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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麒传》

前言

被忽略的将军与青海    青海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这片广袤苍茫的云天间，蕴含着无尽的男儿事
、家国梦。“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笑我封侯无骨相，不曾青海事功名”⋯⋯这里
边从来都是英迈男儿试图一展气概与襟抱的浩浩舞台。    1912年，民国建元。一个“不甚识文”、晚
清武生出身的回族军人——马麒，带领着一大批可以称作是“中国近代儒学精英”的汉人幕僚团队，
踏上了青海高原，从而划开了20世纪开拓青海的第一犁。    他的幕僚团队中，既有齐白石的诗文老师
黎雨民(黎丹)；还有梁启超先生颇为赏识的甘肃才子周希武(周子扬)；更有邵飘萍先生视之为“刎颈
之交”的青海人朱锦屏(朱绣)⋯⋯在国家陆沉、边患迭起、民力维艰的岁月里，他们济济一堂、风云
际会，在青藏高原上也曾为中华民族的骨气增添过几分刚毅的亮色。    马麒(1869～1931年)，甘肃临夏
人，1912年，他从西宁镇总兵任上起飞，先后就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青海护军使，
直至青海建省后的第三任省主席。其人生前身后，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青海行省的缔造者，也有人
说他善政不善、罪责俱在；有人说他是关键时刻西藏陆疆重要的捍卫者，也有人说他在经营青海南部
的玉树、果洛以及拉卜楞寺地区时军纪废弛，造成血腥事件，几致人头滚滚。    无论指摘还是誉扬，
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始终仍是一个历史的行动者。    马麒死后，继之而起的是以其次子马步芳为代
表的少壮派军人。马步芳以上世纪30年代在河西走廊围剿西路红军而闻名民国军政界，又以解放前死
守兰州，与解放大军顽抗到底、终遭惨败而终结。    有人说，马步芳的出现，让人们对他的父亲马麒
讳莫如深，甚至以“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的反溯式“血统论”，判定了马麒以及他身
边的“近代儒学精英”组成的幕僚团队。因为马步芳其人，后来的人们，都简单而惯性地将马麒归结
为青海马家军阀事业的奠基人。    如此以为，无可厚非。    但也有人说，马步芳的出现，结束了马麒
那个较为开明、开放的主政青海的时代。也有人说，马麒死后，遗志难伸，马步芳背道而驰，青海惊
人事业随水流。    如此以为，固然鲜见。    是耶？非耶？风云激荡的岁月中，功过杂呈，在所难免，
马麒也概莫能外。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有言：“无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
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然而，一切的事实说明，人们对于这位民国初期主政青海的人物，尚且没有细
致的了解、客观的评价。对于马麒的认识不清，实际上也导致了对于他身边那一支边事专家组成的幕
僚团队的忽略。    多少年来，由于青海远离政治的中心，加之史家以“此话题过于敏感”避而不谈，
因而马麒以及身边的幕僚团队，其功过、性情、命运在我们的视野里近乎被统统抹掉。    我们回避了
历史，于是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从此，我们无法知晓曾经有一群学富五车的苦寒边士汇聚青海，在
方略上左右着马麒，并为今天的我们曾经不断地火热舞蹈。然而，惯性的忽略，仿佛也在情理之中。
不仅如此，就连青海省，至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重要地位的地方。    不容否认的
是，青海这个连接中原与新疆、西藏的过渡地带，却持续着种种跨越千年的关系模式——比如并生着
高原游牧与低地农耕社会的关系，比如承载着影响广泛的茶5贸易。    民国故文人戴传贤有言：“民国
的建设，是在五族共和一个口号之下成就起来的，而青海这个地方，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
的地方、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    当代社会学家马戎、营志翔夫妇认为：“如果我们把
中华体系看做在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业社会相互依赖的基本历史情境中经过长期互
动而得以成型的社会系统的话，青海既是现实的桥梁，也是历史的桥梁。”    我们忽略了对于这片大
地的亲近，我们自然知之甚少——青海这座“桥梁”的行程机制、现实结构、实际影响、作用方式。 
  然而，观察“这座桥梁”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必须将其具象或搁置到某个时代某个人。既然选择了
民国时代的青海，于是，我们无可回避地走近了这位叫马麒的人。    在马麒这位功过鲜明的人物身上
，我们仿佛触摸到了那些时间上跨越千年的关系模式，在空间上遍及长城内外的互动模式，以及在文
化上连通各族的意义模式。    譬如，这位历史的行动者，就曾用他一生的经历连同青海大地，为后世
的我们交出了一份关乎命运的答卷——在外部瓜分图谋甚强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力量仍然发挥着作
用，维护着中华的统一？是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决定了今天的中华民族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着帝国
的历史认同和政治版图？    生前没有自述留下，死后没有传记示人。彼时的将军和青海虽被忽略。可
这并不妨碍——    中国，依然是她自己的历史的延续。    作者    二〇一二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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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麒传》

