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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广西“迁省”风波探究＊

张　季

［摘　要］省治所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一省发展，更与地缘政治发展息息相关。肇端于清季的广西迁

省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民国元年曾在广西激发了政争，但并未最终解决。张鸣岐主掌广西民政之

后，提出省会迁回桂林。此议得到了桂林绅商的大力支持，却遭到了南宁方面极端抵制。都督陆荣廷从最

初表面支持，继而暗中指使军官反对，最后直接发电反对迁省。由于地方实力派强力反对，正在筹备帝制

的袁世凯遂收回成命。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广西迁省风波不止是民元政争的延续，亦非简单的党派之争，而是反

映出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博弈和边疆治理理念的变迁。

［关键词］广西；迁省；桂林；地方治理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５８３　０２１４（２０２２）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８
＊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广西迁省于清季已逐步实施。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推动之下，南宁于

１９０６年自开商埠①，提督迁驻，“巡抚半年驻邕，半年驻桂”②，由此南宁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逐渐上
升，为民国初年广西“迁省”（按：指迁省会）于南宁奠定了基础。民国初元，围绕着迁省问题，各派政治
力量相互角逐，广西政界风波乍起。广西都督陆荣廷选择与南宁方面议员合作，桂林方面无计可施，
只得妥协，但迁省南宁未完全实现。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５年前后，迁省问题重提，再次成为政治风潮，此次与
民元主要是在南宁与桂林双方势力之间展开争斗相比显有不同，更多地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争斗。

学界既往多关注清季以至民国初元的广西迁省问题，大体认定该问题已在民国元年得到了彻底
解决，基本无视１９１５年前后的广西迁省风潮。且立论多从革命党与立宪派斗争的角度诠释民国元年
的广西迁省之争③。这一貌似公允的判断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夹杂了先入之见，误入了前人故施的迷
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广西迁省的历史渊源及实际发展脉络。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广西迁省风潮的历程，探究其背后所反映的各方利益纠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探讨省
治迁移的深层面原因，并从一个侧面阐释为何革命党与立宪派之争成为广西迁省的表面动因。

一　迁邕与迁浔难定

民国初元广西迁省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南宁、桂林双方争执不下。后由都督陆荣廷提议以都督驻
邕，议会随同建设，六司驻桂。北京政府国务院同意了陆荣廷的调停计划，并将此议提请参议院议决。
参议院经过讨论，认可了这一意见，同时指出迁省问题最终交由广西临时省议会决议④。随后按照中
央政府的指令，在都督陆荣廷的授意下，在桂议员及六司代表等先后前往南宁。至此，延续长达半年

·９５·

＊

①

②

③

④

＊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清季民初广西基层社会动乱与治理研究”
（２０２０ＱＧＲＷ０１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２０＆ＺＤ２３２）。
《总署奏遵议广西南宁作为中国自设口岸折》，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３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版，第２６４８页。
《岑春煊主张广西暂不迁省电》，《新闻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８日，第１版。

相关研究主要有沈奕巨：《清末民初广西迁省之争》，《学术论坛》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第１１３～１１７页；钟文典：《１９１２年广西的“迁
省之争”》，《近代广西社会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９～１２６页；蔡洁：《“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
《安徽史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０３～１１０页。沈奕巨提及了１９１５年前后的迁省风波，蔡洁认为广西“迁省之争”既彰显了民
元广西的党争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势力的弱势统治。
《参议院咨大总统广西迁省事宜应俟该省临时议会成立后讨论确定文》，《政府公报》第５４号，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３日，第３页。



之久的迁省问题以桂林方面的被迫妥协而暂告一段落。
主张迁省南宁者本以为目标即将达成，没曾想又横生出不少波澜。因为南宁方面议员内部对于

省城不设在桂林意见基本一致，而关于究竟迁省何处意见则不甚统一。在与桂林方面进行唇枪舌剑
争论之时，南宁方面内部即有不同声音。早在１９１２年７月初，就有报道称在南宁的议员中有半数主
张迁省浔州，“以为调和桂、邕两党之计”。而在与桂林方面争执尚是主要矛盾的情势之下，南宁方面
议员内部的不和被暂时掩盖，反对迁省南宁者“虽默具此意见，尚未发表”①。

广西临时省议会自迁往南宁以后，主张以桂林为省城者寥寥无几。议员大体主要分为两派，一派
主张迁省浔州，另一派主张迁省南宁，“皆誓争到底”。１９１２年１０月中旬，有议员提出《迁省讨论案》，
“一时众喙沸腾”。桂林府议员宣言省治以不迁为上，如果决计迁设，以南宁为省城缺点甚多，不如浔
州为优。浔州、梧州、柳州、平乐、庆远等府议员群起赞同，而南宁、太平、百色、泗城、镇安等府议员抗
驳甚力，“人多语杂，闹成一片，终以相持不下而散”②。桂林府议员明知此时再言以桂林为省城根本
不可能获得多数支持，故而不惜把局势搞混，退而主张迁省浔州，以抗拒迁邕派。

