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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但不外乎气死说与病死说两
种。然大都语焉不详，不能作出令人
信服的结论。

近年笔者为此翻阅了不少资料，
甚至多次去袁世凯的故里河南项城，
了解那里的风俗民情，访问年岁已高
的老者，了解最生动、最有乡土气

息、最有人情味的“活的资料”，笔
者认为袁世凯的死因应该有一个较可
靠的结论。

袁世凯出生于官宦世家

袁世凯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
家，袁世凯有史可查的祖先最早可追
溯到他的曾祖父袁耀东。袁耀东是庠
生，庠生是科举制度下府、州、县学
的生员的别称。袁耀东不到40岁就死
掉了，据说是读书累死的，而他的妻
子郭氏却活到了90多岁。郭氏出生于
大户人家，在她的教育下，四个儿子
都比较有出息。其长子袁树三也就是
袁世凯的祖父，是廪贡生，曾经署理
陈留县训导兼教谕；次子袁甲三系进
士出身，因有功于朝廷，先后被升为
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河
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军务，皇帝多
次颁发“嘉奖”，赏戴花翎，穿黄马
褂；三子袁凤三为禹州训导；只有四
子袁重三没有入仕为官。

袁树三有两个儿子，长子袁保
中，也就是袁世凯的亲生父亲，系副
贡出身，花钱捐了个同知，没有正式
出仕为官，但热衷于程朱理学的研

究。因为是袁耀东的嫡长孙，在袁家
他以同辈人中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
经营田产，在项城是个独霸一方的
“土皇帝”。

次子袁保庆是1858年的举人，当
时捻军及太平天国在项城活动频繁，
袁保庆靠创办团练起家，打仗深有谋
略，往往能出奇制胜，由此，深得朝

廷的赏识，后由郎中升为道员，官至
江宁盐法道。

袁家男人最大寿限为57岁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恰
在此时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
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来不久就
死掉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奶水
很缺，而牛氏的奶水却十分充足，因
此袁世凯就由婶婶牛氏哺乳。牛氏视
袁世凯为己出，十分疼爱，袁世凯的
亲生父亲袁保中见胞弟年近四十尚无
子，便按当地的风俗于1864年将袁世
凯过继给了袁保庆为嗣子，小时的袁
世凯便和袁保庆夫妻生活在一起。

1866年，7岁的袁世凯随嗣父袁
保庆去了济南，两年后又去南京，在
南京生活了六年。1873年7月袁保庆
因染上霍乱而死，这年冬天袁世凯随
嗣母牛氏扶棺还乡。1874年袁世凯的
堂叔袁保恒从西北回来，发现袁世凯
举止不凡，就又把袁世凯带到了西
北。后袁世凯随袁保恒先后去了北
京、开封，1878年5月袁保恒又染病
去世，袁家人个个伤心不已，袁世凯
也郁郁寡欢。

项城地处中原，有着浓厚的文化
底蕴，特别是相命、堪舆、巫术在当
时的社会中异常活跃。悲伤的袁家人
在失去几位亲人后，开始认真地思
索，发现袁家男人都不满花甲而死。
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仅活到不足40
岁就死了；袁甲三 1863年因染病去
世，算是袁家人寿命最长的一个，也
只活了57岁；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
中终年51岁，嗣父袁保庆终年只有49
岁，堂叔袁保恒只活了52岁。活着的
袁家人对去世先祖寿命进行一番统计
后，提出袁家男人生命最大极限为57
岁的说法。袁世凯在心理上受到这样
的暗示，晚年的袁世凯虽然十分注重
健康，但他最终也没有能活到58岁，
在57岁时就咽了气。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有不少，宋
太祖赵匡胤的先祖早亡者居多，即使
活得较长的年龄也就41岁。宋太祖尽
管每天为此事而费心，但他的寿命也
只有49岁。用今天的生物学来解释的
话，应该是遗传或基因所致，当然那
个时候人们不了解这些。

为延寿袁世凯醉心术数

袁家全家是迷信相命之术的，那
里的文化是十分笃信这些的，袁世凯
当然也不例外。晚年的袁世凯被摄政
王载沣以患有足疾而开缺回籍，隐居
于彰德，就更加醉心于相命、堪舆之
术。据说一位当地有名的相命大师也
称袁不会超过58岁，袁就焦急问有何
攘解否？大师说难呀！只有龙袍加身
才能化解。袁听后什么也没有说，只
是派人把大师给除掉了，而1916年袁
世凯刚好是57岁。

对于堪舆袁世凯也是深信不疑
的，袁世凯称帝前，把大总统府改为
“新华宫”，并从山东请来一位著名
堪舆家陆某来北京看风水，陆某煞有
介事查看一番后说，新华宫门气散而
不聚，难免出现一些波折，但可以进
行补救，就是在新华门左侧修建一个
厕所，以收聚其气。

还有一个堪舆家推断袁家达官虽
多，但都寿命不长，都不会超过 5 8
岁，原因就是祖坟的葬地不是正穴，
因而禄高命短。后来袁世凯就让堪舆
家选定河南彰德安阳作为他生前的住
宅及死后的葬地，不再回河南项城老
家。