内容概要

《马麒传》由樊前锋著。马麒的人生，从一段镂骨铭心的热血传奇中出发。
    父辈们在写传奇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顽童。父辈们“颇为勤俭，较为殷实，平时多置枪御匪，暇时
射猎，其枪多不离身。常有赴亲友处，负枪于背，跃马而行，遇飞鸟而过，背枪击之，无不击落。”
    同治年间，父亲马海晏太子寺大败左宗棠，转而投诚报效，跻身清廷官员序列。马麒天赋聪慧，却
厌倦读书；机警果断，唯独喜欢刀枪，从童年到少年，他在聆听着父辈太子寺歼灭湘军的往事中长大
。
    父亲马海晏的铁血峥嵘，带给了马麒别于寻常人家孩子的另一番人生感受。刚毅、尚武，成为了青
年马麒人生中所有的主题。束发横刀，步入军旅，17岁的马麒开始了自己复杂而饱受争议的戎马一生
。
    《马麒传》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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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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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麒传》

章节摘录

■生身之地    河州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地方。    这个颇为传神的地理称谓，其所在地距离西部重镇兰州
不过200多里地。新中国成立后，这地方更名为临夏，同时又成立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便是
临夏市，隶属甘肃省管辖。民国年间，“河州是西北出将的名区，省督办、省主席、总司令等职务，
在西北地区几乎由这些地方包办，比吴兴出的中委还要多。”    虽说时过境迁，就连地理称谓也发生
了改变，但从情感上来讲，人们仍喜欢称临夏为河州。这里居住着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民
族，也是通往中原大地以及西南边疆的一条重要孔道。由于战争、移民、屯田、茶马互市等历史原因
，到了明清时代，这里发展成为了西北地区并辐射西藏的一个贸易集散地。    公元651年，大食国哈里
发奥斯曼派遣使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京城长安，向唐王朝传达联谊的愿望。唐朝皇帝接见了穆斯林使
节，也接纳了这来自异域的文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许许多多的穆斯林商人或经商、或传教来
到了河州大地，有些人来了，就停下了脚步，定居了下来。“自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后，河州便是西北
伊斯兰教发展活动的中心之一，回族势力在此间发展非常迅速，”“善于经商的回族人，在这里采办
、转销南来北往的各种商品，在这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
，这里逐渐建立了以清真寺为中心，负责经营附近一定地区内信徒的宗教事宜，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宗
教组织单位的教坊制。”到了明末清初时期，教坊制发展成为门宦制度。门宦制度扩大了统治的范围
和权利，它打破了教坊制以血缘、家族为纽带，在宗教上则不隶属的制度，建立起了一种以大清真寺
为中心的地方区域性的教派组织。此后，大的门宦不但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有的还掌握着私人的
武装，按照封建的世袭原则，延续着自己家族在教区的统治。到了清代后期，河州成为了西北地区最
大的伊斯兰教发展活动中心，故而河州有了中国“小麦加”的称誉。    从河州城内，到城外的河州四
乡，清真寺手手相挽。这些寺院的建筑，琼楼玉宇，雕梁画栋，松柏相衬，蔚为壮观。清真寺的唤礼
声，从无间断，信教群众每天五番拜，汤瓶在手一生泛清波。清净无染，往来悠游，这里是一片属于
穆斯林的家园。    清代中叶，中国穆斯林与中亚、阿拉伯穆斯林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河州的阿
訇，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徒步向西，翻山越岭，万里跋涉，前往麦加朝觐。他们九死一生，其中就有
很多人倒在了西行求知的路上，也有一部分人带着最新的伊斯兰经典，以及世界伊斯兰文明的种种新
