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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心语 

古称西域的新疆，自西汉纳入中国版图以来，一直是祖国领

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漫漫两千多年，多少仁人志士、民族

英雄，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

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扬我中华民族之威的壮歌！ 

有清以来，三湘子弟持长剑扫四海，民国时有人感言：“中

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鲁士（短短二百年内不断崛起并统一

了德国）”。湖湘大地景色迷人，但资源贫乏，土地贫瘠而生齿

颇繁，这也造就了人民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的性格。湖南子弟自

湘军兴起，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

等四大中兴名帅的感召下，积淀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义与书剑

传家的传统，后来军中战将骨干多为三湘子弟。晚清时期，由于

朝廷腐败，闭关自守，国势大衰，太平天国运动、陕甘回民起义

等此起彼伏，导致列强趁机频频入侵。孤悬塞外的新疆这块 166.49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西陲宝地，几乎全被侵略者

所蚕食！在此命系国脉的大是大非面前，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却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主张放弃西北边

塞，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见李鸿章《筹议海防

摺》）。唯独民族英雄、湘军统帅左宗棠却力排众议，慨然上书

决心收复新疆，并身体力行大举筹边，终以年过花甲的病弱之躯，

毅然率领以湖湘子弟为主的清军，转战西北，远征新疆，浴血奋

战近两年，才使天山南北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 

“无湘不成军”，这是出自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一句名言。1851

—1864 年，清军倾全力讨伐太平天国，其他军队几乎全败，能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太平天国相抗衡者惟有曾国藩的湘军，他麾下的将领也因卓越的

战功节节提升，后期清军主力几乎全由湘军将领控制。20 世纪推

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及至创建新中国，出类拔萃的英杰同样是

大量来自潇湘大地。如在黄埔军校 1—5 期的 7399 名学员中，湖

南青年就有 2189 人，占 29.6％；在新中国的奠基者中,湘籍人才

更是其他省份难以望其项背。除开国领袖毛泽东、共和国主席刘

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外，解放军中的湘籍高级将领同样

是灿若繁星：开国十大元帅、十位大将湖南籍分别有 3 人、6 人；

57 位上将湖南籍 19 人，占三分之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四任司令

员（包括两位首任代司令员）、政委，除末任政委王平外，全由

湖南籍将领担任；入朝参战的五个野战兵团司令员也全是湖南人。

人杰地灵的湖南，因其贡献突出，无不令世人刮目相看。 

近代新疆，由于民族分裂的祸根久未消除，其实一直都不平

静。回顾历史，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不畏千难万险，前赴后继，都

为这块热土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大书

特书！其中，仅来自潇湘大地的杰出人物除被誉为“清王朝最后

的顶梁柱”的左宗棠之外，还涌现出了刘锦棠、曾纪泽、毛泽民、

邓力群、陶峙岳、陶晋初、王震、杨勇、郭鹏、熊晃、曾涤等众

多民族英杰，以及八千湘女和不少毅然放弃内地优越条件前来投

身新疆建设的科技工作者。为新疆无私奉献的三湘儿女，始终高

举着民族大义的旗帜，顽强奋争，终于和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各

族同胞一道，迎来了新疆繁荣昌盛的今天。 

代代湘籍先辈用汗水和生命铸成的湘魂，早已汇聚成一股维

护新疆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的热流，生生不已，

代代相传，它定将永远光耀新疆大地！作为一名在新疆生活了半

个世纪、已将这里视作第二故乡的湖湘子弟，我为先辈们为使边

疆长治久安和不断繁荣昌盛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甚至牺牲，深感敬

佩与自豪。他们在成就兴边伟业中所倾注的心血，是一份宝贵的

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为缅怀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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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大家再来回顾百余年间那段曲折艰辛的历史，并配合新疆持

之以恒开展的意识形态领域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

极端宗教主义的斗争，以激励后人矢志不移地为捍卫祖国领土完

整和增进民族团结而奋争不息，特广揽资料强辑此册献与社会。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是笔者编此拙作的初衷，故辑录的都

是从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疆这块热土上留下过光辉足迹的

湘籍杰出人物。 



 

