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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书生镇边庭 
        ——读《新疆都督——杨增新》[1

《新疆都督——杨增新》是“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系列之一，由段金生、董继

梅合著而成。作者本着“守大德、重大义、集大成、有大度、达大观”
[

] 
 

刘继华  任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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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物传记《新疆都督——杨增新》着重梳理了杨增新的官宦生涯及其为政思想，论文从该传记的书
写特点、材料运用、思考角度等多方面对其进行了一番评价，进而表达了作者对于传主杨增新的理解和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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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材料翔实，对杨增新的评价和思考采取多角度分析，而非只持一家之言。杨增新跨

越晚清、民国的历史时空，作为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型官僚，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群

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在社会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将他造就为极

为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的“出世”情怀，同时又兼具儒家的“入

世”精神；他一心想坚持“认庙不认神”的原则，而袁世凯称帝后又做出些许“反常之举”；

前期是清末甘肃新政重要人物，积极进取，大兴教育、实业，而后期主政新疆却又持一副保

守的态度……这导致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我们在品评历史人物时，一

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进行，切忌将古人与今人简单对比，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
的原则和信念，详

细梳理杨增新的官宦生涯（从 1889 年高中进士到 1928年“七七”政变遇刺身亡），也探析

其为政思想和时局观，由表及里，深入浅出，对“杨增新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提供自

己多年研究积淀下的思考和理解。 

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为著者应持中正之心,

怀敬畏之情，不可作虚饰浮文，尤其是立传著史者，不夸夸而谈，信口开河，而是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都尽力符合真实的历史，立足于当时的情境，体会传主彼时所思所想，将历史时空

的宏观和传主细腻的内心结合起来，既不会泛泛而谈失去感染力，又不会过分事无巨细、细

究本末从而忽略历史大背景下的时代嬗变。人物传记《新疆都督——杨增新》做到了这点。

传主杨增新从耕读世家高中进士，在中卫、河州（今临夏）、兰州等地逐渐积累官宦经验，

此后奔赴新疆，失意之际结缘，乱世之中崛起，秉承“天下定于一”原则，在政治、经济、

民族、宗教、外交方面实施自己的一套理论与政策，老子的“道治主义哲学”更是起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到最终“塞外霸主”的陨落……二十多年的官宦生涯，杨增新的身份可谓多样，

有人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唯我独尊”的塞外独裁者、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昏聩

老人、是游走于上下级间精明算计的循吏、是有着雄韬伟略的政客、是贴有传统知识分子标

签的大儒。而这些所谓的评论又离不开当时的宏观背景，面对中央政府对新疆控制的逐渐松

弛，帝国主义势力在新疆的持续渗入，本已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关系又面临着新挑战，杨增新

的每项政策、每个命令都有迹可循。在历史的大格局下，作者对杨增新的描绘可谓细致入微，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近代人物，让我们得以窥探近代新疆起承转合的印迹。 

                                                        
[1] 本文受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6LZUJBWZY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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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去回顾人物的一生，去思考他的所思所想。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杨

增新的人生轨迹、思想复杂多元，在新与旧、功与过之间，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3

杨增新极力提倡老子思想，即“无为而治”的道治主义哲学，这在许多著作中有体现，

即“为无为，则无不治”和“常使民无知无欲”，但是笔者想指出的是其老子思想和儒学关

于保持人与自然间稳定而无变化关系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即杨增新思想中道家学说和儒

家学说的相通性。对此，杨增新曾写道：“愚谓无为二字，非独老子云言。孔子亦曰‘无为

而治者，舜也欤’”
[

]
 。

正因如此，作者十余年间不辞劳苦地走访追寻杨增新的足迹，仔细梳理杨增新的活动事迹、

政策措施以及根据《补过斋日记》、《补过斋文牍》等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分析其背后的思

想品质，同时，面对多年来众人的评价，并非深信不疑，也非全盘否定，而是加以对比、深

思熟虑后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此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忽视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

果之间的关联。作者在书中指出，杨增新的一些民族与宗教政策虽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

但客观上保持了新疆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破坏了外国势力分裂新疆的企图，滞阻了外国势

力对新疆的进一步渗透。这也启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

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而全面的分析。 

当然，作为一部人物传记，作者囿于篇幅局限，不能做到事无巨细、长篇大论，但对杨

增新生平颇为重要的事件描述甚细。对于杨增新思想的讨论，虽不及作者另一著作《调适与

冲突》详细深刻，但也给人许多启示和思考。 

细读《新疆都督——杨增新》一书，可以从中感受到，杨增新身上所体现的“矛盾”二

字，这与他所处时代息息相关，但同时他毕竟是传统教育培养的政治家，虽跟随时代潮流向

西方学习，仍不免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比如在抵御外侮过程中，儒家传统思想“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的观念始终围绕着他，这种矛盾固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也反映出一个人

思想发展的反复性和复杂性。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转型中的一员，杨增新的思维观念存有传统

因子与近代因子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希望实业发达，经济增长，

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实业过于强大后会引发社会革命，同时在新疆办的部分企业运营模式依然

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在管理理念和人才引进方面都极度落后。 

4]
，“孔子曰：行事勿留。……谓以天下之人任天下之事，而不以己专

制之也。才难，事不见为易；才少，事乃患其多。贤君劳于取人，佚于治事。舜有五臣，无

为而治。武有十乱，而周以兴，故为政在得人。”
[5]
杨增新并没有明确区分过老子思想和孔

子思想中关于“无为而治”的异同，这反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其思想并非只依靠一种，

而是多种传统思想糅合的结果，“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学识体系”
[6

总之，我们回过头去审视和思考前人时，尤其是近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要从中领

会人物的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个性特点，更要将其置于历史的时空，理解他身处其中

的无奈和坚守，致以一份尊重和敬意。“出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丈夫耻为

一身谋，饥溺难忘禹稷忧”、“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归耕学买牛”
[

]
。 

7]
、“吾当忠于新疆，

终于新疆”
[8]
……这些杨增新的诗文，今人捧读仍心生感奋。杨增新遇刺身亡后，在新的中

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字旭生）亲撰挽联“书生镇边庭，十七年人民又安，将

军自足千古；国家初一统，未几时老成凋谢，我辈能无怆神”
[9

                                                        
 
 
 
 
 
 
 

]
。作为一介书生，扎根边庭

数十载，于乱世中求边疆安定，期间的无奈与勇气，今人只能怀揣一颗敬畏之心去遥望。如

果我们可以秉持继承先辈们所遗留下来的事业和精神，那便是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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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ography The Governor of Xinjiang----Yang Zengxin highlights Yang Zengxin’s administering 

and ideology.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makes commen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and the angle of thinking of this book,and then express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Yang Ze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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