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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回民起义原因辨析

刘 永 恩

一八六二年五月 (同治元年四月 )
,

爆于陕西华县的回民反清斗争
,

如星星之火
,

不久即燃遍全省
,

波及西北大地
,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为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
“
陕甘回民

大起义
” 。

陕西凤翔是这次回民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
。

但从新
、

旧史书上看
,

关子凤翔

回民起义的原因
、

经过等问题的叙述不甚详细
,
更有不少诬陷攻击之词充斥于反动史书

中
,

如 《清朝全史 》 第六十六页上载
:

“
先是同治元年七月

,

凤翔之回民杀汉人
,

围郡城
” ,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 》 卷一七三至卷一七八 《纪事七 》 至 ; 纪事十二
》
的编纂者吴廷

锡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的立场上
,

把镇压回民起义的反革命行动标之为
: “
乎定回匪

” 1

当时的凤翔知府张兆栋在他上报的《 察回民叛乱请发兵剿办由》 中更恶毒地辱骂回民

是
“ … …犬羊性成

,

反覆狙诈
,

竟于四月初四日黎明聚众多人
,

在马家巷口放火起事
。

逆意
:

欲乘我仓碎
,

夺东城门而进
~

一
” ;

.

王定安在他写的 《湘军记》 第二六七页上说 : .a
· ·

… 是时
,

凤翔回民杀汉民
,

1

与西

安
、

同州相应 ,,.
。

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丫真的是 “ 回民杀汉民
” 吗 ? 根据何在全鄙人想就

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
,

以就教于大家
。 一

飞

了
.

一
、

起义前凤翔回民的处境
.

_

凤翔
,

在商代为
“
岐周

” 之地
。

因境内有岐山
、

周原
,

故名岐周
。

周代称岐州
。

到

奢钥天宝年间
,

改称扶风
。

至德元年 (公元 75 6年 ) 取
“
凤鸣岐山

”
之意 ,

改称凤菊郡
。

次年二月
,

升凤翔郡为凤翔府
、

明清以来都称凤翔
。 -

凤翔地处陕
、

甘要道
,

境内回民二十八坊
,

·

男女老少共六万三千多人
。

多散布乎城

内马家十字
、

宁家巷
、

南巷
、

北镇宫
、

麻家崖
、

南关及 崔家凹等处
。

而以城内二坊最小
,

共四十八家
,

约三百人左右
.

平时
,

回汉人民尚能和睦相处
,
即便偶有争端

,

也能及时
了结

。

但地方官吏往注欺压回民
, “

护 汉 抑 回
”

之 事 时 有 发 生
。

回 汉 矛 盾 由 此 而 起

,

积

怨 渐 深

。

林 纤 在 《 守 岐 纪 事 》 序 中 说
: “

汉 回 杂 处
,

宗 教 既 异

,

回 之 防 汉

,
`

恒
虞 待

以
异

族

,
而 汉 之 视 回

,
尤 轻 蔑 而 兽 畜 之

。

以 故 日 相 冰 炭

,

外 回 一 动

,

即 煽 内 回

。

回 部 人 亦 值

有 入 伍 为 军 官 者

,
一 经 啸 引

,

则 劫 胁 其 部 曲 以 从 乱
” 。

较 真 实 地 反 映 了 起 义 前 的 回 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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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见 《 回 民 起 义 资 料 》 四 , 2 71 页 )

一八五 一年 一月十一 日 (道光三十年十二 月十 日 ) 太平天国革命兴起
,

是 日
“

金 曲

起 义
”

爆 发

。

一 八 五 三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咸丰 三年二 月 十 日 )太 平天 军攻 占南京
,

定 都

“
天

京
” 。

接 着 兵 分 两 路

:

一 路 ,’ J 匕伐” ,

一 支

“
西 征

” 。

旋 即 得 到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的 热 烈 响

应

,

形 成 了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第 一 次 革 命 高 潮

。

清 政 府 为 了 镇 压 这 场 轰 轰 烈 烈 的 革 命 运 动

,

于 一 八 五 三 年 初

,

即 命 曾 国 藩 在 湖 南 举 办

“
团 练

”
以 扩 大 反 动 武 装 力 鼠

,
又 采 纳 钱 江 建

议
,

在 扬 州 设

“
厘 金 所

” ,

加 紧 刮 取 民 脂 民 膏

,

以 弥 补 其 军 费 开 支

。 “
团 练

”
与

“
厘

金
”