 1

目 录 

上  篇  多灾多难的近代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末 ............................... 2 
一、晚清时期的新疆局势 ....................... 2 
二、阿古柏之乱............................... 6 
三、左宗棠其人.............................. 15 
四、左帅扶棺出征 ............................ 21 
五、出师北疆首战告捷 ........................ 25 
六、南疆大地重回祖国怀抱 .................... 29 
七、留有遗憾的伊犁回归 ...................... 31 
八、行行“左公柳”，拳拳赤子心 .............. 34 
九、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 ...................... 41 

民族英雄刘锦棠 .................................. 61 
一、戎击迅顺“飞将军” ...................... 61 
二、漏网之鱼的下场 .......................... 73 
三、首任新疆巡抚 ............................ 75 
四、情系家国的楷模 .......................... 82 

曾纪泽“虎口索食” .............................. 91 
一、收回伊犁的历史背景 ...................... 91 
二、知难受命................................ 94 
三、艰难的谈判过程 .......................... 96 

红色理财专家毛泽民热血洒新疆 ................... 100 
一、革命经历............................... 100 
二、毛泽民在新疆 ........................... 104 



 

 2 

下  篇  天山作证 

毛泽东高度关注新疆 ............................. 115 
邓立群送来新疆黎明前的曙光 ..................... 119 
“和平将军”陶峙岳 ............................. 134 

一、投笔从戎............................... 135 
二、驻军新疆............................... 141 
三、率部起义............................... 144 
四、铸剑为犁，戍边屯垦 ..................... 150 
五、耄耋之年入党 ........................... 156 

陶晋初功成不居 ................................. 168 
革命猛将、建设闯将王震 ......................... 175 

一、烽火岁月............................... 176 
二、屯垦南泥湾............................. 178 
三、铁血柔肠情注新疆 ....................... 184 
四、20 世纪最伟大的“红娘”................. 193 
五、尾声................................... 195 

“戍边铁汉”郭鹏 ............................... 206 
一、无畏将军............................... 207 
二、转战西北............................... 211 
三、戍屯闯将............................... 215 

终老天山的熊晃 ................................. 227 
一、从将军到地方父母官 ..................... 227 
二、焉耆往事............................... 229 
三、“招骗”团长 ........................... 232 
四、守望天山............................... 234 

新疆工交战线的开拓者曾涤 ....................... 243 
驻疆湘籍将领谱 ................................. 248 

一、幸元林忠魂驻天山 ....................... 248 



 

 3

二、世纪老将裴周玉 ......................... 250 
三、开国上将浏阳杨勇 ....................... 254 
四、“筑路闯将”谭善和 ..................... 258 
五、名震天山四少将 ......................... 264 

进疆湘籍科技精英拾零 ........................... 270 
湘女花艳映天山 ................................. 275 

一、八千湘女中职位最高的谢树仁 ............. 281 
二、视艺术为生命和灵魂的何梦道 ............. 286 
三、湖南人民对湘女的追念 ................... 294 

后记 

 



 

 1

上  篇  多灾多难的近代新疆 

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中央政府在乌垒城（今新疆

轮台东北，史称轮台国）设置“西域都护府”，大宛国（在今费

尔干纳盆地）以东、乌孙以南的西域广大地区，从此纳入中国版

图。两千多年来，新疆这块古称西域的热土，虽然经历了征伐匈

奴、平定西突厥和准噶尔之乱等旷日持久的重大战事，但只要局

势得以相对平静，历代王朝便都通过采取移民屯垦、修筑道路、

发行钱币、推广生产技术、致力发展经济文化等各种措施，不断

加固了新疆和中原大地的血肉联系。 

历史上，每当新疆发生战乱或外敌入侵，作为祖国大家庭成

员的新疆各族人民，都能自觉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奋力御外，为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作出了重大贡献。休戚相依、经济文化

交往密切的新疆各族民众，期盼祖国统一、家乡长治久安，始终

是推动新疆紧紧依偎在中华民族大家庭怀抱的强大动力。 

鸦片战争以后，日趋腐败的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总面积超

过 16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的新疆，几乎全被侵

略者所蚕食，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左宗棠统帅湘军平定“阿古柏之

乱”，并以武力配合曾纪泽收复伊犁，才有了今天的稳定疆域。

回顾近代新疆这段艰辛悲壮的历史，必将进一步激发新疆各族人

民热爱家乡、并为之更加奋发图强建设好美好家园的真挚情怀。 

备注：本篇所涉及的古今地名对照 

迪化—乌鲁木齐  凉州—甘肃武威  肃州—甘肃酒泉 

喀什噶尔—喀什  英吉沙尔—英吉沙  叶尔羌—莎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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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阗—和田  喀喇沙尔—焉耆  古城子—吉木萨尔 

