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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政协主席 侯其庆

腾冲地灵人杰，英才萎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许多

优秀人物，辉耀于政界、学界、军界、工商界、侨界。这些优秀

人物思想和事迹，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和

先进生产力。这些优秀人物都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与中华民

族同呼吸共命运，对祖国和家乡的变革和建设做出了历史贡献。

其中有的人物的社会影响不仅省内外知名、而且闻名于国内外，

走向了世界。 如著名社会活动家、民国元老、北洋政府兼署国务

总理农商总长李根源，辛亥革命腾越起义首领张文光，马克思主

义大众哲学家艾思奇，他们的名字都载入了中外史册。

腾冲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历史上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对

外贸易重镇，云南著名的华侨之乡、文化之乡、工商业发祥地。

现在又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对外开放口岸。在近代由

于英、法帝国主义对邻邦缅甸、越南的侵略，尤其是太平洋战争

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边地腾冲处于民族危难中，腾

冲人民面临严峻的挑战，深知民族必须觉醒，寻求救国救民的途

径，立志反帝反封建，保卫边疆，报效祖国，捍卫民族尊严，振

兴中华。加之腾冲人出国时间早，人数多，对外贸易的发展，带

来了腾冲的繁荣，商城的崛起，文化教育的发达，人才培养受到

高度重视。腾冲人尤善于吸收、引进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

服务于家乡和祖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 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必

然造就了一代代英杰。 诸如抗英英雄李珍国、左孝臣;抗日县长

张问德;民主主义革命者 、 同盟会员张文光、 ~J辅国、张成清、



2 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人物专辑)

李曰坡等;侨领尹蓉、毛应德、寸海亭、张宝廷等;日本留学生

寸辅清、李致卿、张天放、张德辉、寸树声、明增额等;工商翘

楚王少岩、伍集成、李镜天等。灿若明星，光彩四射。这是腾冲

人民引为自豪与光荣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部人物专辑的出版，就

是为了发掘腾冲丰富的人文资源宝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以

此作为政协腾冲县委员会向新世纪奉献的一份厚礼。

人物专辑采用"三亲"写实原则，都是撰稿人的亲历、亲

见、亲闻。撰稿人多是传主的后裔、亲属或知情者。对 30 位著

名人物所处的时代、所从事的活动、所参与的事件及所建树的历

史功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到史料翔实充分，记述实事

求是。对于弘扬腾冲先贤思想敏捷、通达哲理、开明进步、艰苦

创业、尊师重教、为官立本、清廉务实、深明大义、报效祖国的

精神境界和崇高品德;对于启迪后人学习了解腾冲历史，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对于把腾冲建设成为文化强县和旅游大县，推进腾

冲县的文明繁荣与进步，实现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

有重要意义。

人物专辑的出版，是我们挖掘人文资源宝库的进一步深化。

在腾冲这块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热土上，人文资源的开发还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开拓创新，把这项

工作做深、做细、做好。 让文史资料的抢救出版工作，为改革开

放，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2∞1 年 10 月 31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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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罔 (1827 年一1887 年) ，字聘三，腾冲洞山乡
下绪罗人。 曾参与镇压云南回民反清起义，转战 18 年，

升任威远营参将、腾越镇标中街、左营都司、龙，陵营参

将、 语封匡勇巴图鲁、腾越守备总兵官副将。 1875 年的

马嘉里事件，李珍国受牵连，至昆明入狱候审，后削职

回腾，又被腾越镇总兵委中将游击。 1884 年春，清政府

派其出兵八莫安抚。 次年，缅亡于英，李珍国再次请续

往救，不许，遂辞官回乡 。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病

故，葬于来凤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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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国与腾越回民起义、

