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延闿喜读书与美食。办公
之暇手不释卷，“无不读之书，尤
无 不 读 完 之 书 ”，且 边 读 边 磨
墨。上海天禄大酒店请谭题字，
谭写了“推谭仆远”四个大字，无
人能解。原来是《后汉书·西南
夷传》中的一句夷语，意为“华美
酒食”。谭延闿嗜鱼翅，每餐必
食，出门带一副官，是他的私厨
曹四（名曹荩臣），善烹鱼翅，时
人嘲为“鱼翅副官”，谭也被称为

“鱼翅司令”。谭延闿常说：“吃
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
无缘，吃喝在所不辞。”

40 多岁时，谭延闿右手总是
感觉麻痹，每天需温水浴和电疗，
他调侃说：“我一生好吃，现在自身
每天被清蒸一次烧烤一次，大概这

就是贪嘴的报应吧。”
医生劝谭延闿节制，谭却说：

“我以前已经吃错喝错，何必现在
戒它，反令我痛苦呢？”一次体检，
医生警告说：“依你的病状，将来有
两个死法：一脑溢血而死；二半身
不遂而死。”谭对胡汉民说：“那我
宁愿选择第一个，要是半身不遂几
年，未免太糗了。”

1930 年 9 月 21 日中午，谭延
闿吃了一餐鱼翅，到东郊马场观
马，途中头疼剧烈，急送医院，因脑
溢血去世，年仅50岁。

蒋介石为谭延闿举行了国葬，
并在紫金山修建谭陵，规模仅逊中
山陵。谭延闿临终前将女儿谭祥
托付给宋美龄，宋美龄反复挑选，
最终将谭祥嫁给了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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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第一书家竟是鱼翅将军
“公明廉洁，居然不是贪官污吏一流，私德可以无愧。此公生于

前清，的确是个好官，衡以革命纪律，不过如此而已。改组派骂谭氏
曰‘谭冯道’，未免近谑，谭氏招致湘军加入革命战线，不为无功。至
于其他建树，不敢谬赞。虽然，谭氏的鬼话文——诗古文词——及他
古茂挺秀的书法，确有特长，自足千古啊！”

这是1930年9月27日《硬的评论》杂志上署名泪史撰写的《谭
延闿定评》，时谭延闿去世刚5天。

谭延闿是清末民初的传奇人物，24岁科场高中会元。辛亥革命
后，三度主政湖南，与毛泽东颇有往来。谭曾得孙中山倚重，后被蒋
介石任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

虽身居高位，谭延闿却一生政绩平平，被嘲为“混世魔王”和“水晶球”。
谭有二事流惠至今，均与从政无关：一是湘菜经他手，得立身于

八大菜系中；二是他的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
人无出谭延闿之右者”。 ▋据《北京晚报》

补了湖南两百六十来年遗憾
谭延闿，祖籍湖南茶陵，1880 年生于杭州，时其父谭钟麟已 57

岁，任浙江巡抚。
谭延闿7岁开蒙，14岁考中秀才，23岁中举。1904年，赴开封参

加清代最后一次科举。
此次科举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首次开科，张之洞等把持的南

方数省借口治安不宁，拒绝参加。经“东南互保”后，慈禧不得不安抚
张，让他提改革科举的方案。张之洞建议甚多，文末随便提到“糊名
誊卷制”不公平，给抄写员作弊机会。

对张之洞的建议，慈禧与学部逐条否定，只在此条让步，故试卷
上不再遮蔽考生名字，加上废八股文、用策论，学子均不娴实务，难分
高下，考官只凭书法选材。

据主考官之一陈夔龙在《梦焦亭杂记》中称，主考官张百熙拿着
谭延闿的考卷对他说：“我们湖南自从国朝定鼎，二百六十来年，状
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解元也得了不少，就只差一位会元……我
特地跟裕相（指协办大学士裕德）情商，请他将这本卷子作为会元，也
好免使我湘科名有个会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让，你看，这一本就是
会元卷子了。”

张百熙是长沙人，资历颇老，裕德亦让他三分，谭延闿因此成了
会元。

被袁世凯判了四年徒刑
谭延闿参加殿试时，慈禧见他姓谭，来自湖南，疑与谭嗣同有关，

只给了二甲第三十五名，得入翰林院。在入院朝考中，谭延闿又考了
个朝元（即第一名），列为庶吉士。

第二年3月，谭钟麟病逝，谭延闿回乡守制。1909年，出任湖南咨
议局议长，并参与保路运动。其间还参与办学，一度举债至六七万元。

辛亥革命后，长沙新军起义，焦达峰、陈作新主政，二人属革命
党，被立宪派所嫉，不久被乱兵杀死。乱兵自知权威不够，冲入谭延
闿家，将他扔进轿子，抬至总督府，据说谭哭了一路。到总督府后，才
知是拥戴他主政湖南。