知，返回了故里。“据统计，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河州前往麦加朝觐的‘哈只’就有200多人。
”    同样，也有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外籍传教士，沿着葱岭，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经河西
走廊，来到河湟地区传教。这些虔诚的传教士，有的云游数省之后，仍然返回河州，甚至最终埋体于
此。河州的穆斯林为他们修建了庐墓，敬仰他们为贤哲。这些传教士努力的结果，致使河州出现了教
派、门宦，进而又派生出道堂、拱北、教坊制。河州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一大中心，以及门宦的发
祥地。    河州回民，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千万里去跋涉，他们在与外界的不断往来中，大大开阔了
自己的地理视野，而地理视野又在无形中增长了人们的胆识与自信，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淳朴重
义、尚武勇敢的秉性。    “河州接近牧区，民风强健，少年青壮，皆好枪马，所以骑射非常精纯。”  
 “河州回民颇为勤俭，故较为殷实，平时多置枪御匪，暇时射猎，其枪多不离身。常有赴亲友处，负
枪于背，跃马而行，遇飞鸟而过，背枪击之，无不击落。”    公元1869年，马麒出生在河州西乡的莫
尼沟，那时候他的家乡河州在打仗，见天在死人，和他父亲马海晏一样，当地数以万计的马姓回族人
都被裹挟了进来。这群衣衫褴褛的回民，手持自制的火枪与弓弩，和陕甘总督左宗棠所率领的精锐湘
军，刀枪相向、，：乎分秋色。    ■父亲马海晏    马麒的父亲马海晏，年轻时便是河州城远近闻名的
人物。    马海晏，字德庵，公元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出生于甘肃河州西乡莫尼沟。祖上务农，仅能
温饱。马海晏少年时代，马家的家境并不景气。“马氏祖上先居狄道，后迁入河州马集柴东岭。大约
明嘉靖年间，其一支又迁居莫尼沟前川，以农耕为主，原有土地三十亩，家境并不富裕。”    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在苦焦干旱的河州西乡，为了谋生的马海晏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父辈们骑马打猎的本
领，也学会了一套诡秘的流星锤。少年马海晏时常会独自一人，带上干粮和水囊，携自制的武器，骑
马潜入深山密林之中，去捕杀猎物，获得皮毛，换钱后以此补给家用。年龄稍长一些时，马海晏结束
了进山打猎的营生，开始混迹于河州城内的生意场。    河州城内的八坊，是回族富户聚居之地，那里
庄廓店铺林立，各路商帮经年累月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藏区的羊皮羊毛，经河州运输京津；而京津一
带的洋货绸缎，四川、湖南的砖茶、土布、棉花又经河州运向藏区。因而，河州城在那些年也便有了
“东有苏杭，西有八坊”之美誉。这个西部的旱码头，同样也成为了马海晏展示经营天分的好战场。 
  起初，马海宴凭借着一身好体力，奔走于藏区、河州之间，贩运药材。由于他生性胆大，练就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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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麒传》

身好武功，且枪法精准，一马三射，熟悉或不熟悉的生意人，对于这位后生都很敬畏，也对他多有仰
仗。那时半道劫财的各路强人时常出没，深入藏区的商人，无论官商还是私商，都喜欢与青年马海晏
结伴同行，以备沿途不测。“马海晏长期往来于藏区之间，不仅使他对藏族社会情形十分熟悉，而且
还学会了一口藏话，这是他后来能够结识一批藏族头人的重要条件。同时，在与各地商人的接触中，
他对中原内地情形也时有所闻，眼界更是日益开阔⋯⋯”    据许多上了年龄的河州老年人讲，马海晏
青年时代，开始往返于陕西、甘肃之间，以“驮脚”(以畜力从事长途运输)为生，与汉满蒙藏各族商
人接触频繁，见闻日广。    短短几年下来，马海晏积累了不菲的家产，成为了当地著名的富户。“在
临夏市和兰州有木材厂，并雇人挖过大黄，贩卖药材，经营木材的资本有一千多两银子。”   
P0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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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麒传》