见迁省南宁之议一时难以获得多数议员支持，迁邕派议员遂取其实而去其名，于１０月１７日提出
《六司迁邕案》及《迁邕进行条件》③。目的在于避免激化各方矛盾，使议案易于通过。此议在表决时
最终以多数获得通过④。随之，民政司、财政司、实业司等先后迁邕，由此桂林方面拥有的行政权大为
削弱，几乎变成为一个县治所⑤。自清季以来就争论不休的广西迁省问题至此大体告一段落，广西政
治中心日渐转移至南宁，南宁已在事实上成为广西省会。编撰于１９３７年的《邕宁县志》记载：“邕宁本
宣化县，为南宁府治。民国元年，县废入府。十月，自桂林迁省于此，为广西省治。”⑥

但与此同时，桂林依然有教育司、军政司、司法司等驻节，俨然为广西另一政治重心。自都督陆荣
廷驻南宁以后，迁邕派遂以为南宁定省会万无变更，却见军政司司长陈炳焜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所
出告示中，有“桂林省会，五方杂处”等语，秦步衢统领所带驻桂林的一旅部队仍旧称为“省防国民军”，
“伊等颇夺气”。而主张迁省浔州派则积极运动，计划待国会召集、正式省议会开会之时，提出迁浔案，
“誓为极端之辩争，必达目的”⑦。此时广西政潮暗涌，迁省南宁能否顺利达成尚为未知之数。

至１９１３年年初，北京政府国会召集在迩，广西正式省议会也即将成立。主张迁省浔州的一些士
绅公撰请愿书，反对迁省南宁。所持理由主要有三条：其一，从地理上而言，南宁地不适中，由此导致
“文书往返延滞不灵也，官吏交替、接卸迁延岁月也，伏莽四起，东驰西突，因应难周也。偏于一隅，文
化梗塞，民智未开也”；其二，于商业不便。南宁商业向恃鸦片为大宗，现在烟禁已严，“商业已衰也，交
通虽便，秋冬水涸，滩多仍难行轮舟也”；其三，无裨于边防。南宁与越南为邻，“龙州有警，南宁震摇，
事至危险”。并且南宁近界钦州及广州湾，“法人以一军犯龙，一军由广州湾进袭，前后受敌，饷援均
绝”。该士绅等认为省会为根本重地，“何可临此至险至危之境”。不如迁省于浔州，有十利而无一害。
“如仍主张仍以桂林为省会则已，否则迁邕固不如迁浔也”。此请愿书计划一俟国会召集，广西正式省
议会成立，即予以陈请⑧。该请愿书从内治及边防两个方面指出了迁省南宁的不便之处，极言迁浔的
便利，反映了迁浔派的主张，由此也可以看出迁省南宁面临的阻力依然不小。

１９１３年３月４日，广西省议会正式开会。在推选参议员完竣之后，即提议省会地点。平乐、柳
州、庆远、浔州、梧州等府议员群谓迁省南宁不如迁省浔州，而太平、镇安、泗城、上思、百色、南宁等府
各议员则竭力抗争，非以南宁为省会不可，双方“辩驳良久”。见双方各持己见，桂林议员起而排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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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省事繁费巨，邕、浔二处争执不下，不如仍以桂林为省会。“胡闹数时而散。”①迁邕与迁浔主张各有
拥护者，双方争执甚力、互不相让，又有桂林议员等从中“调解”，局面显得更加混乱，省会地点讨论迁
延难定。随之突如其来的“二次革命”打断了广西迁省的进程，迁省案遂搁置不决。

二　迁桂之议又起及中辍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北京政府任命张鸣岐为广西省民政长，改变了自民国建立以来一直由陆荣
廷兼理广西军民两政大权的状况，反映出中央政府控制广西力度的加强②。早在清季广西巡抚任上，
张鸣岐就一度反对迁省南宁，曾一手导致蒙经等人在广西咨议局提交迁省议案的流产③。在张鸣岐
尚未上任之时，即传来他主张将广西省会迁回桂林的消息。张鸣岐曾于京中接见广西同乡京官，“均
以此为言”。濒行之际，又向大总统袁世凯谈及此事，“总统允于莅任后查酌舆情为之”④。新任广西
民政长张鸣岐关于迁省回桂的主张令人瞩目，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大总统袁世凯支持。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在南方诸省的势力大为削弱，北京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广西的控制力
度。１９１３年１１月，广西都督陆荣廷奉北京政府之令，解散了广西的国民党机关。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８日，
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广西省议会遂遵令解散⑤。广西由此失去了能够表达民意的正式
机构，也为张鸣岐迁省桂林主张的实行扫除了一大障碍。

