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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署理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主政新疆七年，是晚清新疆历史上的重要人
物。有关其幕府生涯、建立新疆武备学堂等问题，现有研究歧见纷呈。饶应祺应是在为其父丁忧守制后，于同治

九年（１８７０）先后入李鸿章、左宗棠幕府。他在新疆设立的学堂为武备学堂，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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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应祺（１８３７—１９０２），字子维，湖北恩施人，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始任陕西同州知府，后历任甘州
知府、兰州道、甘肃按察使、甘肃新疆布政使、甘肃

新疆巡抚。目前，在有关饶应祺的研究中，对其入

幕府、建立新疆武备学堂等情形，或言之不详，或出

现错漏，本文不揣谫陋，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辨析，

以祈方家。

一、入李鸿章幕府

关于饶应祺入李鸿章幕府的情形，《清史稿》

《清史列传》饶应祺传记中均无相关记述，但在一

些研究成果中有提及。如秦翰才《左宗棠与朋僚》

一书中记曰：“饶应祺，字子维，湖北恩施人，举人，

先在李鸿章幕中，丁忧回籍。”［１］郑正在《饶应祺西

北戍边》一文中指出，“１８６２年（同治元年），应祺
中举后……因父丧，依礼未能到任，后入两湖总督

李鸿章幕”［２］１０。《湖北省志·人物志稿》中亦提

到，饶应祺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中举人，以知县选用，
授刑部主事，因父丧未到任。后入湖广总督李鸿章

幕，随军援陕，再转入陕甘总督左宗棠幕”［３］。对

饶应祺是在其父逝世之前还是之后入李鸿章幕府，

上述研究成果存在矛盾之处。那么饶应祺是否入

李鸿章幕府？如果入其幕府，又是何时？

《饶中丞史略抄稿》对饶应祺入李鸿章幕府记

载甚详：“（同治）七年戊辰会试后，丁父忧，归庐墓

侧。湖广总督李鸿章查办川事，道出恩施，两造庐

就谈，约服阕赴省。”［４］４８８据上述饶应祺本人所记，

其在为父丁忧守制期间，结识入川办事道经恩施的

李鸿章。换言之，饶应祺在其父逝世后结识李鸿

章，而后李鸿章“奉命剿捻，欲与偕”［４］４８８，饶应祺

随行听用。饶应祺入李鸿章幕府确有其事，而且是

在其为父丁忧后。

至于饶应祺入李鸿章幕府的具体时间，据李鸿

章年谱：“（同治九年）二月甘肃逆回纠合土匪，肆

扰地方。陕甘总督左宗棠驻军平凉，不及兼顾，命

公暂缓入黔，先赴陕西督办军务。”［５］２５“六月自潼

关启行抵西安，筹定周胜传等北山剿匪事宜。”［５］２５

上述史料表明，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六月李鸿章到陕
西。而据《清史稿·李鸿章传》，“（同治）九年七

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教堂滋事，命移军北上。

案结，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６］１２０１６。

由此可知，从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二月奉命入陕西督
办军务，到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七月离开，李鸿章此次
在陕西逗留共计５个月。饶应祺亦应在此期间成
为李鸿章的幕僚，但可能入幕时间较短，在《淮军

志》《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淮

军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中均未见其

名字。

二、入左宗棠幕府

据《清史稿·饶应祺传》，饶应祺“同治元年，

举于乡，拣选知县，援例为主事，分刑部。父卒，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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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侧。服阕，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以克金积

堡、巴燕戎格诸处功，擢知府”［６］１２５２４。这里对其入

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府的时间言之不详，而在相关研

究中则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说。尚小明在《清代士
人游幕表》一书中对饶应祺的游幕时段作了统计，

认为他于“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４年久佐陕甘总督左宗棠

戎幕”［７］。

二是同治六年（１８６７）说。王本能认为，饶应
祺于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以举人入左宗棠幕，前后在

幕共十年，司职文案”［８］。王瑜玮亦认为，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陕甘总督左宗棠委派饶应祺参军入幕，
饶留左宗棠幕府内办理营务，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