制 遂 在 全 国 推 行

。

一 八 五 八 年 (咸丰八年 ) 正 月
,

凤 翔 厘 金 局 设 立

,

不 久 团 练 亦 纷 纷

组 成

。

到 了 一 八 六 二 年 (同 治元年 ) 春 季
,

凤 翔 汉 民 村 庄 团 练 人 数 已 达 十 多 万 人

。

一 八 六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月 (同 治元年 四月二 十三 日 )
,

渭 南 回 民 被 迫 起 义

,

清 廷 残 酷 镇

压

,

回 民 村 庄 被 烧 毁

、

回 民 群 众 惨 遭 杀 戮 者 不 计 其 数

。

6月 底
, “

秦 不 留 回
” , “

天 意 灭

回
” 、 “

见 回 不 留
”

等 反 动 传 贴 即 传 到 凤 翔
。

一 些 不 识 时 务 的 地 主 豪 绅

,

依 仗 人 多 势

众

,

信
口

大 言

: “
我 数 人 敌 回 民 一 人

,

亦 必 立 致 蜜 粉

” ! 并时时 以
“

剿 回
” 、 “

灭 回
”

相 戚 胁

。

忠 厚

、

善 良 的 回 民 群 众

,

在 清 廷 及 地 主 团 练 的 威 逼 下

,

人 人 自 危

,

个 个

“
惊

慌
” 。

(引文见 《 回 民 起 义 资 料 》 四 , 2 21 页 ) 在 此危 急 时刻
,

清 政 府 派 张 兆 栋 前 来 接

任 凤 翔 知 府

。

二

、

张 兆 栋 的 反 革 命 两 手 政 策 与 凤 翔 回 民 起 义 的 爆 发

张 兆 栋 任 凤 翔 知 府 后 与 原 代 行 府 事 的 唐 需 霖 密 切 配 合

,

实 行 反 革 命 两 手 政 策

。

一 方

面

“
传 集 汉 回 拎 省

,

开 诚 布 公

,

再 三 浩 谕

: `

彼 此 讲 信 修 睦

,

换 立 誓 约

。

遇 有 控

案

,

随 时 持 平 讯 结

。

并 与 德 公 择 其 当 差 勤 奋 者

,

禁 请 大 府

,

赏 给 顶 戴

。

阳 为 奖 励

,

阻

示 羁 糜

”
另 一 方 面 则 加 强 戒 备

: “
余 驻 南 城

,

德 参 府

、

唐 令 需 霖

、

侯 补 知 县 陶 令 森 林

,

分 驻 东

、

西

、

北 三 城

” 。

并 约 定

: “
小 事

,

各 城 自 主

。

大 事

,

赴 南 城 商 办

,

拟 定 条 规

,

分 贴 城 楼

,

谕 令 军 民 人 等 一 体 遵 照
” 。

以 伺 机 镇 压

。

关 于 当 时 凤 翔 的 局 势

, “
立 身 正 直

,

接 物 和 平

,

时 望 素 著

”
的 看 绅 郑 士 范

,

在 其

《 旧 雨 集 》 下 卷 《忠 义 篇 》 中 有 详 细
、

可 信 的 记 述

:

“
先 是 汉 回 未 尝 交 恶

,

或 偶 因 羊 苏 启 争

,

亦 相 怨 一 方 而 已

。

… … 自 谓 南 回 变
,

有 练

总 冯 元 佐 者

,

飞 布

: “
见 回 不 留

”
之 语

,

故 渭 南 回 子

,

贩 土 货 者

,

道 凤 翔

,

留 不 敢 归

。

贿 结 回 方 恶 少 年

,

倚 伏 在 来

,

使 巡 役 不 能 驱 逐

” 。

一 八 六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 同治元 年八 月初三 )
,

渭 南 回 民 郭 克 裕 到 凤 翔 城 内 探 亲
,

经 查 城 员 弃 谢 垂 纯 卓 盘 获

” ,

以

“
入 城 不 逊

”

为 理 由
, “

送 局 中
” 。

( 见
《

旧 雨 集
》

第 四 页 )

“
将 下 狱

,

回 差 铁 兴 力 保 之

.

