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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 莱 评 谭

在百色市西林县那劳镇的青山绿水间，一
座建于清代的宫保府静静地伫立着，斑驳的砖
墙见证了一个西南边陲家族的百年兴衰。这里
曾是“一门四督抚”的著名那劳壮族岑氏所
在，是清末重臣岑春煊的故居，也是理解中国
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钥匙。由西林籍
著名作家黄佩华执笔的《岑春煊》近期由接力
出版社出版，以12.5万字的篇幅，将这位“清
末权臣”置于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对其
人生轨迹的深度剖析，展现了传统士大夫在时
代巨变中的精神嬗变。当我们将这部传记置于
清末民初的历史坐标体系中，不仅能触摸到一
个政治家族的命运轨迹，更能窥见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通过作者黄佩华
更多维度和视角的剖析解读，此书的出版发
行，为读者提供了对岑春煊的全面阐释，展现
了这一历史人物在转型时代的复杂面相。
“（传主岑春煊）经历了封建制度母体日渐衰
竭、新世界宛若新生儿般难产阵痛，他自己的
身份也经历了从毁灭、选择、再生的化蛹成蝶
般的蜕变”，旨在传承和弘扬广西优秀传统文
化的“广西历代名人丛书”之中重要的一册，
作者已然将岑春煊的爱国情怀注入到爱国主义
教育的丰富厚重的内容中，这应该是岑春煊研
究的最权威读本。

清末权臣的政治困境。在紫禁城的黄昏
里，岑春煊的仕途轨迹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
出封建官僚体系的最后光芒。作为光绪十一年
（1885年） 举人，他的发迹路径遵循着传统士
大夫的经典模式：科举入仕、地方历练、中枢
擢升、被免去官职；而岑春煊跳越经典模式的
还有：大力反腐、兴教办学……1898年任广
东布政使时，他主持修筑珠江堤防，整顿粤海
关税收，展现出传统能吏的务实作风。作者黄
佩华在书中是这样评价岑春煊的：“作为一个
机会主义者，他善于把握机遇，敢于冒险，不
畏权势，这成为他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如

庚子国变中“护驾西狩”的忠勇表现，既是对
“君臣大义”的践行，也暗含着对权力格局的
精准判断。

在镇压保路运动的血腥记录背后，隐藏着
更为复杂的政治逻辑。1911年面对四川保路
风潮，岑春煊被任命为川督却逡巡不前，这种
矛盾态度恰是体制内改革派困境的写照。他既
知铁路国有政策不得人心，又必须维护朝廷权
威，这种两难境地最终演化为进退失据的政治
困局。正如岑春煊自传《乐斋漫笔》中所言：

“时局如棋，黑白难辨”，道出了传统官僚在近
代转型中的认知困境。这应该是岑春煊晚年才
反省自己的局限性所在。

与袁世凯的权力博弈，实则是两种政治文
化的激烈碰撞。岑春煊以清流自居，推崇“正
人治国”；袁世凯则深谙新式军政之道。1907
年邮传部尚书任上的短暂交锋，表面是个人权
斗，实则是科举官僚与军事强人两种政治模式
的较量。而后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多场较
量最终以岑春煊解职告终，预示着传统文官体
系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式微，最终从权力中心隐
入到市井尘烟之中。

转型时代的精神嬗变。在护国运动中的政
治转向，标志着这位旧官僚开始突破传统忠君
观念的桎梏。1916年与梁启超共建军务院，任
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投身护国运动。
岑春煊在檄文中痛斥袁世凯“叛国称帝”。这种
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的政治话语，显
示出其政治伦理的现代转化。肇庆军务院的运
作模式，“传檄四方，申明约束，宣布宗旨”；
就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时发布的宣言“有豪言
壮语，也有肺腑之言，感人至深”，并在之后的
北伐讨袁的运动中，既保留了督抚幕府的旧
制，又吸收了宪政体制的新元素，成为观察传
统政治现代转型的活标本。

