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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百 色 市 西 林
县，著名的沙糖桔之乡。

相较于沙糖桔的名
气，外地人对西林名人
岑毓英、岑春煊父子的
认知，粗浅得多。

在西林，岑氏父子
声名赫赫，当地专门建
有“一门三总督”故居，
现已开发成西林县宫保
府景区。

“一门三总督”是指
岑毓英、岑毓宝、岑春
煊，岑毓英与岑毓宝为
同父异母兄弟。

中法战争中，岑毓
宝随兄岑毓英赴越南抗
法，率十营兵力迎战法
国援军，取得临洮战役
的胜利。后升任云南布
政使，官居二品。

《西林县志》记载，
岑毓英因平定云南之乱
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
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丰十一年（1861
年），岑春煊出生于西林
那劳村，是岑毓英第三
子，人称“岑三”，因性格
多变、敢作敢为，又称

“颠三”。
岑春煊少年时就读

泗城云峰书院，九岁随
父亲岑毓英到昆明读
书。

久居昆明的岑春煊
却心念家乡子弟，“西林
距省会二千里，子弟读
书、应试既苦道远，又鲜
观摩。”1873 年，岑毓英
在桂林东巷原靖江王宗
庙遗址处置地建房，遂
成 气 派 的“ 岑 氏 宫 保
第”。

但遇年节省亲，岑
春煊时常到桂林玩耍，
长住“岑氏宫保第”。

那时的桂林东巷，
可谓风水宝地。北临王
城，八桂学子云集；东面
毗连盐街和漓江，商贾
众多；南面一带戏院众
多，歌舞升平；对一个家
境殷实的官宦子弟来
说，学习嬉戏两便，吃喝
玩乐恣肆。

值青春弱冠，岑春
煊难敌诱惑，轻易就成
鲁莽少年狂。

1879 年时，岑毓英
考虑到“滇桂僻处边
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
师法”，也为断绝岑春煊
一班不务正业的朋友，
便命其到北京学习。并
用钱为他捐了一个工部
主事行走的职务，相当
于秘书的公职。

济济京城内，赫赫
王侯居，宝马雕车香满
路，岑春煊怎敌得过这
人生盛景。

旧习未敛，客居北
京的岑春煊成了有名的
纨绔子弟，与劳子乔、瑞
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
恶少”。

据汤用彬《新谈往》
记载：“春煊少跅弛，自
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
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
宴也。”

酗酒滋事，名声败
坏。几年后，岑春煊不
得不回到桂林“宫保第”
府闲居。

一代
枭雄

宽

窄

均

有

度

·
都

市

慢

生

活

四
川
发
现

2018.3.1
星期四
报料热线
028-96111

主
编

杨
莉

责
编
仲
伟

版
式
吕
燕

校
对
廖
焱
炜

09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从
京
城
顽
主
到

晚

清

四

川

总

督

岑

春

煊

心有猛虎，未必
细嗅蔷薇。

印尼作家埃卡·
古尼阿弯的《人虎》，
展露了人性中神性与
兽性的博弈。

当狂暴的力量蹦
出心灵，露出那双黄
灿灿的眸子时，控制
它，还是安抚它？

或许，只有敬畏
地盯着——那头正满
心欢喜地打扮着自己
的壮硕野兽。

名望，权力，贪婪
与金钱，晚清名利场
里的一切，仿佛都与
四川总督岑春煊无
关。

他摸摸胸口的猛
虎，走出最优雅的姿
态：“满地都是六便
士，我却抬头看见了
月亮。”

四川省城高等学
堂与省会警察总局，
因他，应运而生。

亚里斯多德说，人生最终的
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
不只在于生存。

“京城三恶少”之一的劳子
乔，是江宁提学使劳乃宣的儿
子，有关他的生平记载较少，除
了恶少的名头外，只知道他后来
做过清廷的御史。

瑞澄，大学士博尔济吉特·
琦善之孙，黑龙江将军博尔济吉
特·恭镗之子。当过刑部任主
事、江西九江道台，因为有官声，
调任上海道台，任内奉命在辖境
内禁绝鸦片，建立了警察部队。

