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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读史

袁世凯与朝鲜壬午兵变
袁世凯投笔从戎后，正在登州帮办海防的庆军统领、干爹吴长庆接纳

了他。干爹对他很好，所以袁世凯憋足了劲儿要好好干，在致二姐的家书
中表示“诸蒙赏识，恨无以报知己也”，“能不勉力前进也乎”？机遇总是给
那些想干事的人。1882年，中国的小兄弟——朝鲜兵变了，史称壬午兵
变。借此机会，袁世凯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端木赐香（历史学者）

当时，袁世凯本来还想
回家再参加一次科考呢，可
军令先到了：着统领北洋水
师记名提督丁汝昌（后又电
令道员马建忠与丁汝昌同
行）带军舰三艘、驻登州帮办
山东防务之广东水师提督吴
长庆带淮军六营，赴朝平乱。

吴长庆接受任务后令张
謇筹划出兵事宜。张謇感觉
任务重人手少（好多幕僚都要
回家参加科考），遂提议让袁
世凯帮忙。袁世凯一看有事
做，就把科考的事儿推到后脑
勺了。吴长庆给他一个前敌
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相当
于现在的后勤补给。清军乘
船东渡。袁世凯随军出征。
在船上与人张灯夜话，豪气干
云，引起了朝鲜官员金允植的
注意，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袁：我欲提劲旅数百，直
入京城，何如？

金：未为不可，到仁川后
观机酌行恐好。

金：何故头发半白？
袁：弟少孤，有志四方，

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
致早白。

金：正当登画麟阁之年，
已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
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
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

到达朝鲜的南阳港后，
吴长庆希望乘敌不备连夜登
陆直击汉城。军中老营官偷
懒怯敌畏缩不前，不是说晕
船就是说天黑。袁世凯自告
奋勇，两小时内登陆成功。
登陆时光着脚在岸上跑了一
里多路，两脚都磨出了血
泡。登陆后又自任先锋为大
军开道 60 里，安营扎寨后又
回头迎接吴长庆大军。吴当
众大加夸奖。

当时的清军，没有近代
意义上的职业化，靠烧杀抢
掠来弥补经费之不足。进了
朝鲜地界，传统当然发扬光
大了。袁世凯认为抢夺有失
大国形象，遂再次自告奋勇
整顿军纪。吴长庆正为此发

愁呢，遂授他全权并给令
箭。之后袁世凯前来汇报工
作，说有大事要禀明大帅，军
中有人抢劫。吴长庆厉声问
为何不严办？袁世凯答曰：
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
有七个人头呈验。吴一听，
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
真不愧为将门之子。”之后驻
朝军纪大有改善。

关于平乱，吴长庆、丁汝
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最后
定议诱捕国王父亲大院君，恢
复国王政权。随后，吴、马、丁
三大头拜访大院君，等其回拜
时，吴、马邀请其入帐笔谈，袁
世凯在外头挡住其护从卫
队。吴、马在里头把大院君押
下，送到军舰上，一路顺风，直
接把人押到了中国。

这次平叛，年仅 24 岁的
河南小伙袁世凯表现突出，
清政府论功行赏，吴长庆给
李鸿章提供的名单首列袁世
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
鸿章给的评语是“治军严肃，
剿抚应机”。袁世凯得补用
同知（五品），并赏戴花翎。

■ 田野笔记

盛世重修土地庙

□岳永逸（民俗学者）

为了文化遗产的名和
日常生活的需要，2010年前
后山东枣庄不少村子掀起
了重修土地庙的热潮，东龙
头村就是其中之一。东龙
头与北龙头、南龙头呈“品”
字形分布，原为一村，于明
洪武初年建村，并因村东的
九龙庙得名“龙头湾村”。
正月二十七的龙头庙会曾
经是当地的一件盛事。但
因城市扩张，已经位于城区
的龙头庙会因阻碍交通等
原因于 2003 年取缔。在一
定程度上，信仰生活的缺
失、公共空间的减少和传统
文化的热浪为这一带村子
土地庙的重修提供了契机。

2010 年 ，经 过 村 民 出
钱、出工、出力修建的东龙
头村土地庙落成。在六株
古槐的拥庇下，手扶拐杖，
笑呵呵的土地爷和他的糠
糟之妻土地奶奶在重修好
的土地庙内正襟危坐。按
惯例树立的《重修土地庙碑

记》中有下述文字：

“先人感皇天后土之恩，
企胤嗣万代之盛，于村前建
土地神庙一座。神祠历经沧
桑之变，年久失修，毁圮殆
尽，已夷为平地，其遗址仅存

‘槐抱椿’等老树六株，实难
秉承殡葬之祭，益难慰藉逝
者之亲。故重修土地神庙，
诚为村民之夙愿也。今逢
盛世，党恩浩荡；政通人和，
社会安定。为尊崇民间风俗
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传
承古代传统文化，不悖先人
懿德，不负后人懿行，村民
自行发起，重修土地神庙。
兹议一出，杂然相许；慷慨
解囊，众心成城。祈望土地
之神安位，并广施恩露，荫
庇众生，泽及百世。使一方
百姓，安居乐业，家和事兴；
人丁兴旺，财运亨通；四季安
泰，福寿康宁。特镌石立记，
以润后昆。”

或许是要让自己村占
地面积同样不大的低矮土

地庙盖过北龙头、殷村、郭
村等村土地庙的风头，就在
土地庙的落成典礼的日子，
主事人请来道士为土地爷、
土地奶奶塑像开光，请了庙
戏，还摆 58 桌酒席宴请村
里享受照顾的 60 岁以上的
老人、捐款超过百元的村民
和赞助单位的领导，并将就
餐 者 名 单 张 巨 幅 红 榜 公
布。树大招风，颇有“夸富
宴”色彩的东龙头村这一土
地庙落成仪式引起了当地
媒体的关注和评说。一度
沉寂的小村子再次掀起了
阵阵涟漪。

其实，哪怕就是有敛财
的嫌疑，在土地已经极度短
缺的当下，这一带焕然一新
的土地庙纷纷再次矗立起
来，本身就值得深思。它
虽是当下社会综合征的反
映，但却多少表达了人们对
土地的敬畏和土地爷、土地
奶奶形象随意被利用的低微
地位。

这时，俗人什么样的由
头、动机反而无足轻重了。

在当下北京、重庆这些大都市的核心地带，还没听说有土地庙重建的消
息，人们在续写着“无神”社区的神话。距离一线城市有些远的地方则是另一
番风景，尤其近来，在一些经济水平有起色的村镇，曾被夷平的土地庙也获重
建，例如2010年前后山东枣庄“龙头湾村”重修土地庙一事，曾一度引起关
注，这背后的文化与经济意义，也发人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