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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冯子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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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冯子材受清政府重用，先后出任负有“巩护疆陲”使命的广西提

督、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大臣、云南提督等职，在长达３６年的时间里，为治理粤、桂、滇三省边疆危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为饱经内忧外患之苦的上述边疆濒海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深谋远虑的政

治建树。被时人盛赞为“边关卧虎”、“国门砥柱”，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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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日渐深重，尤以与越南、缅甸接壤，遭遇法、英两国觊觎和染
指的粤（包括今日海南）、桂、滇三省为烈。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冯子材受清政府
重用先后出任负有“巩护疆陲”使命的广西提督、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大臣、云南提督等职，在长达３６
年的时间里，为处置饱经内忧外患之苦的粤、桂、滇三省边疆危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边

疆濒海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建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作者简介：蒋金晖（１９６２－），男，湖南湘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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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驰骋边疆战无不胜的“国门卧虎”
自太平天国起事后，广西就一直动乱不止，边疆地区尤为严重。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广西巡抚苏凤文

奏称：“粤西
#

乱多年，全省糜烂，边境一带尤为遍地荆榛。”［１］２６而当时纵横广西边疆的反清武装，主要

是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起事至十一年（１８６１）在太平府称“延陵王”的吴凌云，势力蔓延至与越南接壤的左
右江流域。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吴战死，其子吴亚终继续率余部流窜各地，形成割据独立、分裂边疆的严重
局面，广西当局一时措手无策。

清政府在得知上述严峻形势之后，于同治六年（１８６７）急命刚从江南撤回赴任广西提督的冯子材率
兵前往。冯子材先是清剿了左右江地区的反清武装，后又于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奉旨入越剿灭了吴亚终及
梁天锡等股。据越南史书称：嗣德二十三年（同治九年）夏六月：冯帅乃还军谅山，设坛醮祭物故诸营

弁，计兵物故者十之二三。至是班师入关，冯帅统三十一营，每营二三百人，数不满万。去年三月出关，

是年六月回轺［２］２５。援越桂军为此牺牲了两三千人。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四月，冯子材再次入越追剿吴亚
终余部黄崇英等股，他在奏捷时忆及此行的艰辛：“一路崇山峻岭，瘴雾迷空，水土最为恶劣，每遇深溪

断涧，桥筏俱无，转运艰难，士多枵腹，饥病者十居七八。”［２］５０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底，清将李扬才反叛入越，欲夺越南王位，中越政府震动。冯子材第二次奉命追
剿，将李扬才活捉，清除了一个威胁中越边境安全的严重祸患。广西巡抚张树声奏报其战绩称：“为时

仅及一年，克巢垒不下百处，擒斩降散之贼不下万余，死于战、死于病之员弁兵勇亦不下千数百人，成功

之速，伤亡之惨，皆前届所没。”［３］１３

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冯子材被存心争夺广西军权的湘淮系官僚逼迫辞职。在中法战争前期，继冯主
持广西边防的湘淮系官僚徐延旭、黄桂兰、赵沃、潘鼎新、苏元春等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还被法军打入关

内，几近毁掉冯子材所苦心经营换来的粗安局面。危急关头，幸有清政府派冯子材及时驰援并一举创造

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敌的奇迹镇南关－谅山大捷。两广当局总结其获胜原因，在历数参战诸将的功劳之
后说：“然非冯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奋发，镇边安民，戢掠收溃，设险倡战，料敌情，散贼党，广援应，则

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骇远遁；故诸将皆有功，而尤以该帮办为功首。”［４］４５５－４５６

中法战后，清政府和两广当局发起治理与法占越南水陆毗邻的粤西海疆的新行动。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三月，冯子材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钦廉一带防务”，肩负起拱卫整个粤西海疆的重任。
在肃清钦廉地区的匪患后，冯子材挥师渡海剿灭了“积年窝聚盗匪，或驾艇拦劫过往商旅，或剽掠