游戏人生与浪子回头，刚好
是一个岔路口。

眼看岑春煊将碌碌无为，恰
遇到三年一次的广西乡试。关
于岑春煊考进士，桂林坊间有两
种说法：一是说，岑春煊当时的
境遇，急坏了他的老丈人——桂
林私塾老师刘玖石。临考时，刘
玖石便叫考过进士且年龄相仿
的儿子刘名誉冒名顶替；二是
说，由桂林老孝廉胡世鼎、胡世
铭兄弟代写试卷,并买通考场人
员，“买卷入场”。

其实，这两种说法不足为
凭。岑春煊虽然顽皮捣蛋，但天
资聪慧，并未荒废学业。1885
年，岑春煊参加广西乡试，顺利
考中举人。

由此，24岁的岑春煊登上了
晚清的政治舞台。先后任工部
郎中，光禄寺少卿，大理寺正卿
等。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

发，岑春煊上书请赴前线，受命
到山东黄县布防。中国战败后，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
京，回桂林东巷闲居。时逢康有
为在桂林宣传维新变法，他结识
了康有为，并支持变法。

1898 年，岑春煊再次进京，
受光绪皇帝召见，趁机上书，条
谏时政，得到光绪皇帝赏识，授
广东布政使。

此时的清朝，已是风潮暗
涌，迭变丛生，只有猛虎才能治
沉疴。

岑春煊在广东搞吏治改革，
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
人员，甚至把两广总督谭钟麟衙
门的文案也予以裁并。他的目
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还十分
关注全国的变法大局。

在晚清官场，流行着“三屠”
之说，岑春煊是官屠，张之洞是
财屠，袁世凯是人屠。

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
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和庸官，

“刚直于乱世，忠勇在朝野，屠官
不惧权势，杀伐亦不察颜色。”

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
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将
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
革除。仅两广总督任上劾罢不
法污吏渎职者 1400 多名，甚至
不惜追逃贪官到澳门。使全国
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至此，晚清政局中“南岑北
袁”的局面基本形成，岑春煊也
成为袁世凯一生最头疼的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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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还在四川推行“新
政”，在成都试办警察，维持社会
秩序，并开办警政学校，训练警
政人员。

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
志》记载，1902 年，直隶总督袁
世 凯 奏 请 在 天 津 设 立“ 巡 警
局”，清廷准奏试办，并作为实
施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措
施之一，通令各省仿照筹办。
同年，四川总督岑春煊遵照清
政府关于在全国筹建地方警察
机构的通令，于省城成都创立了
通省警务学堂，为开办警察培训
骨干。1903年，裁撤原来的保甲
总局，成立了省会警察总局，并
逐步推及全省。到 1910 年，四
川144个厅州县中已有142个设
置了巡警局(署)，同时在川江干
流上设置了水道巡警机构。

岑春煊在四川兴警政时不
是简单地把绿营、团练改头换
面，而是将绿营裁汰，另以李靓
光为总办，以周善培为教习，于
1902年9月在成都开办四川通省
警务学堂，培养警察人才，以此开
创成都创办近代警察的历史。

1903年四月初一，成都警察
总局正式挂牌理事。此前，负责
省城治安的机构为保甲总局，管
辖范围仅限于城内及城外附郭
街道，职责为清查户口、盘查可
疑人员以及防火防盗等事。警
察总局成立，保甲总局即行撤
废。总局初设于帘官公所保甲
总局旧址，次年即迁至华兴街成
绵道署隔壁的皇华馆（现消防支
队驻地）内。

总局首脑称总办，副职称会
办，下设参谋、总巡、提调、稽核、
文案、庶务等官，并在省城东、
西、南、北，中和外东6路各设正
局（相当于现在的分局）一所。

中路、东路和外东正局各辖分局
（相当于派出所）6个，南路、西路
正局各辖分局7个，北路正局辖
分局8个。各正局设正委1人、
司法1人、书记1人；每分局设副
委2人，正副巡目各1人。分局
配设警士多则 30 人，少则 10 余
人 。 全 局 官 警 总 数 约 800 余
人。后增至 1200 余人。正局、
分局驻地多系征用庙宇或公所。