随着袁世凯的猝然离世，护国运动戛然
而止，护法运动随之而来，在这场运动中的
权力博弈，则又暴露出转型期政治人物的局
限。作为一个旧官僚，其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拥护共和，并参与其中，这充分体现了他的

正义感和政治家的眼界。但在处理桂系与护
法力量、他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中，胸襟和
格局不够开阔成了他的致命弱点。1917年护
法运动时，岑春煊既想借助孙中山的革命威
望，又忌惮其激进主张。次年改组军政府排
挤孙中山，表面是派系斗争，实则是立宪派
与革命派对“法统”认知的根本分歧。这种
矛盾心态，恰是体制过渡时代精英群体的典
型特征：一只脚跨入现代政治门槛，另一只
脚仍陷在传统权谋的泥潭里。

随着粤桂战争的硝烟散去，岑春煊以“毁
法误国罪”被罢免政务总裁职务。1921 年，
孙中山宣告解散军政府，并随后就任中华民国
大总统。至此，岑春煊的政治生涯发生重大转
折，逐渐远离军界与政坛，退出政治舞台。他
寓居上海，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全新的生活。这
位曾在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最终从
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心隐退，悄然融入上海
繁华都市的市井烟火之中。

身处上海的岑春煊虽然已经远离了政治的
喧嚣，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时
常关注着国内外的局势，为国家的动荡和百姓
的疾苦而忧心忡忡。尽管已经不再担任官职，
但他仍然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国家和社
会贡献力量。

寓居沪苏时期的著述活动，构成了其精神
世界的重要镜像。《乐斋漫笔》中既有对往昔
政治的反思，也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这
种“退而不隐”的状态，恰是传统士大夫向近
代知识分子过渡的中间形态。书中对“经世致
用”思想的再阐释，既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
守，也暗含对现代治理技术的朦胧向往，无不
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

历史记忆的文化重构。作家黄佩华的传记
写作，延续了历史人物叙事的范式。但作品突
破“中心-边缘”的固有视角，将岑春煊的人
生历程、桂系政治文化置于近代中国转型的核
心位置。通过对岑氏家族“那劳文化圈”的深
度挖掘，揭示出西南边疆与中央政权的复杂互
动。这种地域视角的重构，使读者得以窥见被

主流叙事遮蔽的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态。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张力中，作者构

建起多维度的历史认知。传记既严格遵循档案
文献，又合理运用民间口述史料，在奏折公文
与乡野传说间搭建对话空间。对岑春煊镇压反
清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未作简单道德评判，
而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展现制度与人
性的复杂纠缠。盖棺有定论，如史学家陈寅恪
说“至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
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为清流”。“在中国
近代史尤其是清末民初这一剧烈变革历史时
期，岑春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往往是被低估了
的。”从其重拳反腐、兴教办学，到积极参与
维新变法、走向共和的历程中，人们能够看到
其清流风骨、正派忠诚的一面。

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诠释，在书中获得历
史的纵深理解。通过剖析岑春煊从忠君到护国
的思想转变，作者揭示出传统世界观向现代国
家意识的演进脉络。这种诠释既避免了对历史
人物的脸谱化处理，又为当代价值观教育提供
了鲜活的历史注脚。

站在西林宫保府残存的戏台前，仿佛还能
听见当年北路壮剧班子演绎的忠孝节义。岑春
煊的人生轨迹，恰似这出历史大戏的浓缩版：
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慷慨悲歌，又夹杂着近代转
型的阵痛与迷茫。“历史上每一次新的变革、
每一种新道路，都需要漫长的探索和试验，基
于这样的认识，任何对岑春煊过高的期待，抑
或抱怨、责难都不是太合适的”，黄佩华的这
部《岑春煊》传记写作，不仅是对一位清末重
臣立传，更是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找
到开启的钥匙，从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户。
当我们在新时代重读这段历史，既要看到制度
变迁的必然性，也要理解历史人物在特定时空
中的有限选择，这种充满张力的历史认知，客
观、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许这才是爱
国主义教育最深厚最丰富的主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族报社签约
作家。）