沿海村镇居民，久为边海大患”［５］２２的九头山、亚婆湾洋匪。随后，他又奉命平定了曾在中法战争时被法

国拟为“踞地为质”目标的海南岛动乱。冯子材在回顾其作战过程的艰苦时称：“官军入琼以来，各路剿

办历时九阅月，固已力尽筋疲。而诸贼老巢又为亘古人迹不到之地，不惟蛮烟瘴雨，恶劣异常，且毒弩、

毒箭、毒蝗、毒药，无一非害人之具。论者谓越南地面无此恶劣，甚属实情。”［６］４１

由于冯子材和两广当局的不懈努力，钦、廉地区和海南岛的动乱得以及时平定，以至后来法军在侵

略粤西海疆时感到无机可趁，不敢再选择上述地区作为目标。

平定海南岛归来，清政府于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五月任命冯子材为云南提督；但冯以“前在琼州剿匪
所染疾病”为由婉言拒绝，他宁愿弃官不做，也要守卫桑梓以抗击法军可能的侵略。清政府允其以云南

提督的身份带职养病：“冯子材仍着暂留广东督办钦州防务，毋用开缺。”［６］４９从此，冯督办钦州防务直到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在此期间，法国侵略者一直不敢对粤西海疆贸然下手，直到冯离开之后，法军才
于１８９８年强占了冯之兵力所未及的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缅甸、老挝三国交界。英国早在１８２４年就发动侵缅战争，１８７５
年，英国马嘉理就曾从缅入滇，但被当地人打死，是为“马嘉理案”。到１８８５年，英国完全并吞了缅甸。
１８９７年，英国侵入与其接壤的云南片马地区，中英发生片马交涉，清政府催命冯子材赴云南提督本
任［７］４４。《冯子材传》记载其在云南治边安民极力维护祖国主权的逸事称：“子材曰：吾国人乙酉既误于

法，甲午复辱于日，亡羊补牢今未晚也。滇民争界，焚毁蒙自洋关，英人初提交凶赔款之议，子材衔命驰

往查办，于烬中发见洋关窖藏军械，据以指摘英人，英人词屈，仅参革失职都司一员，拿暴动首匪一名决

之，三日而案结。及巡视腾越镇境，英人缘争矿界被仇杀，仅劾去腾越镇总兵一员，交涉便息，闻者莫不

２１１



第１８卷 蒋金晖：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冯子材的历史地位述论

曰：威望使然。旅滇法人尤惮之，某日巡经省垣，提督例以黄华馆为行辕，适法之路矿委员先擅入寓，滇

抚丁振铎屡令迁出不应，闻子材至，夤夜迁避，不敢留省城。子材旋乘舆过督署，途遇法教士，撞道不让

步，与卫队纠缠，子材立命鞭挞之，伤甚，走诉法领事，法领戒勿与冯氏较，寻且死。子材守滇数年，除股

匪杨自元聚党数千，移时荡灭外，地方晏然，边人比之卧虎。”［８］１９２－１９３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侵缅英军悍然闯入云南，冯子材奉命前往抵御。云南巡抚丁振铎奏称：正月
十四日，突有英兵数百闯入内地，经茨竹土把总左孝臣理阻。英兵诡称查界，并无他意，讵于是夜忽发号

开枪，烧杀茨竹、派赖各寨，左孝臣率土练土民抵御，致被伤毙一百余命，左亦登时阵亡，英兵即占踞该

处，威逼土民归顺。云南腾越镇总兵张松林、署腾越同知杨均遇闻警，派兵往援，英兵始退出界外［９］１７５。

这是法占广州湾模式的又一翻版，腾越地区岌岌可危。“适提臣冯子材查阅营伍到腾，臣即电请提臣督

同镇厅妥为布置防务，绅民亦请留提臣暂驻腾城，以资镇慑。”［９］１７５冯子材在七月十九日奏称，他当时已

作好还击英军的准备：“奴才春间往腾越查点防营，英鬼闻风日夜震恐，日则上岸，夜则下船避匿，华民

在缅者欲乘乱为缅王复国，恐中华不助，因不敢遽动。若令奴才带兵往剿，在永昌、腾越一带招得数营，

使为乡导，以粤勇继之，亦势如破竹。”［１０］８０７

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冯子材上奏力主坚决抵抗，并向清政府提出募兵二万，分道进取英属缅甸、