得 释
” 。

(见 《秦 陇 回 务 纪 略 》 卷 二 第 2 22 页 ) 这一 夜 的

情 况怎么样呢 , 郑士 范禅
: “

余 归 后
,

唐 宰 回 衙

,

询 郭 逆 而 释 之

。

而 逆 己
先 授 意

,

其 徒

四 出

,

呼 其 党 至

,

则 夜 谋 起 事

。

良 回 跪 满 庭 堂

,

哀 鸣 劝 息

。

铁 兴 者

,

豢 贼 快 手 也

。

挺 身

弹
压

,

逆 不 从

。

反 胁 兴
内 逆

,

兴 亦 不 从

,

矢 志 以 死

,

逆 丛 刃 找 之

,

遂 反

” 。 “
天 明

,

闻

一

警

,

望 东 关 烟 起

,

俄 有 七 骑 来 叩 堡 门 求 见

。

余 出 问 之

,

犹 屈 膝 请 安

。

言

: `

唐 太 爷 单 给 我 人

寻 事

,

而 今 事 起

,

铁 兴 宰 了

。

此 天 意 也

。

阿 洪 使 来 告 知

。

德 行 人 不 相
愧

动

。

说 毕

,

跨 鞍

而 去

。

余 告 之 日
: “

莫 要 杀 人
, 、

皆 应 曰

: `

诺

, , `

不 杀 人

,

请 看

,

刀
头 无 血

’ 。

此 壬



” 、

(即 1 6 8 2年 8月 28日
,

同 治 元 年 八 月 初 四 )( 见 《 旧 雨 集 》 第 四 页 )
。

上 述 引 文

,

是 关 于 凤 翔 回 民 起 义 过 程 的 最 可 珍 贵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从 中 可 以 看 到 什 么

`

问 题 呢
?

① 张 兆 栋 t’F 日为奖励
,

阴 示 羁 糜
”

的 两 手 政 策
,

是 一 种 笼 络 怀 柔 政 策

,

实 质 是 要

麻
痹 回 民 群 众

,

伺 机 镇 压

,

笼 络 是 假

,

屠 杀 是 真
! 郑 士 范 洞 察 了 张 兆 栋 是 清 廷 的

“
鹰

犬
” ,

故 断 定 矛 盾 不 能 缓 解

,

而

“
难 将 作 矣

” !

② 唐 宰 需 霖 忠 实 地 执 行 了 张 兆 栋 的 反 动 计 划 ,

以
“

郭 克 裕 入 城 不 逊 为 理 由
,

强 行

逮 捕

,

还

“
单 给 我 ( 回 ) 人寻事

” ,

逼 得 回 民 群 众 无 路 可 走 而 起 事
,

③ 渭 南 练 总 冯 元 佐 “
见 回 不 留

”
的 飞 帖 不 仅 使 渭 南 回 民 小 商 贩 不 敢 归 里

,

也 使 风

翔 六 万 三 千 多 回 民 惊 慌 不 安

,

为 了 免 遭 杀 戮

,

乃 义 无 反 顾 地 走 上 了 起 义 自 救 的 征 途

。

郑

士
范 说 的 好

: “
询 事 变 之 由

,

概 自 冯 练 之 飞 语

,

深 入 众 回 之 耳

。 · ·

… 是 “
见 回 不 留

”
四

字 驱 之 变 也

。

可 为 痛 哭 者 矣

。

谁 生 历 阶
? 至 今 为 梗 ! 以 云 夭 意

,

岂 不 谬 哉
? I ”

且 看 事 态 的 发 展
:

一 八 六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同治 元年八 月 初五 )
,

乡 团 剿 灭 回 村
! (《 旧 雨 集

》
卷 下 第 五

页 )

次 日
, “

四 城 民 团 同 心 齐 起

,

将 城 内 回 众 悉 数 歼 灭
! ”

( 《秦 见 陇 回 务 纪 略 》 卷 二 2 2 3

页 ) 无 辜 回 民 惨 遭 杀害
,

知 府 张 兆 栋 不 但 不 设 法 制 止

,

反 而 把 屠 杀 的 目 标 转 移 到 回 军 战

士 身 上

,

这 些 回 军 战 士 当 时 负 责 城 防 治 安

,

也 负 责 保 卫 知 府 张 兆 栋 的 安 全

。

张 兆 栋 在
《

守 岐

记 事
》

上 写 道
: “

初 七 日
,

余 带 勇 二 十 余 人 巡 至 东 城

,

与 德 参 府 (即参将德胜 )在城楼坐论

守御 事
。

回 兵 数 十 人 军 装 随 侍

,

数 至 城 台

,

向 外 探 望

,

颇 有 皇 逮 之 状

。

府 役 某 密 告 曰
: ` 民 团

一
剿 洗 城 内 之 回

,

有 人 继 城 出

,

赴 贼 巢 送 信

,

促 令 攻 城

, 。

余 闻 之

,

心 颇 急

,

然 未 敢 稍 露 声

色

。

… … 移 时
,

又 密 告 曰

: `
城 内 之 回 已 洗 尽 矣

, 。

余 闻 之 心 稍 宽

,

仍 未 敢 稍 露 声 色
” 。

老 奸 巨 滑 的 刽 子 手 张 兆 栋 为 了 达 到 他

“
全 歼 回 众

”
的 目 的

,

伪 装 公 正

,

麻 痹 回 军

,

一

以 待 时 机

。

不 一 会

, “
见 民 团 由 马 道 蜂 拥 而 上

,

回
兵

日

: `
民 团 已 来

,

势 不 两 立 矣

, 。

.