清末权臣与时代镜像：重读岑春煊的历史钥匙
——壮族作家黄佩华《岑春煊》传记阅读札记

萝村是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一
批广西历史文化名村。作家曹美兰带着
挖掘岭南文化底蕴、寻找萝村读书之魂
的使命，以及对家乡山水人文的热爱，
穷尽一年的行走、采访、调研、深扎，
对萝村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
的观照、思考，对大量史料和现实素材
收集整理利用，创作出了文化散文集

《文化家山：玉林萝村》。该书最近由漓
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翻过油墨飘香的扉页，在作者的笔
下，镜头远照，巍巍大容山，苍茫白水
岭，是萝村的地理位置、地形风貌。紧
接着镜头渐渐拉近，那就是萝村的重要
姓氏之一陈氏的陈锡门祠。我感觉到，
作者是非常有匠心的，由远及近，由村
到户，庭院阁楼，格窗壁画，萝村民居
徐徐呈现，写到了尚德堂，写到了大才
子，写到了十万卷藏书楼，写到了二凡
楼，千年荔枝树，寻常巷陌，寺院钟
声，大堂小弄，小桥流水，池塘古井，
城堡炮楼，再到大小动物如牛、小狗、
猫头雀、卷叶莺以及小昆虫蜜蜂、米虫
等，岭南村庄的气息，如三月的春风扑
面而来，文、史、思、景相融，读毕仿
佛观看了一部风光旖旎、意境深远、风
俗拂面、思想闪耀的文学纪录片。

全书的主题突出。作者紧紧抓住岭
南村落的灵魂——两个字：文化。阅读
之时，我惊诧于作者对十万卷藏书楼和
二凡楼的细腻描写，纤毫毕现，详尽铺
陈，逼真刻画，让人仿佛目睹了当年汗
牛充栋书香飘逸的情景，一种“诗书传
家”的风气在后院里弥漫。如果说夜访
陈柱故居的“十万卷藏书楼”是作者的

“读书惊梦”，那么对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简称无锡国专） 往事的追寻则是“记
录英雄豪杰”。作者在永康堂前凭吊入
梦，追溯当年唐文治筹建无锡国专之艰

难，弘扬国学之壮志，建校之初带领国
专师生上课的情景。

风雨如晦，读书不已。抗战爆发
后，无锡国专被迫南下西迁，唐文治先
生带着包括北流人冯振在内的二十多名
师生走上了艰难漫长的迁校之路，作者
使用了电影镜头的组接方法，描写令人
动容。无锡国专终于来到了本就有着耕
读传家优良传统的山围和萝村，在萝
村，在当地村民支持下，选定了永康堂
作为校舍，先后有将近十位文化大师来
到萝村任教，学生人数由山围的四十多
名增加到了七十多名，可见国学教育在
当地产生的巨大影响。无锡国专迁到北
流山围和萝村，绝对是民国年代的文化
大事，也是抗战年代的悲壮之举，伟大
之举。对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曾经播
出了六集电视纪录片 《风雨国学魂》，
以资纪念。《文化家山：玉林萝村》 作
为电视剧的另一种补充，另一种呈现，
我觉得它的挖掘是及时的，也是丰硕
的。阅览此书，尽可想见当年白水岭
下，国学成诵，儒风尽染，直接影响和
教育了萝村无数学子。在此等读书风气
影响下，萝村人以读书为尊，以读书为
荣。以我对萝村的了解，以及读这本书
的印象，萝村人因为读书而成名成家功
成名就的可谓济济有人，数不胜数。

《文化家山：玉林萝村》 正是写出了这
个岭南村落的文化之魂，它的养分是丰
富的，内涵是深刻的，因而它是一本名
正言顺的文化之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然也是
一个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力量。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化
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
它又从家山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户中
体现出来，而人的个体文化力量又汇成
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力量。当前，