为减少阻力，张鸣岐也并非主张将所有省府机构迁回桂林，而是主张以桂林为民政公署驻在地
点。至于原因，据称主要有三：一因张鸣岐从前克复镇南关一役复奏善后事宜折内，极言南宁万不宜
建为省治。二因主张迁省南宁之有势力豪绅曾彦、卢汝翼、蒙经等均因预闻赣宁“乱事”，奉令拿办，逃
亡海外，省议会之国民党议员亦均避匿，将来驻桂必无人抗阻。广西省议会已无法履行职责，主张迁
省南宁者已失去了发声的正当渠道。这一障碍的去除，更加坚定了张鸣岐主张省迁回桂的决心。三
因奉大总统令，五年内京内外官署不准修建，以节公费。南宁仅有都督府，而民政长署因陋尚简，卑湿
狭隘，实难一日苟安，且无各科办公之室。向系都督兼民政事，凡民政一部人员多居都督府，此外无可
改用之公署，不如桂林现有公署较为妥适⑥。另一不便公开提及的原因，是张鸣岐想脱离陆荣廷绝对
掌控的南宁，到其控制力相对薄弱的桂林，以便于行使职权。

张鸣岐到省接印以后，即集众提议迁省回桂。报道称，“陆都督首先赞成，群皆附和，于是定议”。
只是迁费一节当时集议以公帑支绌，搬移运费一时无从筹措。在座由已裁教育司司长唐钟元、卸任财
政司司长周平珍二人担任，令桂林商界筹缴。旋电告桂林商会中人，经商会全体应允，并举绅界龙焕
纶、李棻华往邕，催请速行。传闻迁回之期约在５月中旬⑦。报道所称“陆都督首先赞成，群皆附和”
如符合史实，则颇为耐人寻味。在张鸣岐到任之初，陆荣廷表面赞成此议，无外乎是避其锋芒、先探虚
实之意。

张鸣岐上任后不久，北京政府于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７日任命其会办广西军务⑧，权力进一步增强。４
月１７日，张鸣岐呈称，以“广西财政，近益竭蹶”为由，裁撤教育、实业两司，将教育事项归并内务，实业
事项归并财政，“均各添设专科办理云”⑨。由于内务、财政两司早已迁至南宁，按照此呈文，桂林只剩
下军政司和司法司，政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张鸣岐此时迁省决心甚大，本以为迁省回桂不会遭遇大
的反对，故而做出此决定。但没想到随后迁省回桂阻力重重，此举反在事实上加重了南宁为省会的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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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为争取中央支持及避免各方反对，张鸣岐有意错解了民国元年的迁省之争，将迁省南宁之争完全

归结为同盟会意见。其用意显而易见，即在国民党势力大为剪除的情况下，反对者不得不三缄其口。
对于张鸣岐故意把民元迁邕主张归结为国民党人的曲解，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原主张迁省并非仅
仅是蒙经等国民党人一己私见，“闻迁省南宁之举，虽由于蒙经、卢汝翼、曾彦诸人，而陆都督亦主动之
一也”。今张决意迁回，而蒙、卢、曾诸人因干预赣宁粤湘之“乱事”逃亡海外。“虽其党羽及太平、泗
城、百色、上思、镇安、南宁六府人士大为不悦，纷请都督出而抗阻，奈陆督不允。”陆荣廷此举让迁邕派
大为光火，“若辈大骂陆督之虎头蛇尾”①。

时人猜测陆督不允出面抗阻是因为广西财政及治安问题。广西自１９１２年秋省治所迁往南宁后，
“商业一落千丈，各界旅居此邦者纷纷四散，贸易减少”。平乐、柳州、庆远、梧州之接近桂林者同受影
响，悉成冷落之区。百货滞销，百业废罢。因之桂、柳、平、梧之各税卡无不短收，百货税及盐税每年短
绌至七十余万之巨。且瑶山绵亘，平乐、柳州、梧州之间最易藏匪。在昔日因密迩桂林，重兵所驻，匪
有所忌。自省会迁往南宁，重兵亦到邑郡，“于是环山数十州县匪患蔓延，商旅裹足”。各县所设税厂
捐，更为短收。军饷因而支绌，此皆改南宁为省会之贻祸者。时人评论道，“陆久已疚心悔之无及，尚
欲其出而力阻也，亦可笑已”②。桂林附近地区的商业萧条、税收减少、匪患日炽固然是实情，但以此
情是否导致陆督后悔迁省南宁，则不免有些夸大其词。