法属越南，迫使英法之兵回救，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的计策：“若虑无将可用，奴才虽则年老庸喑，尚能

耐劳，且久悉洋情，见惯不畏。如蒙委用，愿得自募二万人，便宜行事，分道进取缅甸、越南，为釜底抽薪

之法，使英法之兵回救缅越，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如畏或有颠蹶，事愈难为，则奴才敢保必

胜。”［１０］８０６－８０８冯对抗击列强侵略充满必胜信心。

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在近３６年的戎马倥偬中，冯子材在清政府的信任和支
持下，以满腔的爱国热忱，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素得人心”的政治优势，以弱敌强的“积极防御战术”，

率领两个儿子及其“萃军”，为捍卫粤、桂、滇三省边疆浴血奋战，创造了师出必捷战无不胜的军事传奇。

其深远而又重大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维护和巩固了三省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在粤、桂、滇三省边疆，可以这样说，哪里有冯子材，哪
里就有稳定；反之，只要他一离开，情势就急转直下。如：他被迫辞去广西提督后，接替他主持广西边防

抗法的徐延旭、潘鼎新就连连败退；而一当他率军赴援，马上就取得镇南关 －谅山大捷。冯子材镇守粤
西海疆十三年，法军不敢轻启衅端，但他离开不到一年，广州湾就陷入敌手。１９０１年，侵缅英军攻打云
南腾越，戕官占地，无所不为，但冯子材一到，英军马上就赶紧撤退。

（２）打击了列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冯子材是“中兴名臣”中唯一一位率领装备和训练最差的
军队却敢与横冲直撞的英法列强针锋相对并且取得完全胜利的清军将领。他在广西大败法军，在云南

逼退英军，屡战屡胜从无败绩，不仅粉碎了英法企图从陆路入侵我国边疆的图谋，而且改写了近代中国

对外战争总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而告结束的悲惨纪录。

（３）捍卫了粤西海疆乃至整个南海海疆的主权。冯子材是罕有的海权意识强烈的晚清将领，面对
法国觊觎西沙群岛的野心，他不仅高度警觉而且在中法勘界之时誓死力争。他强烈的海权主张及平定

钦、廉一带边境土匪并跨海肃清九头山、亚婆湾一带洋匪的行动，对当时乃至以后中法签订界约、确定西

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与越南的岛屿归属线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１１］。尤为重要的是：海南岛在冯子材的

平定和治理之后，因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加上其崖州（今三亚）与西沙各岛相距“旦暮可达”，不久即成

为清政府统筹经营西沙群岛一切事物的根据地［１２］。其对西沙与南沙海洋权益的维护发挥了难以估量

的作用。

２　深谋远虑励精图治的“中兴名臣”
冯子材认为捍卫和治理边疆，军事斗争只是短期的治标行为，要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还必须军政

并举标本兼治。在粤、桂、滇三省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下，冯子才推行了一整套立足长远卓有成效的举措。

２．１　军事斗争策略：“良莠有别”、“剿抚兼施”
在追剿广西边疆及蹿入越南的反清武装中，冯子材始终恪守“区分良莠，剿抚兼施”的政策，招抚胁

３１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从者成千上万［５］３６。在进剿海南岛的动乱时，两广当局与冯子材一道及时发布了《抚黎章程十二条》，申

明“官军此举，专为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不扰，毋庸畏

惧。”并承诺“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６］５４

上述军事斗争策略，不仅有效地争取了动乱地区的广大民众，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一小撮顽匪，确保