这 时 张

兆 栋 见

时 机 成 熟

,

又 怕 回 军
“

挟 官 以 抗 众
,

必 至 倒 戈 相 向

”
极 力 压 制 回 军 自

卫
,

欺 骗 他 们 说

“
汝 等 皆 良 民

,

其 毋 恐

,

吾 为 汝 止 之
” 。

一 面 起 身 向 前

,

假 装 阻 拦 的 架

式

,

待 民 团 涌 了 上 来

,

而 回 军 毫 无 戒 备

, “
幸 团 勇 戮 力 同 心

,

迅 将 回 兵 诛 杀 净 尽

”
里 事

后
,

城 外 起 义 回 军 整 队 而 来

,

张 兆 栋 在 城 上

“
示 以 回 逆 首 级 … … 遂 退

” 。

“
初 九 日 ( 1 8 6 2年 9月 2 日 )

,

西 南 乡 民 团 不 期 而 会 者 二 万 七 千 余 人

,
·

一

邀 集 城 内

团 勇

,

出 城 会 剿 … … 回 民 起 义 军 乘 势 追 杀
” , “

阵 亡 勇 丁 一 百 余 人
” ,

一 场 反 屠 杀 求 生 存

的 自 卫 战 争 开 始 了 ! (以上 引文见 《 回 民 起 义 资 料 》 四 2 74 页 )

从上述资料看
,

恿 厚 朴 实 的 回 民 群 众

。

绝 非
“

犬 羊 性 成
,

反 覆 狙 诈

”
之 徒

,

他 们 深

受
民 族 压 迫 和 阶 级 压 迫

,

处 于
“

人 为 刀 姐
,

我 为 鱼 肉
”

的 困 境
,

遭 受 着

“
悉 数 歼 灭

” 、

“
诛 杀 净 尽

”
的 厄 运

。

明 明 是 知 府 张 兆 栋 操 纵 下 的 地 主 团 练 在 屠 杀 回 民

,

哪 儿 有 回 民 杀

:
汉 民 的 踪 影 I

关 于 凤 翔 回 民 起义 的 原 因
,

被 回 民 誉 为
“

德 行 人
”

的 省 绅 郑 士 范
,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
瞪 乎

! 冤 哉 ! 假 使 事 初
,

能 破 冯 练 之 飞 语

,

使 不 疑

,

回 子 亦 多 良

,

何 至 听 从 渭
甫

而
为 乱

! ”



、

起 义 的 发 展 与 左 宗 棠 的

“

剿 抚 兼 施

”

策 略

凤 翔 回 民 为 了 身 家 生 命 安 全
,

不 愿 引 颈 就 戮

,

被 迫

“
揭 竿 而 起

” 。

一 场 气 壮 山 河 的 激

战 遂 起

:

“
前 队 练 勇 施 放 枪 炮

,

回 众 冒 死 突 阵

,

后 队 民 团 见 之

,

惧 而 却 走

。

前 军 亦 乱
,

自 相 践

踏

。

回 众 乘 势 追 杀

,

直 逼 至 西 城 壕

,

凤 翔 令 几 被 获

。

城 上 燃 大 炮

,

击 之

,

方 退

。 ” ( 《秦 陇 回 务

纪 略 》 卷 二 第 2 2 3页 )

又
, “

十 三 日 出 队
,

及 战

,

回 众 势 甚 锐

,

前 队 抵 敌 不 住

,

阵 遂 乱

。

各 军 未 及 接 应

,

回 军 大 队 压 下

,

诸 军 悉 溃

。

伏 兵 亦 撤 退

,

回 军 乘 势 追 杀

,

贾 上 福 力 战 阵 亡

。

收 军 查 点
兵

勇

,

死 者 九 百 三 十 多 人

” ( 《
守 岐 纪 事 》 第 2 75 页 )