后记

1    缘起两个民国故文人。    陈秉渊、高文远两先生，都是青海西宁人，上世纪20年代，时逢年少，他
们就读于马麒创办的宁海筹边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工作。陈秉渊曾长期担任民
国《青海日报》社社长，高文远曾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8月，陈秉渊参加起义后，留居
西宁，开始了新青海的建设；高文远出走青海后，远托异域，辗转台北。    陈、高二人，天各一方，
垂暮之年，又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即回忆并撰写民国时期的青海往事——    上世纪60年代，陈秉渊奉
命撰写了20多万字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一稿。时任青海省省长张国声评价说：“青海的
旧军政人员，回忆过去的历史，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许多人思想保守，宁肯将知道的东西带到棺材
里去，也不愿意写一字。在旧人员中，陈秉渊思想转变快⋯⋯”    上世纪70年代，高文远在台北写作
了两万字长文——((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此外，他将耗时十年完成的史稿《清末西北回民之反
清运动》奉献大陆，经余振贵先生的审读，该书于199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高二人笔下
的马麒，与他著中的马麒大为迥异。譬如，陈秉渊这样写道：“晚年马麒位高职显，锐意更新，为整
饬军纪，严刑峻法，抵制强暴，虽其亲属，不稍宽容。尤以轻赋简政，体恤民困，率多予以生息之机
，昭昭事实，深为人所共颂。”又譬如，高文远记录道：“马麒艳电发出后，得到全国舆论界之热烈
回应与敬重。他复又上书甘肃督军张广建，建议派员入藏，与达赖喇嘛直接联系，做釜底抽薪之计⋯
⋯”    1991年，陈秉渊先生在西宁辞世，高文远先生也于2008年归真于沙特。至此，青海旧军政中的
耆宿凋谢殆尽，但是他们留下的文字还在。先生一去，节气可风。他们既不隐藏真相，亦不曲笔阿世
，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功过呈杂、性情鲜明的马麒。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意识形态领域的
旧有樊篱进一步被人们打破，学界对于民国历史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从而带来了民国历史人物研究
的热潮。然而，对于马麒——这位深刻影响了西部边陲的人物，因为其人的“非典型”、“敏感”，
却仍置于冷门。以至于今天，有关马麒的传记，在学术界仍属空白。    2    写作《马麒f勃的际遇，偶然
降临我的身上。    2009年与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兄的一次偶然接触中，戴兄提出了邀我写作((一弓
麒传》的设想。当时，我不自量力地应承了下来，其后却发现障碍重重——我当时刚刚结束了十年记
者生涯，开始创业，实难保证精力与时间的投入。至为重要的是，案头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马麒的资
料极少。    几欲退却之时，再次细读了陈秉渊、高文远两先生的相关著作。特别是读到陈秉渊《马步
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马麒的生平概貌”一节时，先生用自己极具民国特征的语言写道：“马麒
容仪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然诺⋯⋯虽不甚识文，然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重信任，
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
故终麒之世，辄以得人称盛，也在陇上八镇中声誉鹊起⋯⋯”    说实话，我在一刹那间被这段文字打
动了。我喜欢这种形象，更喜欢探索这样一位主人公的过往。极左岁月，陈秉渊能够留下这样的文字
概述马麒，尤为难得。    在青海收集资料期间，西宁市政协副主席高翘，将父亲高文远先生的相关著
述赠送于我，并称：“我父亲归真前，托付好好保管资料，说有缘人会来找的，到那时，你交给来人
便是。”    即便如此，我所掌握的资料，仍无法支撑起《马麒传》的骨架和血肉。在史料缺乏，难于
下笔的时候，我冥思苦想，最终试图通过对马麒幕府人物进行逐一研究，从中打开缺口——即通过研
究马麒所起用的大批汉族幕僚如黎丹、李遁蕖、朱绣、周希武等人，来完成对马麒的佐证与还原。   
2010年初春的一场雪后，我背着行囊，独自南下，开始了写作前的筹备工作。在湖南湘潭市晓霞山深
处，我找见了黎公(黎丹)墓，并在黎丹后人手中获得了黎氏在青海的许多珍贵资料。随后，我又在青
海拜访了周希武、朱绣、李适棻、杨希尧的后人或亲属。此外，还数度聆听了青海学者芈一之、程起
骏、马进虎等前辈的意见与建议。    完成对马麒幕府人物研究的同时，我又在青海、甘肃、宁夏、湖
南、西藏、南京等地的图书馆，遍寻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期间，许多资料纷纷浮出水面。如反映马麒
创办青海新式教育的文献——民国马宵石撰《青海省回教促进会之沿革与近况》；如反映马麒坚持维
护西藏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文献——当年他呈报给北洋政府的电文《英俄经营蒙藏现又垂涎青海思患预
防策将安出论》⋯⋯    资料的搜集、四处的采访，这项写作前的筹备工作，我陆续花去了两年的时间