剿除匪患与勘定动乱取得胜利，而且为战后迅速安定人心恢复生产乃至抗击外敌铺平了道路。

冯子材的军事斗争策略还呈现出两大鲜明特色：

（１）军纪严整存恤百姓致力于赢得政治优势。
在追剿广西边境的反清武装时：“马平知县沈用济强加钱粮，县民蓝深翠等抗纳，沈诬蓝为匪，请兵

剿办，子材曰：我兵为国家打强盗，不打百姓，你打百姓，向抚台请兵可也。”［８］１９３－１９４在中法战争时的龙

州：“（时从前敌）败兵溃后，或抢米，或劫财，强占民房。先君（冯子才———引者注）亲督差官四路巡查，

适有某军某队官，硬取铺门及棉被，正在扭争，并口称：我爵爷（指杨玉科———引者注）死得好苦，我成了

无主之人，我这队官也不抢板，今借用你的，租东西算不了事，我自有管辖，你冯老头管不了。先君见其

恃顽不守军法，回顾差官喝声杀掉去，刀光过处头即落地。经此一举，诸军散兵不敢恃势强行，人民妇女

始敢归家。”［８］３０１

在海南岛平乱，冯子材十分注意保护黎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曾请示张之洞：“黎民牛只财物兵勇不

取，……弁勇舍命破巢，得贼牛物准要否？乞示。”张答复：“真系匪巢，又系攻克，一切财物皆准要，良民

及受抚者便不准矣。”［１３］３－４

（２）区别对待妥善安置立足于从源头上消弭隐患。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广西边患肃清后，冯子材发布了《善后事宜》１３条，其中就安置降众做出规定：

“（对降众）酌赏川资，给发路票，令其自行散归。一面造具名册，咨行各原籍地方官，谕令乡绅族老等，

俟降人抵家之日，或于宗祠尝产稍给资本，或通乡合族量力资助，令其小贩营生，或营工力作，乡人纵有

旧嫌，不许寻衅报复。仍令该绅耆随时稽查约束，如有桀骜不驯者，送官严加惩治。倘敢窃发为匪，一经

地方官拿获，或被乡绅族老捆送，即行就地正法，以杜乱萌。”［２］２６

在数度入越剿匪的过程中，冯子材同样注意安置降众且收效甚巨。越南史书称：秋八月，“陆岸股

匪黄简、陈晚率党千余，向冯提督军门请降，谕武仲平随宜处置，立商冯帅饬回免碍。”［１４］１０－１１又称：冬十

月：山、太诸匪党相率向清国营官、军门投降，凡一万余人［１４］２２。

在海南平乱之初，冯子材即颁布了《抚黎章程１２条》，其中对降众的安置规定：“投诚黎首，开送户
口册，捆献匪徒，缴呈枪械；投诚黎众，随大军伐木开山，前驱向导，仍按里数酌给赏犒。”［６］５４

对降众不仅发放回家的路票川资，还虑及他们返乡后的生计，并禁止“纵有旧嫌”的乡人对其寻衅

报复；对投诚的黎首和黎众，既区别对待，又都给出路。无论是战前招抚，还是善后安置，考虑堪称妥贴

周全，为降众重新融入社会，从源头上消弭不稳定因素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２　治边指导思想：军政并举标本兼治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冯子材根据广西边疆的社会矛盾，通过追根溯源对症下药，实施多管齐下综合治

理，与广西当局联名发布了《善后事宜》１３条。内中包括五个方面的措施：边境宜清查也、伏莽宜搜除净
尽也、各州县交界处所宜派员驻防也、营务宜加整顿以求实用也等四条整顿边防的军事措施；边疆地方