四月初一那天，成都警察首
次上街站岗，引来诸多百姓围
观，有好奇的人们还去摸警察头
上戴的大檐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
西发生会党、游勇起义，清廷破
了“本地人不任本地官”之例，任
命岑春煊为两广总督。

从赴任到离开，岑春煊在四
川待了不到一年时间，但他与四
川的缘分并未结束。

西林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乃
艳飞提供的《句町国与西林特色
文化》一书中披露，1911年5月，
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启用
岑春煊，再次任命为四川总督。
他主张“先抚后剿”，释放被捕的
地方代表、阻止滥杀川人、发还
铁路股本、要求清廷“降旨自责”
以息民怒，但反对派攻击其藐视
朝廷，有反叛之心，岑春煊只好
通电辞职。

1912 年，民国成立，岑春煊
致电清廷放弃帝制、赞成民主共
和。晚年岑春煊居住上海，少管
政事。1932年，中日淞沪开战，
岑春煊慷慨解囊，捐出3万元支
持19路军抗日。

翌年4月27日，岑春煊病逝
于上海。纵横晚清政坛 25 年，
一代枭雄正式落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西林县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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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总
督”故居——岑
氏家族古建筑
群中的增寿亭。

如果仅以“官屠”的形象定
义岑春煊，是片面的。

再冷血的杀手，都有心底的
柔软，以及最向往的温暖。

徐志摩在其散文集《猛虎
集》序言中说：“他把柔软的心窝
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
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
望。”

这不是人生的自我哀怜，而
是痛苦与希望浑成一片。

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曾在
西林县办过一所“南阳书院”，受
其影响，岑春煊十分重视教育。

“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
观瞻所系，尤当切意振兴。人民
知识，国家兴替系之。欲为国家
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
识。教育者，所以启牖人民知识
也。”岑春煊多次呼吁要重视教
育和培育人才，倡导改建了四川
省城高等学堂。

2016年5月，四川大学教授
党跃武分享川大故事，讲述了四
川省城高等学堂的由来。

1902年3月，时任四川总督
奎俊颁发“四川通省大学堂”关
防。4月，他上奏光绪皇帝，请求
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
并，组建了四川通省大学堂。“省
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
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送院肄
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
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
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
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
法文字语言者。今拟即将尊经
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
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
学问均有涉猎。”

接到光绪“著即督饬认真举
办，务收实效”的朱批后，四川通

省大学堂正式成立。同年 12
月，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转发清
廷指令，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
各省的大学堂一律改称高等学
堂。于是，四川通省大学堂于次
年 1 月正式改名为四川省城高
等学堂。

1903年2月，署理四川总督
岑春煊在奏报清廷后，用饬令的
形式照会四川学务处和四川省
城高等学堂：“遵改书院为学堂
之谕旨，即将锦江书院裁撤，经
费田产尽数拨入高等学堂。”“住
院诸人于五日内即行移寓，不准
延留。”岑春煊将锦江书院并入
高等学堂后，其原校址由于“房
屋基址颇为宏阔，应即改为成都
府中学堂”，并亲任校长。

至此，四川大学实现了历史
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成为当时
全川的最高学府和四川新式学
堂的范例。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第一任
总理胡峻，字雨岚，是进士出身、
翰林院编修和学部二等咨议
官。胡峻不仅对四川省城高等
学堂倾注心力，还积极致力于振
兴四川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

为了办好高等学堂，1903
年，岑春煊派胡峻等人东渡日本
考察学务。胡峻等在日本游历
四个多月，除了全面考察日本的
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和学科章程
外，也详细了解了日本的国力、
民情，同时为学堂聘请了部分日
本教习，购买来一批图书和仪
器。回国后，他又考察了北京大
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既借鉴了
国外教育的先进经验，又参考了
国内最高学府的办学设施，成为
当时国内最好的省级学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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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清 四 川

岑春煊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教师。图据四川大学官网

岑春煊曾居住过桂林东巷，古朴犹在。
图据广西日报

位于西林县的岑氏家族古建筑群宫保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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