃河、良乡等地。1920 年 7月 14 日，

直系与奉系军阀联合，对皖系发动战争，在琉璃河至高碑店

一线展开激战，战至 17日，直系部队先败后胜，吴佩孚率

部攻占松林店，生擒皖军大将曲同丰。随后，皖军全线溃败。

18 日，吴佩孚率部进驻琉璃河。面对直、奉两系军阀强大攻

势，驻守在北京的段祺瑞，赶忙请求北洋元老、闲居在家的

王士珍出面调停，提出求和。 

北洋军阀声望极高且被成为“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

（其他两杰是冯国璋、段祺瑞），受邀后欣然前往直系军营

调和。来到琉璃河火车站后，一行人受到了吴佩孚的热情接

待。席间，吴佩孚对王士珍这位老前辈非常谦恭，认真聆听

其教诲。王士珍见状，便对吴佩孚说：“战争要适合而止……

子玉（吴佩孚的字），听我的话，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一定

让你们出这口气。你们不要前进啦，一切都好商量。”吴佩

孚当即表示：“您老说怎么办，怎么好，我一定尊重。王士

珍见状，以为吴佩孚真的会听从自己的劝告，于是让吴佩孚

停止进攻北京，临走时又再三叮嘱：“等两天吧，不要前进

了。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你们消得下气去。”然而，待王士



珍等乘坐的火车一走，吴佩孚立即下令，所有直系部队继续

前进追击，肃清皖系，只是不得进入北京城内。段琪瑞见大

势已去，不得不宣布下野，通电辞职。最后，皖系军阀以失

败而告终，从此结束了在北京的统治。而吴佩孚则以胜利者

姿态进入北京，继而直、奉军阀控制北京中央政权。 

说起吴佩孚，人们自然会把一个割据一方的大军阀联系

在一起。尤其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制造的血腥屠杀，即震惊

中外的著名“二七惨案”，更是十恶不赦，罄竹难书。然而，

人们只了解吴佩孚这一面，而对他人生的另一面，即学问才

能、人格品德等也应有所了解。 

吴佩孚（1874 年 4 月 22 日—1939年 12 月 4日），字子

玉，山东蓬莱人。据历史资料记载，吴佩孚是民国时期著名

的军事家、爱国者、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官至直鲁豫

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论才能，吴佩孚可以称得上是北洋军阀中最善战的骁将，

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和智囊。他善于用兵，富于

韬略，军事才能在当世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兵锋所指，

无不披靡，更为世人瞩目。在其军事生涯前期，曾一战安湘、

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有“常胜将军”之称； 

论学识，吴佩孚可称得上是个文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吴佩孚高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有《循分新书》、

《正一道诠》、《明德讲义》、《春秋正义证释》等著述传

世。而在房山区琉璃河也留下了他的撰文。 

在琉璃河古桥北端，矗立着一组碑林。其中一碑为“酉

山李公墓表”，而撰文者则是民国时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碑文记载的是李酉山，祖籍山西人，明朝初期先祖来到

北平，后迁居献县，再后来七代屡次将家眷迁移。李酉山的

祖父李清是太学生，父亲李振纲十岁贡生，被封为文林郎。

而李酉山自幼学习刻苦，专心致志，而屡次考举不中，于是

放弃仕途，终生为岁贡生。 

吴佩孚对李酉山一生好施乐善、济困扶危，勤勉办学以

至家无蓄财，导致衰落等过程做了详尽介绍：“（李酉山）

生平负志，慷慨教授乡里，四方就学者接踵而至。公益勤而

严，来者入胶庠（指古时学校）、领乡荐以去。迄公之殁，

前后生徒无虑数十百人，概不受一人修脯（肉干），有所馈

遗，悉辞却至。力辞不获，则以赐弟子中尤贫者，俾减内顾，



以竟其业。李氏自明迄清，守儒业，务耕桑，积产饶裕，而

好施予。至公之兄讳梅霖，以举人任奉天宽甸、康平知县，

公之考因益博施，乡党恃赖，家无蓄财。公又继以任恤，遂

衰落。”接下来，文中写道：李酉山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

“至老不问家境之丰啬。”至于家中“田产多寡有无，不闻

不知”。四十期间，只顾“吟哦歌啸，寝处其中”，对于“子

孙日侍左右，诗礼训诫之外，无一语及他事”，把人世间的

事情看得非常淡薄。李酉山性格正直，德高望重，乡间出现

纷争，他既出面，一番话语便予平息。若遇到那些混账无赖

不讲理的，他会严加训斥，决不宽恕，直至对方“俯首敛迹，

争讼绝息”。李酉山“精神矍铄”，光绪三十二（1906）年

二月十日无疾而逝，享年 83 岁。吴佩孚本身是个文化人，

对乡贤教授、伦理道德更加看重，从其撰文中可见一斑。 

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深得国人的赞许，认为他是

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当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大肆