正佐各官宜专责任也、土官宜慎选承袭也等两条整顿官府的行政措施；田亩宜分别清查也、义仓宜劝捐

修复积谷储待也两条整顿农业的经济措施；团练宜及时改革也、各乡炮楼宜令平毁并追缴枪炮也、保甲

宜认真举行也等三条整顿社会治安的措施；学校宜振兴也是整顿边疆教育的文化措施［２］２６－３４。

在治理粤西海疆时，冯子才十分注意通过军地合作、下情上达、选用乡贤、会商办案、开放言路等方

式清理历史积案，化解社会矛盾。中法战争后，冯子材返粤，曾向张之洞报告钦廉边境的治理计划称：

（１）先清案牍，弄清究竟还有多少积案未清；（２）饬各州县先拟各犯罪名，以作将来办案根据；（３）饬各
属起团，“大局准用练丁二十名，小局十名，”专为缉解匪徒之用，以弥补兵力的不足；（４）咨行邻境截缉；
（５）遴选公正绅士帮助办案；（６）机密公事必须当面筹商；（７）出示招告，让原来沉冤莫辨的苦主敢于出
头告发坏人［５］１１－１５。这些清除社会积弊、促进司法公正的综合治理措施，对争取钦廉百姓人心，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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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海南平乱取得彻底胜利，为将《抚黎章程十二条》付诸实施，冯子材在两广当局
的支持下颁布了《善后事宜》以“除弊化俗”。计有：移民垦田、招商伐木、助商开矿、设官控制、力除苛

累、广兴义学、开十字大路等。此外，冯子材还通过开设集市贸易，发展黎区经济：亲自创建了五指山货

栈，并在岭门等各峒口设场进行集市贸易，加强黎汉之间的密切交往；实行以黎带汉开发黎区，把一部分

汉民带到黎峒，教示黎民放弃“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改用以犁耙田种稻，不仅三年不收赋税，而且扶助

救济生产工具如耕牛等；还在海口、兴隆、陵水、南丰、崖州等五地设立无线电报局，发展海南的电讯事

业等［１５］。

《抚黎章程１２条》及其《善后事宜》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是一个全面而又系统的
社会综合治理方案，它不仅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而且开始向“国家主义”转变［１６］。它有三

个鲜明特色：

第一，将解决民族冲突作为主要方略。它从“以期黎汉永远相安”的目的出发，以“总令于黎人有

益”为原则，以尊重黎族人民的权利为前提，以帮扶黎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以加强黎汉经济文化联

系为纽带，采取多种举措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第二，将解决官民对立作为治理重点。它一方面对“新经开通处所”“形势冲要”之处设官控制，另

一方面又对“刁黠贪横”“苛虐黎人”的世袭总管“一律革除”；一方面对“抑勒欺蒙”“黎村粮赋”的“蠢

胥地棍”等“严行惩办”，另一方面又对粮赋“量加核减”并“严饬各属”“力除苛累”，以期达到消解官民

对立、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负担，提高其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目的。

第三，将国家认同作为发展大计。它通过设官控制与因俗而治，实现了黎族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

有效整合，加快了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与交通电讯等近代化事业，倡导先进的生

产与生活方式，不断强化国家认同，为海南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

前提。

冯子材高瞻远瞩的治边主张，兴利除弊的军政举措，善待百姓的为官之道，严谨务实的办事风格，为

所在边疆带来了三大喜人变化：一是三省边疆很快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二是三省边疆从此不断

走向稳定，即便发生了中法战争时法军打入关内及占领广州湾、英军入侵腾越等严重的边疆危机，也没

有发生边民乘机进行反清骚乱或配合外敌反击清军的情形，从而为抵御外侮捍卫主权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是冯子材在三省民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参加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到江南助防，以及后来会办广

西军务的过程中，只要冯子材一声令下即可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１０营（５０００人）到２０营（１００００人）
的“萃军”参战。在中法勘界期间，冯子材因不满清政府将九头山、亚婆湾让给法国侵略者，曾准备武力

抗争，称：“此两处……经材以兵力取之，岂可让与法人？请公等竭力争回。倘彼不依，材现将匪办清，

即撤兵渡海与之决战矣。今上不发兵，材必起东西两省民团三十万，直捣西贡，决不干休。”［１７］９９

３　公忠体国刚直不阿的反腐斗士
俗语云：“治国先治吏。”在处置边疆危机的过程中，冯子材发现治边的成败同样系于吏治：边吏的

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会逼反边民，加剧当地的社会动乱；边将的克扣军饷拉帮结派，会导致将士反目军心