归化—呼和浩特  辟展—鄯善  塔尔巴哈台—塔城 

绥来—玛纳斯  岳州—岳阳  辑怀—米泉  宝庆—邵阳 

蒲犁—塔什库尔干县  承化县—阿勒泰市 

          

 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末 

一、晚清时期的新疆局势 

地处祖国西陲的新疆，巍巍天山将它分隔成南北两大部分，

辽阔的辖区资源丰富，风光奇绝，是中国大西北一块令人神往的

宝地。自西汉以来漫长的两千多年，北方游牧部族为争夺这片热

土一直战乱不休，中央王朝为了统一江山，同样从未停止过征战。

直到 1877 年左宗棠率部平定“阿古柏之乱”，曾纪泽继于 1881

年重签《中俄伊犁条约》收复伊犁，才有了今天的稳定疆域。 

进入 19 世纪后，腐败的清王朝因长期闭关锁国，逐渐由强盛

走向衰落。原先同清朝保持着臣属关系的中亚浩罕汗国〔1〕因王都

浩罕〔2〕而名），却进入鼎盛期，垄断了新疆的进出口贸易，成为

我国在中亚最大的贸易国。为了牵制浩罕汗国乘经商之机扩大疆

域的野心，清政府决定在新疆地区逐步限制浩罕商人的活动。自

恃强盛的浩罕汗国对此颇为不满，因一直觊觎清王朝控制下的喀

什地区，支持新疆境内反抗清王朝的分裂活动从未中断。从嘉庆

二十五年(1820)起，浩罕国主曾三次协助逃亡在该国的白山派〔3〕

教长博罗尼都之孙张格尔〔4〕潜入南疆策动反叛。道光六年（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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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罕汗国又出兵相助赛义德·张格尔入侵新疆，先后攻占喀什噶

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复辟了和卓〔5〕的封建统治，

张格尔自称“苏丹”（意即国王）。道光二十八年（1828），经

过 3 万余清军的奋力征剿，张格尔兵败被擒，解至北京处死，史

称“张格尔之乱”才得以平定。 

鸦片战争〔6〕末期，沙俄趁清王朝疲于应对英法联军的战事，

采取各种卑劣手段侵吞了我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

泊地区，还占领了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7〕等中亚汗国的大片领

土。同治三年（1864），在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

新疆爆发规模空前的反清农民大起义，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

王的混乱局面。继首举义旗的库车农民一举攻占库车县城后，短

短几个月，库尔勒、迪化、昌吉、喀什噶尔、和阗、哈密、塔城、

伊犁等地也相继举行起义，给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伊犁、塔城的起义群众在进行反清斗争的同时，还同乘新疆动乱

之机入侵的沙俄展开了英勇斗争，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

出了贡献。 

天山南北的反清起义，开始时打的都是伊斯兰教的旗帜，并

以此为号召、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激励起义群众的宗教感情

和斗争精神，因而普遍取得了胜利。利用伊斯兰教组织的反清起

义，使群众模糊了阶级阵线和斗争目标，给宗教上层人士和封建

领主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混入起义队伍后，因其地位和影响，

都顺理成章地篡夺了起义领导权，继而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清

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蜕变成了反对异族统治和异教徒的民族大

对抗，最终几乎都酿成了历史悲剧。 

1864 年初春，库车地区无力交纳粮赋而被强迫在渭干河畔修

渠开荒的农民，因冻饿劳累，出工不够卖力，很多人被清政府的

小吏和伯克〔8〕鞭打致死。忍无可忍的民工被迫拿起小刀和石块，

杀死或打死了库车办事大臣乌尔清阿和 15 名伯克，库车城四周的

维吾尔、汉、回各族人民随之群起响应。6 月６日，义军攻克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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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不断壮大的起义队伍势如破竹，西起乌什、阿克苏，东达吐