逮捕时，他认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这些学生不顾自己

的生命，为国家、民族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

其情更有可原”。让大总统释放学生，否则众怒难犯。 

直奉战争期间，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而言不能不说吴佩

孚还是利用了他的影响力的。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京

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三大殿改建为西式

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

政总长发了电报：“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

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

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

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

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各报刊争相登载吴

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二三大殿得以保护。 

论品德，吴佩孚可谓甚高，世间多有评价：他讲求五伦

八德，也醉心佛老之道。平生注重修身，廉洁自守，为人忠

直，至性至情，称得上是北洋集团中乃至民国政坛军界中的

佼佼者，华北沦陷于日伪之后，愈显其晚节弥坚。由于他坚



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拒绝落水做汉奸，因此招致日本人痛

恨，招来杀身之祸，最后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

伟大而不可侵犯的气节。其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为世人所敬

佩。 

吴佩孚是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

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

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

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

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

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

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民国期间著名爱国学者、政治家、教育家、慈善家、佛

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郭介梅(1900-1950)，评价说：

“吴印佩孚，历任巡阅使。大有抗节，不愧英雄。儒将声华

薄海崇，安邦浩气落长虹。轻裘缓带同裴度，雅量宏才类孔

融。剩有勋名标史册，遑言文字待纱笼。出师未捷身先死，

惆怅延陵国士风。” 

1940年 1月 21日，国民政府举办了吴佩孚将军追悼大会，

蒋介石送挽联并致祭曰：“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

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

http://baike.baidu.com/pic/%E5%90%B4%E4%BD%A9%E5%AD%9A/320973/0/207ea60e259f58d736d12280?fr=lemma&ct=single


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

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

万古。” 

费禄纳：“直系首脑中最杰出的是吴佩孚，他的行动是

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他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利益

而工作的，他显然极为民主，他的士兵对他既非常尊敬，又

十分爱戴。”
 

吴运乾（吴佩孚之孙）这样评价：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

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

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

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

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

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

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

想而知了。 

 

 

右二 吴佩孚撰文酉山李公墓表 

 

附：碑文 



酉山李公墓表 

勋一位孚威将军蓬莱吴佩孚撰文 

河北省宝邸县逸士张兰清书丹 

公讳用霖，字酉山，姓李氏。先世籍山西，明初诏移北

平，旋迁直隶献县。后屡徙，至交河（现泊头）漳水东岸，

建新村，曰扁渡里（村名仍在），家焉；公之七世祖也。祖

讳清，太学生；父讳振纲，岁贡生，封文林郎。公幼而嗜学

不囿，于举子业时，学为古文，乡试屡蹶，遂绝意仕进，以

岁贡生终老。生平负志，慷慨教授乡里，四方就学者接踵而

至。公益勤后屡徙，至交河（现泊头）漳水东岸，建新村，

曰扁渡里（村名仍在），家焉；公之七世祖也。祖讳清守儒

业，务耕桑，积产饶裕，而好施予。至公之兄讳梅霖，以举

人任奉天宽甸、康平知县，公之考因益博施，乡党恃赖，家

无蓄财。公又继以任恤，遂衰落。公不一顾计，至老不问家

境之丰啬。田产多寡有无，不闻不知；别墅去家数武，日课

徒拥书史，吟哦歌啸，寝处其中，四十年不一入内室。子孙

日侍左右，诗礼训诫之外，无一语及他事，视世事荣悴淡如

也。性既高峻，族党皆严惮敬礼。族人有纷争，公一语皆折

服。其有顽梗无状者，痛斥责之，不稍宽假。听着俯首敛迹，

争讼因而绝息。年八十三，精神矍铄，无疾而逝，光绪三十

二（1906）年二月十日也。始公未笃老，而家已贫困。公既

不知，子孙亦虑伤公志不一言，惟朝夕侍养，以博一娱。及

公殁，诸孙始游宦四方，皆贵显。公配侯夫人无子，卒。继

配陈夫人子三：庆麟，县学生；庆炳，候选知县；庆侯，殇。

女三：长适左，次适李，次适袁。孙五：任年、和年、恒年、

佑年、椿年。任年补增生；和年以附生投笔从戎，历充简任

要缺，兼陆军中将；恒年模范团毕业，任陆军上校军职，旋

改简任文职；佑年、椿年均任荐任差缺，皆禀公教也。 

中华民国二十六（1937）年丁丑夏历三月谷旦  

注： 



1、民国十一年（1922）12月 31日北京政府段祺瑞授为

“孚威上将军”称号。四不原则是：1.不纳妾；2.不积金钱；

3.不留洋；4.不走租。 

2、吴佩孚在房山区史家营圣莲山曾有别墅。民国二十

六年（1937）三月，卢沟桥事变前期，吴佩孚在京当闲居。

1939 年 12 月 4 日，因拒绝当日本汉奸，请日本牙医治疗后

在京暴卒。坟墓葬于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西洪门村。 

3、李用霖，字酉山，乡试屡蹶，绝意仕进，教授乡里。

其孙李和年，官至陆军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