1912年7月，谭延闿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第二年，宋
教仁被刺，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谭却不表态，直到 7 月 25 日，见
周边各省都出兵讨袁，才宣布独立。因讨袁军惨败，8月13日，谭延
闿又宣布取消独立。

袁世凯表面称“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却派心腹汤芗铭当湖
南都督，让谭“进京待罪”。谭钟麟与袁的叔祖袁甲三拜过把兄弟，自觉
安全，果然进京，结果被判四年徒刑，经熊希龄说情乃免，一度隐居青岛。

紧急时刻帮了陈寅恪
除了抓枪杆子，谭延闿也重视教育，他在任上对优秀私立学校予

以补贴，多者可达公立学校的50%。
离任前，谭延闿从省教育基金中拨出专款，给总务厅长林伯渠、

教育司长熊知白、交涉科长陈寅恪三人作赴美留学经费，每人路费
400大洋，月生活费140大洋，为防后任不认账，特意提出1万多元交
美国大使保存。

1918年，在桂系支持下，谭延闿再掌湘政，1920年6月驱逐军阀
张敬尧后，提出“湘人治湘”，得到青年毛泽东赞同，撰文称谭是“乡邦
英俊”。毛泽东与易礼容等办长沙文化书社时，曾请谭延闿题匾，谭
慨然允诺，并支持了400大洋。

1920年11月，谭延闿的心腹赵恒惕反戈一击，谭再度失势。此
后几度想东山再起，直到 1922 年 8 月，他参加湖南省长竞选，得 885
票，赵恒惕得1581票。谭延闿见回归无望，转投孙中山。

谭延闿原本不欣赏孙中山，但孙中山对谭颇欣赏，曾给胡汉民写
信说：“吾党缺乏政治人才，今后必须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助，
如北孙南谭，均一时人望。”在上海，谭延闿与孙中山“过从几无虚
日”，改变了对孙的看法，谭说：“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
外，再没有第二人了。”

为何不肯娶宋美龄

孙中山曾想撮合宋美龄与谭
延闿，宋美龄的母亲亦表同意。此
时谭已 40 岁，妻子方榕卿去世多
年，但谭不想续弦。

方榕卿是清末大臣方汝翼之
女，方家与谭家是世交。谭钟麟去
世后，方榕卿长期照顾婆婆李氏。
1916 年，谭延闿二次督湘，恰母亲
病重，方榕卿便未向谭透露实情，
独力承担下来。1918年6月，方染
重病，谭延闿正与军阀张敬尧缠
斗，方不让家人通知谭。

方榕卿去世数月，谭延闿方
得到消息。方灵柩入湘时，恰好
谭被赵恒惕轰走，他请赵宽限几

日，以为夫人下葬，未得允许。谭
延闿只能在出湘的船上，遥望夫
人灵船驶过。

经此挫折，谭延闿一度在营中
吃了100天的蔬菜，方榕卿临终遗
言是希望谭不要再娶，好好养育他
们的子女。

为不伤孙中山的面子，谭延闿
跑到宋美龄母亲处，认她为干妈，
与宋美龄以兄妹相称。

后宋美龄对蒋介石有意，其母
与宋子文皆不同意。谭延闿对宋
子文有知遇之恩，在广东政府中曾
提拔过他，在谭斡旋下，蒋与宋得
以结合。

“柔愎自用”化解刚愎自用

谭延闿原本同情左派，撮合蒋
介石与宋美龄婚姻后，迅速右转。

一方面，谭延闿出身地主，亲
戚、朋友也多是地主，害怕农民运
动。据学者路晨辉、刘建强梳理，
叶德辉被杀后，谭在日记中写道：

“闻叶麻子已被杀，为之憬然（大悟

状）。”刚开始，谭延闿对找他告状
的地主还开玩笑地写道“盖皆土绅
劣豪，不打而倒者”，可 1927 年 6
月 8 日，“郑州会议”召开，在右派
鼓噪下，“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
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
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

另一方面，孙中山已去世，想
巩固地位，只能投靠蒋介石。谭延
闿对蒋介石曾有微词，说：“蒋介石
的位置提得太快，尤其在国民革命
军改编、整训过程中，蒋介石的支

配权力日益扩大……因而第一军
的实力日渐增强，除了第四军能勉
强与之抗衡外，其他各军，则事事
要伸手，事事要看脸色。”

“中山舰事件”时，谭延闿找过
毛泽东，“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当时
还没撮合蒋宋的婚姻。有了这些想
法，所以谭延闿作为武汉政府主席，
却在讨蒋会议上“索性睡着了”。

谭延闿投靠南京政府后，身负
重任，却严守“三不主义”，即不揽
权、不建言、不拍板。其实谭延闿
很有主见，时人称为“柔愎自用”。

与谭延闿共事多年的阎幼甫
说：“蒋介石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
人，和谭延闿的柔愎自用碰到一
起，一刚一柔，互相利用，从无冲
突。从 1925 年到 1930 年，从未发
生过彼此过不去的事。”

终于把自己吃死了

谭延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