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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晚清的军队，我们的第
一反应常是“不堪一击”“一溃
千里”等字眼。
　　但是在大清朝的最后几年
里，军队却是清朝统治者的“信
心源泉”。
　　比如《张文襄公》年谱里就
记载，晚清名臣张之洞与摄政王
载沣议事时，张之洞提醒载沣要
防止“激变”，却不料年少气盛
的载沣，接着一句豪言“有兵在”。
　　当场叫张之洞张口结舌。
　　而这撑起包括载沣在内，诸
多清末统治者底气的“兵”，就
是晚清军界一支特殊队伍——有
着“御林军”之称的禁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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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清末年间，诸多早已孱
弱不堪，在庚子国难里遭尽吊打
宰割的各路“御林军”来，清政
府在 20 世纪初重新编练的“禁
卫军”，却是大不同。
　　也正是因为“庚子国难”里
的惨败，清王朝才痛下决心，不
惜血本要组建一支战力强大且绝
对忠诚的“禁卫军”。
　　这支部队从 1905 年起开始
筹备，1911年7月正式完成编练，
对外号称数万，实际也有两协共
一万两千多人的规模，除了步兵
外，还有马队、炮兵、工程兵等
各兵种，俨然一支近代陆军。
　　这支陆军有多强？
　　首先可以看看其“建军模
板”——德意志陆军。
　　整个禁卫军的编制、管理、
战术、训练乃至武器装备，都一
板一眼跟着德国学，士兵的常规
装备，几乎是清一色“德国造”。
　　因此禁卫军的军容与操练，
都有着浓厚的德国元素。
　　这支军队的掌舵人，是载涛、
良弼等晚清贵族里的俊才，其基
层的军官则来自各旗营里的“壮
勇”，还有许多归国留学生，这
些军官熟悉近代战争，整体素质
较高，甚至可以说“高手如云”。
　　这支军队不但有着优厚的待
遇，更有着严格的选拔标准：士
兵年龄控制在 17 到 25 岁之间，
每个士兵的身高必须在一米 6 以
上，且要身家清白身体健康无不
良嗜好。
　　这在晚清军事史上，确实称
得上风气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一万两千人
规模的禁卫军里，除了步兵第四
标由汉族兵将组成外，其他人几
乎清一色的旗人官兵。
　　这也叫晚清统治者们格外放
心。
　　就这样，全新面貌的禁卫军，
在 1911 年 9 月 14 日北京德胜门
外阅兵仪式上闪亮登场，其威武
的风姿叫摄政王载沣等晚清皇族
们喜不自胜，大赞禁卫军“精
神振奋”“成效昭著”“深堪嘉
许”——有这样一支“御林军”
在，大清江山似乎无忧了。
　　而这一天，距离那场震惊天
下，最终让清王朝黯然落幕的辛
亥革命，已经不到一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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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禁卫军
又忠诚又能打，那为什么没有在
几个月后“挽救大清”呢？
　　而在清王朝宣告退位后，这
支曾让晚清统治者底气十足的
“虎师”，命运走向又如何？
　　这事儿，就得先厘清一个事
实，看上去很强大，叫载沣很满
意的禁卫军，到底能不能打？
　　虽然从制度、装备、管理等
各个环节，这支禁卫军都努力向
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德军看齐。
　　其掌舵人载涛、良弼等人，
也确实是清末贵族圈里少有的实
干型人才。
　　但这支军队，毕竟是诞生在
清末烂透了的大染缸里，所以晚
清军队该有的毛病，这支看似风
气一新的御林军，其实一样都没
少。
　　1911 年时，载涛本人就无
奈承认禁卫军“但仍有逃亡，行
文查拿，百无一获”。
　　连“士兵开小差”这类事儿，
它都没解决好。
　　待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传
说中“高手如云”的禁卫军，在
需要“见真章”的时候也露了馅。
　　当被清王朝请回来“救火”
的袁世凯，提议禁卫军南下与革
命军作战时，作为禁卫军掌舵人
的载涛就主动退让自请解职，铁
良、良弼等原禁卫军高级将领也
都被陆续调走。
　　袁世凯的心腹冯国璋出任禁
卫军总统官，由于冯国璋曾担任
皇室贵胄学堂总办，许多禁卫军