的西北政治生涯”［９］１。

三是同治七年（１８６８）说。李德龙在《浅论新
疆巡抚饶应祺及其稿本文献的价值》一文中提出，

“同治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调饶应祺参军入

幕”［１０］２３２。

四是同治八年（１８６９）说。在《读〈饶应祺函、
电、奏稿〉札记》一文中，王威认为饶应祺是 “（同

治）八年，充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１１］的。

遗憾的是，以上四种说法并未注明其所依据的

史料来源。随着近年来有关史料的相继开放与出

版，笔者核稽档案，对上述说法一一梳理核对，发现

各说虽有立足的因应，但仍值得商榷。

考稽《清史稿》等相关内容，并结合以上几种

说法，饶应祺入左宗棠幕府的时间与左宗棠任陕甘

总督的时间密切相关。据《清史稿》，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左宗棠升浙闽总督［６］１２０２５，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清廷调左宗棠“移督

陕、甘”［６］１２０２７。《左宗棠年谱》亦载，“（同治五年）

九月，甘肃回乱益急。诏公移督陕、甘”［１２］１３５。左

宗棠接到诏令后，于当年十月启行，十二月到达湖

北黄州［１２］１３９。且据《清史列传》，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饶应祺 “拣选知县，改捐主事。钦差大臣陕甘总督

左宗棠督师讨回逆，调应祺办理营务”［１３］。根据以

上史料，饶应祺入左宗棠幕府的时间应不早于同治

六年（１８６７）。
另，《饶应祺传》中又载，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其丁

父忧，“服阕，陕甘总督左宗棠调参军幕”［４］３９３。这

件传稿是饶应祺稿本文献中保存的手写本，有研究

者“对照《清史稿》等文献后推测，这件手书稿本

《饶应祺传》，应该是民国初年修撰《清史稿·饶应

祺传》的底稿”［１０］２４０，可信度自然较高。从该则史

料可知，饶应祺在为父亲丁忧后入左宗棠幕府。根

据清制，“凡内外汉官丁忧、承重者，具文报部，以

闻丧日为始，回籍守制，不计闰二十七个月”［１４］。

饶应祺之父逝世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饶应祺丁忧
守制的时间最少为两年零三个月，因此，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同治八年（１８６９）两说亦不够准确。
清代后期，因为军事需要，对丁忧的要求有所

放松［１５］。结合前文的考证分析，饶应祺入李鸿章

幕府的时间大致为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二月至七月，
而李鸿章北上后，其入左宗棠幕府。此时间与饶应

祺结束丁忧守制的时间基本吻合，亦可证实饶应祺

应是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入左宗棠幕府，且极有可能
是在七月后。

三、建立新疆武备学堂

甲午战争后，出于内外冲击的压力，清廷着手

军事改革。在武科改制的同时，地方督抚亦意识到

“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１６］，纷纷呼吁清廷建

立武备学堂。饶应祺任甘肃新疆巡抚之时，正值甲

午战争爆发，清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动荡，内

外形势复杂。其一方面致力于新疆的发展与改革，

完善行政建置，发展经济，办理矿务，开展军事改

革；另一方面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平息西北河湟

回民起事，有效遏制与抵御了俄英等国在西北边疆

地区的挑衅，维护了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光绪二

十二年（１８９６），清廷先后颁布了“练陆军、整海军、
立学堂，皆应及时举办”以及“武备学堂能否于各

省会一律添设，著妥筹具奏”的谕令［１７］。据光绪二

十四年（１８９８）五月十六日贵州巡抚王毓藻《为遵
旨于省会筹建武备学堂事奏片》、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五月十七日山西巡抚胡聘之《为遵议武科

改制参酌晋省情形设立武备学堂事奏折》等［１８］，各

省武备学堂先后设立。而新疆与内地情形有所不

同，在人才、经费等方面多受限制，军事近代化的改

革亦开展得比较缓慢。

关于饶应祺在新疆建立武备学堂的情况，以往

研究成果中的论述多有矛盾之处。如齐清顺《论

清末新疆“新政”———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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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英楷《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均认

为，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时任新疆巡抚联魁在乌

鲁木齐设立陆军武备学堂［１９２０］。罗尔纲在《晚清

兵志》一书中则提出，新疆武备学堂于光绪二十七

年（１９０１）“由巡抚饶应祺遵旨与编常备续备军同

时设立，其办法不详”［２１］。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一书中，朱有
)