离散，战斗力大为削弱，从而撼动边疆稳定的大局，最终使治边成果付诸东流。因此，肩负治边重任的冯

子材，面对贪腐将官，常常怒不可遏：不是拍案而起与之斗争，就是义正词严上书弹劾，而不管他们是何

派系，有何后台，即使因此而丢职罢官他都在所不惜。

刘长佑是湘军头子，咸丰年间因追剿太平军而率军入桂，因功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擢广西巡抚并兼
提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趁此契机，他培植了张凯嵩、徐延旭、赵沃等一大批依附于他的文武官僚，并

将所带湘军楚营留防广西，以致桂地成为湘系的天下。刘于同治元年晋升两广总督［１８］１２１２３－１２１２６，其广西

提督一职由冯子材接任。

但就在与入桂湘军将领何元凤一起进发边疆期间，冯子材发现了何的许多贪腐行为，随即于同治六

年（１８６７）十二月十九日上奏《特参游击贪鄙片》。清政府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正月二十七日下旨：“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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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奏参游击何元凤贪鄙违误各款，据称该员带兵驻扎毛难，苗匪冲围水扛地方，调令驰援，故意阻挠；领

到饷银六千余两，仅支放三千余两；逼捐瑶民钱米激变，损伤营勇，捏报胜仗；纵令幕友得受客民赃银；经

该提督派员接统其众，挟制抗违；荔波苗匪阑入思恩县界，该员私离防所，营勇无员统率，致令该匪长驱，

攻扑庆郡。其随剿那檀、山泽等处，私收逆首黄三妇女，并将枪炮等件入己家内，私筑炮楼墙垛等语。以

上各款均属大干法纪，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戎行而警效尤！”［１］１７－１８据此可知，何元凤扣饷怠军，逼捐激

变边民等，已严重危害边疆治理，所以冯子材要参劾他。

随着调查的深入，冯子材在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八月二十一日上奏，指出广西边疆长期动乱的原因是
由于前广西巡抚张凯嵩“纵寇殃民，居心壅蔽”所致［１９］２４。清政府于十月初三日下旨：“张凯嵩规避云

贵，朝廷洞悉其情，是以将其革职。至在广西巡抚任内，贻误军事，婪索属员，如果属实，大干法纪！”命

苏凤文查奏。但苏复奏称：“遵查张凯嵩服官西粤，历办军务，并无贻误。擢任巡抚后，整躬率属，并无

婪索各情。”［１９］２４否定了冯子材的指控。

在同治十年（１８７１）第二次援越剿匪过程中，冯子材奏参太平府知府徐延旭“逐降为贼，纵勇通贼，
冒饷私厘，包贩人畜，捏功滥保”等种种劣迹［１９］５６。用铁的事实揭露徐破坏治桂１３条。奏后，清政府将
冯子材的弹章批转调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查明复奏。但刘草草应付，不到十日就复奏称：“徐延旭历任

要地，防剿有功，遵旨复查被参各款，均无实据。”不知是出于维护新巡抚刘长佑的威信，还是要保全徐

延旭这位“能员”，清政府对于刘的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袒护不仅没有驳回，反而给予支持。九月二十八

日有旨：“徐延旭既查无营私舞弊等情，著无庸议。”［１９］５６

冯子材参徐一事，不仅得罪了刘长佑，而且与徐延旭结怨，并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官场进退。后来，

淮系头子李鸿章、张树声为了排挤冯子材以夺取广西军权，就与清流派头子张佩纶合谋，以推荐徐主持

广西军政大权的方式逼冯去职，其治理广西边疆的事功后来险些毁于徐延旭等人之手。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冯子才在追剿入越叛将李扬才的过程中得知，李实际上是被湘系官员、广西边军
右路统领、候补道赵沃激反的。赵沃在广西边军中挑拨是非，拉帮结派，清除长期随冯治边的有功将士，

严重瓦解边防将士的军心。于是冯子材与广西巡抚杨重雅联衔奏参赵谎报战功。清政府纳奏，将其革

职，毋庸留营［１９］１１５。但出自湘系的两广总督刘坤一和出自淮系的广西巡抚张树声却对赵百般包庇，致

使清政府驳回了冯的意见。虽然赵被革职，但仍让其“留营效力”［１９］１２３，为赵后来开复留出生路。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正月，冯子材率萃军赴援在法军打击下屡战屡败的广西边关，但却被出自淮系
的广西巡抚潘鼎新诬奏：当激战时，“冯子材、王德榜二十八营飞催不至，掣肘万分。”［２０］２３３清政府览奏