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很容易
就接管住了这支部队。
　　而随着原禁卫军统领，晚清
宗室“五虎”之一的良弼被革命
党人刺杀，许多贵族都吓破了胆，
冯国璋也趁机加强了对禁卫军的
控制，这支曾被载沣给予厚望的
“精锐”，彻底落入了“载沣死
敌”袁世凯的手里。
　　待到“袁世凯内阁”与“南
京临时政府”达成“优待协议”，
清室逊位已成定局时，根本保不
了大清江山的禁卫军，也迎来了
自己最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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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年 2 月初，即距离清
王朝宣布逊位约十天时，冯国璋
来到禁卫军驻地训话，除了向禁
卫军将士提前宣布了“清室逊位”
的消息。
　　这支以旗人为主的部队，在
听说“清室逊位”时，有人当场
就哭了，也有人交头接耳议论，
但也有士兵面无表情站着，仿佛
此时与他们无关。
　　随后，冯国璋更当场以身家
性命担保：“不论我（冯国璋）
以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
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
系。”
　　在得到了冯国璋的担保后，
禁卫军总算安静了下来，冯国璋
又赶快从禁卫军里选出两人给自
己当护卫，每月发 50 两银子的
军饷，表示只要自己没有兑现对
禁卫军的承诺，这两个人就可以
“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
家属报复”。
　　这么一来，在晚清政权交接
的关键时刻，禁卫军总算是安静
下来了。清王朝退位后，冯国璋
也果然兑现了承诺，一直牢牢抓
着禁卫军，后来禁卫军改编成了
陆军第 16 师，做了冯国璋的嫡
系部队，其军官依然还是晚清禁
卫军的“老人”。
　　特别是那两个护卫，无论冯
国璋出任都督，还是就任“中华
民国大总统”，他俩都紧紧跟在
其身后，是为民国政坛一景。
　　冯国璋去世后，已经是“第
16 师”的禁卫军又卷入到直皖
大战里，并很快被解散，这支风
光一时的近代军队，就此彻底退
出了历史舞台。

清朝灭亡后，数万御林军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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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侵
略铁蹄，以载涛为代表的一些
“原禁卫军将士”虽然已白发
苍苍，却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威
逼利诱，狠狠打脸了那时代的
“精英汉奸”们，也守住了作
为中国人的民族大义底线。
　　这，应该是这支禁卫军短
暂的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刻，
没有之一。
　　一支禁卫军，半世纪浮沉
岁月，多少家国兴亡的感慨回
味在其中。

　　云南镇雄“1·22”山体滑
坡灾害处置指挥部 25 日晚召开
新闻发布会，镇雄县县长杨绪
春称，截至当日 20 时 4 分，44
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搜救出，均
无生命体征。镇雄县委、县政
府已研究确定了过渡安置措施，
对遇难者家庭，由政府统一安
置到县城安置小区，过渡安置
期限暂定 6个月。
　　1 月 22 日 6 时许，云南省
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发
生山体滑坡，造成 18 户房屋被
掩埋、44 人失联。
　　灾害发生后，镇雄县迅速
响应，成立“1·22”山体滑坡
灾害处置指挥部，调集挖掘机、
装载机、消防车等各类救援设
备和车辆 270 余台 ( 辆 )、搜
救犬 80 犬投入抢险救援，整合
应急、消防、公安、能源、民兵、
自然资源、矿山救护等 28 支救
援力量 1557 人开展现场救援。
　　第一次初步核查的 47 名失
踪人员中，有 3 名失联人员灾
害发生时外出，于 1 月 23 日取
得联系，因此实际失联人员为
44 名。1 月 25 日 20 时 4 分，
经过救援队伍连续 85 小时的昼
夜努力，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
搜救出，44 名失联人员全部找
到，均无生命体征，全部遇难。
　　杨绪春称，在充分尊重遇
难者家属意愿，协商沟通后，
对遇难者遗体接运、寄存、穿洗、
火化、骨灰盒等殡葬服务工作
作了妥善安排，费用由县政府
全额承担。及时落实遇难人员
抚慰、抚恤等救助政策。
　　本次灾害共紧急避险转移
安置群众 223 户 918 人。镇雄
县委、县政府已研究确定了过
渡安置措施，正在制定灾后恢
复重建方案，确保受灾群众得
到妥善安置、重建家园。对遇
难者家庭，由政府统一安置到
县城安置小区，过渡安置期限
暂定 6 个月；其余家庭，可选
择安置小区进行集中安置，也
可自行选择在受影响区域外投
亲靠友、租房等方式过渡安置，
政府给予补助，补助期限暂定
6个月。

云南镇雄山体滑
坡致 44 人遇难 
遇难者家庭由政
府统一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