马嘉里事件

高镇仁

李珍国，字聘三，腾冲县洞山乡下缔罗村大人家巷道人，生

于清道光丁亥年( 1827 年)农历十月初十日巳时，强于光绪十

三年(1887 年)农历十月二十丸日申时，享年 61 岁 。

李珍国的始祖原为江苏南京籍，明洪武年间，随傅友德、蓝

玉、沐英南征至腾而定居腾冲，至李珍国时已传十余代。李珍国

的父亲名汝龙.娶季氏、樊氏，生三子，长子翰国，次子柄国，

均授同知衔。珍国为第三子，自幼聪慧，口可容拳，他不好诗

书，而热衷武艺，拳棒精通，刀枪剑靴，样样皆能，攀橡飞纵，

敏捷似猿。他胆大超人，不畏强暴，村里豪强，都很怕他。成年

后，到昆明，结识了岑毓英，岑当时任宜良县官，困境内土匪猖

獗，毓英请他率乡勇平定了匪息，被奖五品军功。

清咸丰六年 (1856 年)农历八月，云南爆发杜文秀领导的

以回民为主体，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清朝黑暗统治的回民起

义。杜文秀攻下大理，建立了兵马大元帅府。农历十月初三日

晚，腾冲帮会头目赵联成等人在新生邑烧房为号，围攻回民，回

民被迫集中到城东门清真寺抵抗，第二天撤退到龙江马家村等

地。十月十五日，龙江一带发生大规模屠杀回民事件，回民集中

到马家村、乌索等地抵抗。驻守南甸营清军千总张阶(回族) , 

为支援腾越回民，到杉木宠邀约少数民族千余人攻南甸蓄，不

克，遭杀害。 此时，腾越厅同知王秀毓召集 18 练士绅会议，决

定对回民进行镇压，由李含瑛、革焕章、 刘照青等成立军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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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都司陈尚德

统领官兵和各

抚夷兵，并募

乡勇五六千

人，由赵联成

带领，进攻马

家村、大水塘

等地;命抚夷

孟学邦、许登

程、练总黄德

珍国孝忠清廷被t告封匡勇巴图鲁 、 协镇都督及 率兵勇 l仪刘 多

抚彝军官衔牌。 人，进攻乌
索。 这时，李珍国在昆明，应腾冲文武官员和 18 练士绅之请，

飞速赶回腾冲，统带 18 练团丁，对回民起义进行镇压。

咸丰七年四月，起义军首领马元喜带领 150 多人，由杉木笼

援救马家村，接连攻破赵联成营 96 座，赵败回城。 进攻乌索的

中营游击施化庸也在半路遭义军伏击，大败而归 。 乌索及大西练

义军在柳应苍率领下，联合边地各少数民族，先后攻下大西练的

碗窑、罗香 ， 缅篝的樊家营，古永的庙坡、董家寨等地。

咸丰八年，柳应苍在进攻缅篝、小西等地时，打死前来救援

的城堡民团头目王宣德等。 马家村起义军 1 万多人，在马国笙等

人带领下，攻占了东山脚一带村庄，两路义军威JM腾冲城。王秀

毓赶紧布置李珍国防守黑泥庙 ， 尹维新防守黄土坡，又调刘光

焕、杨占乙、蒋相士等率练勇援救，打退了义军的进攻。 是年

冬 ，柳应苍攻占了固东、 JI阪江、马站等地，杜文秀任命柳应苍为

将军，马国室为都督。

咸丰九年，柳应苍出大西练，攻缅篝 ; 马国窒攻占最宋关，

向河西、南匍进攻，然后转往明朗，与乌索军会合o

咸丰十年，在起义军沉重打击下，王秀毓病气交加而死，军

政大权由总兵明庆掌握。 是年，柳军出小西 ，向腾ìJ:IJ城进攻 ， 李

珍国领兵救援、将柳军打败，柳应苍退到缅管，转攻大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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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顷。经多次攻击，清军武装大部被击溃，只剩李珍国、刘光焕、

尹维新等几股。 河西守将陈上进焦虑而死，千总马启华被打伤，

冯孝德投江自杀。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起义军杨威大都督蔡发春攻破永

昌，向腾冲进攻，柳应苍又一次攻城。 九月十七日，起义军定南

大将军马兴堂率 2 万多人攻占大董。 十八日，柳攻破满金邑 。 十

九日，马兴堂击败李珍国，攻入琦罗 。 此时，腾冲大部分地区被

起义军占领，李珍国，尹艺率部退至梁河、盈江，李珍国的家眷

也迁往盈江暂住。 九月二十一日，明庆开城投降。 操纵杀回的施

化庸、举人金泽、拔贡亦庆云以及尹维新等被处决。 十二月后，

起义军向残留的清朝武装进攻，在古永、南甸 、 龙江等地对峙。

蔡发春在古永篝口的对峙激战中中流弹身亡。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李珍国、尹艺联结腾越厅所属七土司，