后，于十三日下旨责问：“冯子材、王德榜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著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

剿，倘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１９］２６３口气的严厉，是冯子材从未领受过的。幸好冯子材据实向两广当局

申辩，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战败的主因是由于潘鼎新的瞎指挥所致，与冯等无关。清政府这才恢复了对

冯子材的信任。后来，冯子材以指挥取得镇南关－凉山大捷的骇世战绩，有力地回击了潘的诬蔑。
在平定海南岛动乱后，为激励军心，冯子材循例向清政府保举有功的部下。但经办此事的吏部书办

按惯例致信立功将士，要他们出钱作经办该保案的费用。冯子材闻知此事，授意将士予以抵制。该书办

等即以“颠倒保案”进行报复（即将该升的将士予以降职）。冯闻之大怒，遂上奏参劾吏部经办书吏。光

绪十五年（１８８９）二月有旨称：“前据冯子材奏：特参吏部书吏任意索贿，颠倒保案，请将议驳之员仍照原
保给奖，暨声明伊子前次保案应否照准各折片。当谕令吏部将书吏沈锡璋即沈梅卿，并冒充沈梅卿之樊

子清一名，工人张升一名拿获，着交刑部严讯确供，据实复奏。”［２１］２１０

在云南任职期间，冯子材又将云贵总督崧蕃告上清廷。据胡思敬所撰《国闻备乘·藩司受制督抚》

记称：“近唯见……冯子才以云南提督参总督崧蕃，子才宿将，……终亦不能取胜。”［１３］２６１但最终结果如

何却不得而知。

在捍卫和治理边疆的３６年中，冯子材与危害边疆治理的贪腐官员及其后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涉
及张凯嵩、苏凤文、刘长佑、涂宗赢、张树声、潘鼎新、参与推荐徐延旭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期参与攘夺

其镇南关大捷首功的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云南巡抚崧蕃等９个巡抚（这些人中如张凯嵩、刘长佑、涂
宗赢、张树声、张之洞、崧蕃等后来都升任总督，加上李鸿章共７位总督），以恭亲王为首的５位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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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蒋金晖：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冯子材的历史地位述论

（原任军机章京的钱应溥后来也升任军机大臣），还有知名谏官张佩纶等。即使被迫辞去广西提督一职

也不后悔，重新复出后仍坚持与贪腐官员作坚决的斗争，在晚清末世昏暗的政坛上刮起了一缕清风，从

而成就了他戎马人生中的另一大亮点。

４　结语
在肇始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在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豆剖瓜分的关键时刻，冯

子材无疑是一位不辱使命战功卓著的军事家、目光远大富有建树的政治家。作为军事家，他凭借其独步

于时代的战略战术［２２］，指挥取得大败法军的镇南关 －谅山大捷，一改近代以来对外战争失败后赔款割
地的屈辱历史；他以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出生入死的牺牲精神，率领自己的两个儿子亲临前敌，将粤、

桂、滇三省内外匪患悉数清剿，不仅挫败了英法列强乱中取利浑水摸鱼的险恶图谋，而且实现了上述地

区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作为政治家，他关注中越勘界谈判，他以强烈的海权意识，超前的战略眼光，

为维护祖国权益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２３］；他以知微见著的政治敏感，深谋远虑的军政举措与正本清源

的综合治理，不仅粉碎了法国侵略者企图从海路入侵中国的阴谋，“使数千年来衣冠不到之地”的海南

岛，“一旦可隶版图”［６］１７。而且为粤西乃至整个南海海疆的稳定和维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身为武官

而能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计利害地与破坏边疆安定的贪官污吏作坚决的斗争，不仅在有清一代绝

无仅有，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唯一。其刚直不阿的人品，公忠体国的情怀和宁折不弯的勇气对于我

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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