称帝似乎是他的唯一选择

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父的
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的生父袁
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长逾丈
许，蜿蜒曲折，形似龙状，袁世凯听
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要
对外人谈及。

为此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回乡
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
“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
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
世凯看信后大喜，并回信让儿子招募
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

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
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
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
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
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这是上
天的重象，您就称帝吧！所以当时的袁
世凯在各界的大力呼吁下，似乎称帝是
他人生的唯一选择。

所以对于袁世凯的死，我们不仅
要考虑当时的历史原因，也要考虑当
时社会文化的因素，还要用今天的遗
传学去解释古人的疑惑。

(据《文史春秋》)

有说是气死的有说是病死的
最新说法是他家基因有问题

光毛巾就要准备一百条
慈禧洗澡奢侈得惊人
很难想象，在没有自

来水的古代城市，人们该
如何洗澡。一百多年前，
某些先人们使用的依然是
井水，那井都是露天打造
的，常常可以从中发现死
猫和死老鼠。

古人洗澡不容易

古时候，人们不仅用
水困难，也缺少清洁观
念。人每天要洗一洗，这
件事开始得不算很久。即
便是地位显赫的皇帝也断
没有这种意识，更不用说
平民百姓了。

白居易曾经写道：
“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
馀”。这么大的人物洗一
回澡，居然还写诗记录下
来。而杨贵妃出浴的故

事，就更加轰轰烈烈了：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
水滑洗凝脂”。好家伙，
在华清池洗澡还得经过皇
帝允许，华清池不过是个
澡堂子！即便如此，这样
的享受，平民是无福受用
的，不过是家中自备一只
木桶或木盆，烧水以涤
身。甚至考虑到取水之
难，根本不去洗澡。

不过，老百姓们还是
有自己的洗澡哲学。明代
大学问家、《永乐大典》
总编纂解缙就有“千年老
树当衣架，万里长江作浴
盆”的名联传世。可见，
跳进河中洗个澡，在古人
看来不是什么新闻。《西
游记》第七十二回“盘丝
洞七情迷本，灌垢泉八戒
忘形”，便详细记录了七
个蜘蛛精在灌垢泉洗澡的
场景。

慈禧沐浴很奢华

到底是贵贱有别，平
民百姓能够在河中洗个澡
就快活无比了。可看看金
易、沈义羚《宫女谈往
录》中记载的慈禧洗澡的
全过程，真让人生出些艳
羡来。

在北京小汤山有慈禧
太后的一个浴池，据测
量，长 4 . 5 5米，宽 2 . 9 0
米，深1 . 40米。池壁是由
经过加工的十块巨大的石
头压缝交口镶拼而成的。
一个蓄水池与之相邻。洗
浴时，温泉水从石缝中涌
入蓄水池，将满时把南壁
上的一个闸门打开，水穿
过暗槽流入浴池。这个浴
池设计可谓别致精巧，不
愧温泉池之冠。尤其是慈
禧洗澡时，更显出这种气
派。

慈禧是坐在一条很宽
的四条腿的矮椅子上洗澡
的，椅子的每条腿上都盘
着龙。为慈禧盛洗澡水的
是两个斗形的三尺来长的
木胎镶银盆，一个洗上
身，一个洗下身，绝不混
用。光洗澡用的毛巾就要
备一百条，每条毛巾都绣
有黄丝线金龙，一叠是一
种姿势：有翘首的，有回
头望月的，有戏珠的，有
喷水的。澡盆里的水要永
保干净，把毛巾浸透后，
捞出来就再也不许回盆里
蘸水了，毛巾是用完一条
扔一条，洗完上身虽用数
十条毛巾，而水依然清
澈。澡盆里的水随时舀出
一些又随时添入，始终保
持一定的温度。

为慈禧洗澡的四个宫
女，手法迅疾，有序无
声。先轻缓地、反复地给
慈禧擦胸、背、两腋、双
臂，以使毛孔张开，身体
轻松。擦完香皂后，再用
湿毛巾擦净身上的皂沫，
以免皮肤发燥。然后用洁
白纯丝棉，沾香水均匀而
轻细地拍在乳房上、骨头
缝、脊梁沟处，这些地方
容易积皂沫，容易让皮肤
发痒，需格外注意。最后
重新舀水洗脸，浸手。与
其说洗不如说熨，特别是
在慈禧的额头、两颊热
敷，这样据说能够把抬头
纹的痕迹化开。

话说回来，把自己的
躯体时常裸陈于众人面
前，即便是你我这样的小
民，也颇觉这是一件不怎
么舒服的事情。慈禧太后
颇通礼仪，不会不晓得个
中的不自在，但是为了显
示出自己的尊贵，就顾不
了这么多了。

(据《中国文明的秘密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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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因有新说：袁家遗传基因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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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慈禧太后

悲伤的袁家人在失去几位亲人后，开始认真

地思索，发现袁家男人都不满花甲而死。袁世凯

在心理上受到这样的暗示，晚年的袁世凯虽然十

分注重健康，但他最终也没有能活到58岁，在57

岁时就咽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