主张甘肃巡抚饶应祺于光绪二十八

年（１９０２）创办甘肃武备学堂［２２］。以上说法对新疆

武备学堂的建立时间、武备学堂的建立者均持不同

意见，其错误也比较明显。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联魁才抵达新疆接任巡抚［２３］，其于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在乌鲁木齐设立陆军武备学堂之事也就纯
属子虚乌有；甘肃武备学堂则由陕甘总督崧蕃于光

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十一月上奏筹建［２４］７００。那么，

新疆武备学堂究竟由谁而建？建于何时？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六月十三日，饶应祺在
《遵议武科改章谨抒管见疏》中言道，“武备学堂为

武科改章根本，亟应广为设立，以育人材（才）……

新省经费支绌，武举生亦少，不得不变通办

理”［２５］０３７２０２０５９。饶应祺的变通之法就是在前任巡

抚陶模开设讲堂、练习西法的基础上，“复于抚标

各营排选数十名，轮派来署学习，三月一换，并分赴

提镇各标充当教习”［２５］０３７２０２０５９。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三月，饶应祺在《遵设武备学堂分别常备续
备巡警各军认真训练事》一折中提到，“谕旨谓学

堂成效，非旦夕可期，惟先就原有将弁，择其朴实勤

奋者，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前抚

臣陶模，所设立讲堂，迄今十年，虽未能即言纯熟，

而大致尚不甚参差……再加意整顿，设法扩充，并

随时考校，以免废弛”［２６］。此即饶应祺上奏设立武

备学堂之情形。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四月，“得旨
着即督饬认真训练，务除积习，期收实效”［２４］５９１。

由以上史料可知，新疆武备学堂应是饶应祺在光绪

二十八年（１９０２）筹备设立，且该学堂是在前抚臣
陶模所设讲堂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并无严格的组织

形式和招生制度。

同时，有研究者认为饶应祺设立的是讲武堂。

如郑正在《饶应祺西北戍边》一文中即言道，饶应

祺设立新疆讲武堂，训练新军人才［２］１５。另有研究

者主张，“并没有直接史料证明饶应祺创办了新疆

讲武堂”，他“只是在新疆设立讲武堂的过程中提

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９］１７１８。两者的观点

尽管相反，但都认为饶应祺在新疆设立的是讲武

堂。实际上，清廷设立讲武堂始于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即“练兵处、兵部会奏陆军学堂办法第十
三条内”所载：“应于各省设立讲武堂一处，为带兵

者研究武学之处。”［２７］如上所述，饶应祺在新疆所

设学堂要早于此，因此，光绪二十八（１９０２）饶应祺
在新疆所设立的学堂应为武备学堂。且光绪三十

二年（１９０６）二月初五，署理新疆巡抚吴引孙所上
奏请停办世袭兵折称，“练军必先选将才，将才必

出自学堂。前抚臣饶应祺曾于署东前道奏设武备

学堂，延聘教习，尚余学生四十人”［２８］。该奏折的

内容亦可佐证当时饶应祺所设立的确系武备学堂。

四、结语

饶应祺入李鸿章幕府时间虽短，但查阅《李鸿

章全集》和《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可发

现两者都收录了李鸿章致饶应祺的书信，时间从光

绪十六年（１８９０）至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共计十
七封。书信内容主要是为饶应祺治理新疆提供建

议与帮助，涉及中俄关系、军事改革、人才培养、屯

垦等方面。饶应祺后入左宗棠幕府，“对西北军事

谋划，知无不言”［２］１０，且“擅长折奏，故左之奏章公

牍部分出自其手”［２９］。左宗棠颇为信任饶应祺，称

其“守绝一尘，才堪肆应”［３０］。饶应祺也确实在荡

平金积堡、克复巴燕戎格城、河州肃清和关陇肃清

等案内多次受到保荐［３１］，官至封疆大吏。光绪二

十八年（１９０２），饶应祺在赴安徽巡抚任时辞世，清
廷予其“恤典如例，政迹宣付史馆立传，子陕西候

补道饶凤皀，俟服阕留原省即补”［２４］８０１，并以其“功

德在民”，准“于甘肃省城建立专祠”［２４］８９６，对其政

绩加以肯定。因此，厘清饶应祺的主要事迹，有助

于对其本人及晚清社会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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