鲁番、鲁克沁，未久都被义军占领，并一度与清军对峙于巴里坤

城下。起义军控制大片地盘后，当地封建地主、大阿訇热西丁霍

加后被“推举”为首领，自称“汗和卓”，建立了以库车为中心

的封建割据政权，并以“圣人穆罕默德最伟大的后裔”自诩，公

开举起向异教徒开战的宗教旗帜，库车、阿克苏、库尔勒等地蒙、

汉、藏人民惨遭疯狂屠杀。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因胜利

成果被宗教狂热分子热西丁霍加篡夺，走上了宗教仇杀的邪路，

导致以失败告终，最初奋起抗争的贫苦农民却仍然未能摆脱更残

酷的奴役压迫地位。 

热西丁霍加遣部攻取乌什与阿克苏时，当地阿奇木伯克〔9〕沙

依提战败，仓皇逃往喀什噶尔，投靠其兄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

明知北线吃紧，库吐鲁克伯克却麻痹大意，未及早与驻疏勒(时称

喀什噶尔汉城)的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联络，并作迎战准备，又

给喀什噶尔一带早有分裂割据图谋的其他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最终还导致了阿古柏的入侵新疆。 

库车割据政权建立不久，热西丁霍加开始极力向南部扩展势

力。伽师的回族土豪金相印(别号金老三)，伙同另一个绰号马秃

子(本名马元)的回族阿訇跑到阿克陶县，鼓动清政府派驻奥依塔

克（柯尔克孜语，意为“山涧洼地”，今为建制镇）的柯尔克孜

族伯克司迪克，乘乱举兵起事，并许诺如果能夺下喀什噶尔，便

拥立司迪克为王。 

早在窥伺动向跃跃欲试的司迪克受其蛊惑，当即派人到各山

区召集人马。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及汉城守备何步云闻讯大怒，

不思设法招抚，反而派兵前往弹压，滥杀无辜，招致群情愤慨，

各地军民相继起事。 

是年 7 月 26 日，叶尔羌城百姓暴动，占领该城。30 日，喀什

噶尔白山派头目托乎提·马木提也乘乱占领喀什噶尔回城，并自

称“帕夏”(国王)。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与胞弟沙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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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带人逃往汉城。金相印与马秃子趁此混乱之机，协助司迪克

组建暴动部队，进攻喀什噶尔。驻守喀什噶尔汉城的奎英即令库

吐鲁克伯克与沙依提伯克两兄弟率部前往截敌。双方激战于今疏

勒县塔孜浑一带，库吐鲁克军大败，率残兵落荒而逃不知所终；

奎英率清军坚守汉城。 

8 月，司迪克率部包围喀什噶尔回城。托乎提·马木提征调全

城百姓及宗教人士坚守，历经数日，弹尽粮绝。司迪克又乘机以

重金收买城内的浩罕商人做内应，最终一举攻占了回城。柯尔克

孜伯克司迪克自封喀什噶尔“帕夏”后，立即封金相印为大臣、

马秃子为“元帅”，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不满清朝统治的陕甘回民起义，迅

疾波及新疆，全疆各地民众也趁势而起，未久，喀什噶尔被伊斯

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接着柯尔克孜族部落

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首领金相印，又在混乱中赶跑了马木提·艾

来木，夺取了喀什噶尔。败逃的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浩罕汗

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和使自己

能在伊斯兰教徒中树立更大威信，司迪克闻讯立即派金相印等前

往浩罕城，想把流亡在浩罕自称“圣裔”的白山派教长博罗尼都

曾孙（张格尔次子）布素鲁克请回喀什噶尔，拟将其扶立为傀儡，

对抗马木提·艾来木。 

1865 年初，浩罕国阿克麦吉特要塞司令阿古柏受国主艾力木

库尔汗派遣，率 50 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返回喀什噶尔，从此开始

了实施其趁机入侵新疆和伙同民族败类出卖中国主权长达13年的

罪恶勾当。 

阿古柏和布素鲁克一到喀什噶尔，立刻组织兵变赶走司迪克，

于 1865 年底成立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哲德沙尔〔10〕汗国”侵

略政权。1867 年，阿古柏又抛弃布素鲁克另建“洪福汗国”〔11〕

一统南疆。1870 年，阿古柏攻占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

之间的联系，接着又收降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军残部，实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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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强。到 1871 年底，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