党领导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文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
性、支撑性作用。《文化家山：玉林萝
村》 作为一本试图挖掘传统文化精髓、
焕发中华文化力量的书，它的努力是草
根式的，是自下而上的，喊出了一个村
庄文化的声音，挖开了一个地方文化的
泉眼，这股汩汩清流正在汇进浩瀚的历
史文化长河中。

据我所知，曹美兰为了创作这本
书，牺牲了几乎整整一年的假日时
间，为了萝村，她曾在赤日炎炎下察
看古城遗址，在寒冬腊月进村入户调
研采访，在冷雨纷飞中行走古炮楼的
台阶时啪嗒一声差点摔断了腰，在狗
吠狺狺中仰望千年荔王的星空，在鸡
啼声声里注视未落山的斗口河里的月
亮。她还要不厌其烦地到各有关单位
调阅资料，亲临现场或者电话采访生
活在全国各地的萝村前辈名人及其后
人，尤其是无锡国专西迁的历史，每
一位名人，每一个存世者，她记录或
还原每一段故事，每一个细节，可谓
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无锡国专在萝
村，尽管只是短短的两年，可是文化
的灵魂萦绕萝村，文化的根须直透容
山大地，文化的气脉直抵云霄，无锡
国专传承留下的影响，给当地乃至国
学输送的养分，是几代人也吸收不完
的，而留下的底蕴，也远远不是这本
书可以挖掘得完的。本书所做的，应
该也是三千弱水之中舀一瓢，管中窥
豹所见之一斑。

书名起得非常贴切，文化家山，文
化就在我们的国，就在我们的家，就在
我们的山河，家山在文化浸润中造就文
明和历史。全书的章节题目也非常考
究，文字平实而形象、准确而细腻，每

章每节都体现了一位作家对自然事物和
社会生活持有的纤毫发现和细腻审美。
读毕此书，我还感受到了建筑、音乐和
美术在文学上的独特呈现。

萝村的文化史成为了中国文化史的一
部分。萝村本就有读书求取功名的传统，
一代一代的萝村人，因为读书走出了萝
村，成为历朝历代的翘楚，而在那峥嵘岁
月里，一群文化名人目光如炬义无反顾甚
至视死如归，带着祖国的希望，经风雨穿
战火，来到蕉风荔雨的大容山脚，传播可
以燎原的星火，当此时也，说它是另一种
叱咤风云，也不为过。

文化的萝村，它注定是独一无二
的。同时，萝村的文化不光是萝村的，
也不光是玉林的。这种诗书文化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无锡
国专西迁来到萝村以后，萝村文明史的
承载加重了，它负载起了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文明，读萝村就读到了中华文
化。萝村的历史、文化、文明，充分体
现了一种家国情怀，读萝村，就读到了
更广大、更辽阔、更深邃的文化星空。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
晔。”《文化家山：玉林萝村》堪称萝村
之书，但它早已超出了萝村。无锡国专
西迁选择了萝村，是历史，也是中国文
化的选择。那些年来到萝村的历史名
人，以及从村中走出的文化名人，还有
当今正在坚守诗书传家耕读创业的萝村
人，他们所塑造出的一个个读书之魂，
正在发挥着阳春布德泽的功用。而记载
这一切的本书，它的意义便不再局限于
一村、一镇、一县、一市、一省，它既
是萝村之书，也是文化之书，更是家国
之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玉林
市文联副主席、玉林市作家协会主席、
北流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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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八桂书香润心田。近日，接
力出版社推出“广西历代名人丛书（第二
辑）”、漓江出版社出版“广西村落文化丛
书（第一辑）”等书籍，为读者呈现了多维
度的文化视角。本期“岜莱评谭”从以上
丛书中精选部分作品，刊发评论家、作家
书评力作，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