与义军战于弄璋，义军虏获李的妻子、儿女，称若再进攻，将杀

掉他的妻子、儿女。 在阵前，李对其妻子、儿女喊话我既以

身许朝廷，不能以私害公，汝等既被擒，宜求速死。"其妻杨氏

及儿女当即被杀害，其子含裕被一回民收下抚养，到起义军失败

后将其子送回 。 李珍国在土司地区，招募四方兵勇，扩充部队，

又得缅王资助饷费，土司运给军粮，军威大振 。

同治初年，李珍国率部将盈江、梁河的起义军击溃，又率部

将龙陵的起义军镇压下去，收复了龙睦 。 然后率部围攻腾冲城。

同治五年(1866 年) ，杜文秀派大司空李国纶率万余人到腾

冲镇守，李到腾后，整肃军纪，惩罚义军中的不法之徒，免除一

些苛捐杂税，开展对外贸易，大大提高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又攻

下了许多据点，尹艺被击毙，李珍国退守杉木笼。

同治七年二月，李珍国率部会向各地团练，一齐向腾冲城围

攻，双方激战半年，李国纶坚守不动，清军多次增兵，腾城始终

没有攻下。

同治十年，永昌回民起义军失败。 同治十二年春正月，大理

起义军失败。 腾冲清军大举加紧攻城，围攻 2 年多，参将王祖佑

被击毙，云南巡抚岑毓英调总兵徐联魁、提督杨玉科到腾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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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各路清军齐围腾城。 五月初五日，清军用地炮将城墙轰倒数

十丈 ， 起义军与清军血战，死亡四五千人，起义军将领马太康、

马国升、马双龙等 50 多人战死 ， 李国纶退守乌索。

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四日，李珍国率部绕后甸坝与清军配合，

协力攻破乌索，起义军多数壮烈牺牲，李国纶、柳应苍率残兵

lαm 多人退到云峰山，清军继续追击，云峰山被攻破，柳应苍

被俘牺牲 ; 李国纶率十多人潜入龙江，于七月四日被丁槐俘获，

就义于橄榄寨黑山门 。 至此，腾冲起义军被镇压下去，宣告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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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战转军义起与国珍李

腾越总兵朱洪幸报云南巡抚岑毓英为李珍国建

盖的住宅一一"将军第"。

守备总兵官副将。

腾冲回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紧接着李珍国又参与策划了马

嘉里事件。

清咸丰元年至九年 ( 1 851 年-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腐败的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卖国的 《天津条约》和 《北京条约) ，

使英法帝国主义的势力控制了沿海地区，并深入到武汉一带的长

江下游。 其野心仍未满足，咸丰九年 (1860 年)后，英国当局

一直妄想打开清政府谨慎关闭着的西南后门，夺取中国西南及西

部地区的广阔市场，他们策划使英国势力从印度 、 缅甸经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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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川延伸到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英国势力联成

一片 。 这就是马嘉里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 。

同治十二年六月 二十九日 ( 1 873 年 7 月 23 日 ) ， 英国驻缅甸

曼德勒的政务官，建议成立一个英国探查团，从八莫进入云南。

英驻缅甸的事务长官接受了这个建议 。 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 日

(1 874 年 4 月 1 8 日) ，英国内阁印度大臣沙士勃雷侯爵发出训令 ，

完成由印度经缅甸进入云南商路的勘查 ， 决定为入境人员提供全

部武装，在"新华西探路队"的招牌下，由印度殖民政府军筹组

一支远征军。 这支远征军共 193 人，任命前任驻撒亚缪副政务长

官柏郎上校为负责人，组成人员有黄河新道的勘探人伊利亚斯;

有博物学家安德森博士 ; 有 16 名担任多种任务的官员 ;还有 17

名印度士兵 ， 150 多名缅甸士兵，以及一些其他人员 。 阴历五月

三十日(阳历 7 月 13 日) ，印度总督打电报给英国外交部 ， 通知

远征军将于次年十月 ( 1 874 年 11 月)起程 ， 其路线是 : 从印度

经曼德勒到八莫 ， 然后至腾越和大理 ， 要求外交部设法向北京清

政府索取入境签证。 英驻北京公使戚妥玛答应"可以想刃法使

这个探路队凭护照进入中国边境。"他的办法就是设计一个骗局，

向清政府总理衙门骗取入境签证。 六月三日 ( 7 月 16 日) ， 威妥

玛派参赞梅辉立到总理衙门提出要求说印度总督希望派三四

名官员从曼德勒越过中缅边界来华旅游 ， 目的地不能确定 ， 可能

来北京上海，或者由原路返回要求总理衙门在英国使馆填写

的护照上加盖印章;并要求中国政府通知沿途各省官员 ， 对翻译

官及印度来的官员给予协助。 对此，总理衙门的官员曾产生过

"英国旅游者为什么不从上海入境而要从滇缅边界入境"的疑问，

但仍然在护照上盖了章。 威妥玛即在公使馆内挑选了一名精通中

国语言、熟悉中国人情和彻底了解英国对华政策的官员马嘉旦前

往滇缅边境，引导英国人员入境。 总理衙门对英国三四名官员 由

缅入滇"胀游" 的用意是有所觉察的，他们签发护照后 ， 专门致

函云贵代总督兼督抚岑毓英，提出两项要求 : 一是 "伤所属于该

翻译官到境时 ， 量为照料 二是 "以英人蓄意欲由印度至缅开

通陆路，设领事通商，嘱囱该督抚留意，预伐其谋" 。 云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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