同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河流域，“伊犁将军”荣全〔12〕移驻塔尔巴

哈台。至此，清军除控有塔城、乌苏、哈密等少数据点外，新疆

全境都已沦陷。 

二、阿古柏之乱 

1864 年 12 月，金相印奉命抵达浩罕王都，请求艾力木库尔汗

让他将流亡在塔什干的布素鲁克带回喀什噶尔。素有觊觎新疆之

心的艾力木库尔汗听后，认为机不可失，立即答应。于是派人找

来正处于穷困潦倒中的布素鲁克，许诺将封他为喀什噶尔“帕夏”

（国王），但必须尽心为浩罕汗国效力，好好“合作”。布素鲁

克大喜过望，发誓一定密切配合。老谋深算的艾力木库尔汗，对

这个此前一文不名的“霍加后裔”不肯轻易相信，思考再三决定

派一名得力心腹陪同前往。这时，阿古柏正为自己处境不利而苦

恼，浩罕统治者也在为如何打发阿古柏犯愁，命运之神于是选中

了这个政治“赌徒”。 

阿古柏原名穆罕默德·牙库甫，1820 年出生于浩罕国塔什干

城郊匹斯坎特镇。他有了权势以后，被称为“牙库甫伯克”，汉

文的“阿古柏”，其实是“牙库甫伯克”约定俗成的不确切译音。 

  这个至今族属不详的阿古柏，父亲是个专为病人诵经的宗教

职业者。出生不久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了一个屠夫，当

屠夫的养子也未能长久。后来母亲病故，他又成了孤儿。少年阿

古柏因面容姣好、身段苗条被街头艺人收留，大约 10 岁就以精湛

的舞艺，成了一个舞姿出众的街头“巴特恰”（男扮女装的舞童），

后被一名路过塔什干的浩罕官吏看中，将其收为娈童（被猥亵的

美少年之意，也作男妓解），带回首都浩罕城。这位浩罕官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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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乖巧伶俐，未久又将他转送给了浩罕国王玛达里汗的侍卫官穆

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从此开始扶摇直上。 

长于阿谀逢迎的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很快从霍占特

城的阿奇木伯克升为浩罕汗国将军。在流浪生涯中同样精于此道

的阿古柏，也随之主贵仆荣。可惜好梦难久，1842 年，马达里汗

与布哈拉汗国交战死于沙场，浩罕城也被占领，全国一片混乱，

穆罕默德·卡里姆也在汗位的角逐中身亡。主子一死，阿古柏随

即回到家乡投奔塔什干总督纳尔·穆罕默德·库什伯克，并将自

己漂亮的胞妹作为献礼，顺利地成了库什伯克的副官。未久，库

什伯克委他为五百户长，负责镇压塔什干一带的哈萨克人起义。

阿古柏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860 年左右晋升为阿克麦吉特要塞

司令，成为一方诸侯，从此便被人尊称为“牙库甫伯克”。 

马达里汗执政期间实行的暴虐统治，引发全国各阶层强烈不

满。1842 年马达里汗战败身亡后，王族内讧和宫廷政变层出不穷，

政局日趋动荡，沙俄也不断进行侵扰，浩罕汗国开始走向衰落。

面对这种倾轧鲸吞的动荡时局，已在军政界崭露头角且颇有远见

的阿古柏，早就在寻求新的出路，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帕米尔以

东的新疆喀什地区。恰在这时，浩罕国新主艾力木库尔汗派他护

送布素鲁克返回喀什噶尔，简直是天赐良机。 

同治四年（1865）初春，由阿古柏督队、金相印陪同，布鲁

素克一行数十人踏上了返回喀什噶尔的归途。切盼布素鲁克回来

的司迪克与马秃子等，早已恭候多时。但当司迪克见布素鲁克身

后多了个阿古柏时，心中大为不快；虽然自己也是举兵起事妄图

称霸一方，但让外国人来插手，却又并不情愿，自然难免心生芥

蒂。初见时的气氛虽不愉快，但主客之间都心照不宣，盛大的欢

迎宴会竟持续了整整 5天。 

布鲁素克无德无才，仅有一个“圣裔”虚名，沙迪克要的也

仅仅是利用这点“名气”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几天短暂相处，狡

猾的阿古柏便已洞悉司迪克的用心，于是暗中挑拨布素鲁克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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