张兆栋见局势危急
,

派 人
a
飞 察 乞 援

。

清 廷 接 报

,

即 派 多 隆 阿

、

陶 茂 林 率 军 前
来

“
进 剿

” 。

回 民 义 军 经 过 十 四 个 月 的 艰 苦 战 斗

,

终 因 武 器 简 陋

、

兵 力 单 薄 以 及 指 挥 上
的

失 误

,

未 能 攻 下 凤 翔 城

。

但 从 陕

、

甘 全 局 看

,

义 军 力 量 仍 在 壮 大

,

且 连 连 获 胜

:

1 8 6 3年 2月 ( 同治二年正月 ) 回军 攻占 固原 城 ,

1 8 6 3年 9月 (同 治二 年八 月 ) 回军 又破 平凉府城 ,

1 8 6 3年 1 1月 (同治二 年十 月 )回军再破 宁 夏府城 ,

1 8 6 5年 2月 (同治四年正月 ) 凉州城内回民起义
,

1 8 6 6弃 1 2月 (同治五 年 n 月 ) 挑州厅城被回民攻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6 7年 2月 ( 同治六 年元 月 )

,

清 廷 为 了 镇 压 蓬 勃 发 展 的 起 义 大 军

,

任 命 左 宗 棠 为 钦

差 大 臣

,

督 办 陕 西 军 务
以 挽 救 危 局

。

18 6 8年 10 月 4 日 ( 同治七年八 日十九 日 )
,

左 宗 棠 离 京 西 行

。

n 月 26 日 (十 月 十 三
_

日 )
,

到 达 西 安

。

他 的 基 本 方 针 是

“
不 令 回 捻 合 势

” , “
先 捻 后 回

” ,

各 个 击 破
! 对 回

民 起 义 军 则 采 取
“

剿 抚 兼 施
”

的 策 略
。

在 残 酷 镇 压 的 同 时
,

分 化 瓦 解

,

招 而 抚 之

。

即 所

谓
“

剿 到 极 处
,

故 能 议 抚

” 。

左 宗 棠 的 软 硬 两 手 策 略

,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效

,

到 了
1 8 7 3 年

-

(同治十二年 ) 才把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

回 民 群 众 惨 遭 杀 戮 或 被 迫 流 亡 者 难 以 数

.

计

!连 左 宗 棠 也 不 得 不 承 认
: “

陕 甘 频 年 兵 炙
,

孑 遗 仅 存

,

往 往 百 数 十 里 人 烟 断 绝
! ”

仅 以

陕 西 计
,

起 义 前 回 民 有 七

、

八 十 万

,

起 义 后 仅 余 十 之 一 二

,

其 中 留 居 西 安 省 城 的 只 有 二

、

三 万

。

而 流 亡 到 甘 肃 宁 州

、

灵 州

、

河 州 和 徨 沉 等 地 的 有 五

、

六 万 人

。

凤 翔 回 民 幸 存 者

,

多 数 被 安 置 在 甘 肃 省 的 平 凉

、

秦 安

、

张 家 川 等 地

。

其 中 以 张 家 川 的 马

麓

、

阎 家

、

恭 门

、

龙 山

`

镇 以 及 川 王

、

连 五 一 带 为 数 最 多

。

笔 者 曾 在 张 家 川 回 族 自 治 县 作 过
短

期 的 调 查

,

这 里 的 回 族 同 胞

“
腔 调

”
与 陕 西 凤 翔 人 完 全 相 同

,

问 及 他 们 的 祖 籍

,

都 自 称

是 陕 西
凤 翔 人

。

他 们 念 念 不 忘 故 土

,

把 住 地 的 村 落 都 以 家 乡 故 地 命 名

。

如 张 家 川 的 恭 门

镇 即 有

“
麻 家 崖

”
与

“

崔 家 凹
”

二 地 名
,

这 是 凤 翔 回 民 流 亡 到 甘 肃 的 明 证

。

如 前 所 述

,

凤 翔 回 民 起 义 前 六 万 三 千 多 人

,

而 现 在 的 凤 翔 回 民 还 不 到 四 百 人

。

过 去

有 二 十 八 坊

,

如 今 连 二 坊 也 没 有
! 由 此 可 见 左 宗 棠 屠 杀 镇 压 之 惨 烈 ! 凤翔 回 民是在清 政

府 民族 歧视
、

民 族 压 迫 的 反 动 政 策 逼 迫 下

,

为 了 争 取 民 族 生 存

,

为 了 反 抗 清 政
府 的 残

酷

屠 杀 而 爆 发 的 一 场 正 义 的 民 族 自 卫 战 争

,

一 场 正 义 的 革 命 斗 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