。2012年春节，我利用长假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我汲取了前代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结
合新鲜资料，加以甄选，并在最大程度上坚持着“有一份证据说一句话”的治史原则。涉足期间，事
关宗教、事关定论、事关争执，跋涉泥沼之中的艰辛，唯有心知。    无论如何，书已成稿。    3    笔已
歇兮意难平。    马麒活跃于北洋时代，最终成为青海近代史上、西部边陲史上，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
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边地军阀人物，马麒拥有着强烈的桑梓观念，不像其他北洋军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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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梦想凭借外国势力寻求自身发展，在他传统的意识中，始终保留着一个中国人爱国守土的一面。 
  尤为瞩目的是他的幕府建设。在马麒的延揽之下，各省才俊，际会西宁，蒽为壮观；这些有着传统
士大夫道德标准的汉族幕僚，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他们的到来使得马麒幕府繁盛一时，让人不禁由
衷赞叹——青海有才。禁绝鸦片、不造省币、兴办教育、发展实业、筹划县治、祭海会盟、经营玉树
、定青拓边、建立行省、抵制西藏分裂等等，马麒在治理青海时代的这些重大举措，皆由幕府人物参
赞擘划。    北洋时代，军阀混战，致使西部陆疆危机迭起，常为外人所趁。这时候，马麒适时地出现
在青海，并有着非凡的表现。站在青海这座连结内地与边疆的“现实与历史的桥梁”上，马麒与西部
一起亲历着风云叱咤的命运。通过马麒，我们可以看到西部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这一瞬一息，却又
远远地影响到后来。或许正是如此，我们研究马麒的意义才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    至此，
我完成了对一片山河一段岁月的浅薄认识。    我非青海人，但我爱青海。现在细想，这份爱竞全然来
自于写作过程中，对于涉及民国青海文献的阅读。在一页页发黄破碎的纸张上，我发现了不少青海的
朋友、青海人的朋友，也发现了他们写给青海与青海人的许多祝词，每每读来，意绪难平。其中，南
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1931年所著的《青海与青海人》一文，热烈深情，恣意汪洋，虽有竭力
消除各民族特色差异，追求国内各民族“一致性”的局限，但时至今日，仍不失为誉扬和宣传青海的
一篇美文。节录数段，权作本篇缀记的结语。    ——青海是中国民族江河的泉源地，四万万同胞所赖
以生存之两大河流，皆发源于此。同胞们，如果想到这一点，应该要如何爱青海，如何爱青海人！    
——民国的建设是在五族共和一个口号下成就起来的，而青海这个地方，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
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同胞们，想到这一点，应该要如何爱青海，爱青海人！    —
—中国好比欧洲，青海便是希腊；中国好比春秋时期的周代文明，青海便是岐山⋯⋯青海是一个纯洁
无疵的处女地，一切建设更加容易，将来迎头赶上世界最新的文化，建设崇高伟大的新文明，或且为
障碍甚多的内地之所不及。    感谢青海，感谢所有帮助了我的人！    樊前锋    2012年10月18日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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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麒传》由樊前锋著，—部功过难呈的人生传奇，—段鲜为人知的青藏往事。    青海建省的奠基者
！    其子马步芳的权力顼峰即以乃父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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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青海人，必须要了解青海的历史
2、现在研究西北马家不错的作品 值得推荐
3、熬夜看完的一本书 关乎青海的历史 我自小长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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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民国风！涉及西北陕甘宁一带风土人情，地方掌故，回汉纷争。。。难得的是对于这样一位敏感
人物，作者可以做到抛却意识形态，站在公立的角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全书附有大量索引，却丝
毫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文笔凝练而明快，文学史学性兼备！宁夏地处边陲，在作者笔下充满了人情
味和文化的多样性，即使在兵荒马乱的清末民初，也五光十色，不禁有些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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