省会迁回桂林自然需款甚巨。此事经桂林商民“筹议再三，众皆认可”，愿于商界捐二万元，民间
捐二万元。商界款分为甲、乙、丙三项，甲等商店每店捐二百元，乙等每店捐一百元，丙等则由一元起
为五十元，由各店乐助，商界全体赞成。民间则抽收房捐。规则制定后，由官银总行经理王治臣亲持
商界乐捐簿于５月８日向各店收取捐银③。桂林商民捐款踊跃，桂林商务总会、团防总局分向桂林城
厢内外抽收铺户捐，不及旬日已足四万元。当即举定绅商各界代表，于５月２１日起程，前到南宁。呈
报迁省运费已筹捐足额，不日汇邕，请民政长率同各机关一概克日迁驻桂林④。

就在桂林绅民仰承张鸣岐意旨筹捐经费，公上请愿书预备欢迎、十分忙碌之际，南宁方面则大为
反对。“南宁商界起而梗阻，以罢市相要挟，又有军界为之暗助”。闻有多数军官投资于酒店、戏园各
种营业。一旦迁桂，则邕市冷落，无利可图，是以怂恿陆督抗议。而陆督置之不理，惟都督府顾问唐铠
颇有反对之意。张鸣岐表面上虚与周旋，闻其宗旨实已拿定迁回。“将来拟假出巡各属时，即驻桂不
返。并探得张出巡约在六、七月之交云。”⑤但陆荣廷从最初的表面支持，到默许鼓励亲信军官反对，
态度趋于明朗。张鸣岐则想效仿陆荣廷，意图造成事实上的成立，两人关于迁省的矛盾日渐凸显。

北京政府强力推行军民分治，于１９１４年６月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各省民政长取消，
改设巡按使。随之特任张鸣岐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⑥。自６月起，广西连降暴雨，漓江、左右
江、西江等水位暴涨。广西巡按使张鸣岐本已起节欲赴太平、镇安、龙州巡阅，因接太平、镇安二府属
水灾之禀报，乃暂行停止。继而浔州、柳州二府属以洪水告警，未几而桂林、平乐、梧州又纷报水灾。
南宁、柳江等道所属３８个县均遭水灾。“张巡按使遂出巡举从缓，赶速筹款赈济云。”⑦张鸣岐计划借
巡阅之机将民政官署迁回桂林之举，因广西突发水灾而中辍。

见自身权势受到威胁，陆荣廷态度大变，于７月９日电致中央政府，明确反对复迁省治于桂林⑧。
张鸣岐迁省回桂林之举，与北京政府复古举措有呼应之意，显然有中央政府的授意或者支持。有论者
指出：“广西之省会宜舍桂林而就南宁，此稍知地理者所群奉为公言也。今桂林人士以一方面利害关

·２６·

①

④

⑤

⑥

⑦

⑧

②③　《省治迁回桂林之原因》，《大公报》，１９１４年５月２６日，第５版。
《桂人捐缴迁省费》，《新闻报》，１９１４年６月１日，第１版。
《广西迁省问题之停顿》，《新闻报》，１９１４年６月１５日，第１版。

滕志峰等：《桂系大事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３７辑，南宁：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页。
《巡按使因水返驾》，《大公报》，１９１４年７月１７日，第６版。
《专电》，《时报》，１９１４年７月１１日，第２版。



系，不顾全省地理大势，乘政府复古之潮流，而贸然提议重复旧治。陆将军辞而辟之。亮哉言乎，诚可
谓先得我心者矣。”①该论者反对迁省回桂，指出复迁与当时中央政府复古潮流存在着微妙联系。

由于广西地方军事势力的反对，北京政府不得不权衡再三。据７月１４日德文电报，袁总统已允
移广西省城自桂林至南宁府，其地因有西江交通，较为便利②。广西地方实力派的反对意见是北京政
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地方军政长官和民政长官之间，中央政府态度谨慎。至７月下旬，广西迁省
案由内务部详议具复，力任调停，以南宁为将军分府，巡按使仍驻桂林，以资统治。业送政事堂呈大总
统核示③。然而此议并未真正落实，１９１４年广西省会迁回桂林之议遂寝。

三　迁省分歧与中央抉择

张鸣岐并未放弃将省治迁回桂林的打算，而是在继续等待时机。１９１５年初，在袁世凯加紧筹备
帝制之际，广西京官等禀告大总统袁世凯，称军民分治，广西巡按使仍宜驻扎桂林，以资控制。当经饬
由政事堂封寄该省巡按使张鸣岐议复。张鸣岐借此机会旧议重提，再次提出了省会迁回桂林的主张。
张鸣岐在复呈中将民国元年迁省动议归为同盟会的主张，“民国初建，同盟会烈焰方张，乃有建省南宁
之议”。将陆荣廷迁省南宁的主张描绘是被同盟会胁迫的结果，“因彼党多数纷呶，不得已，电请中央
核准，将都督府移设南宁，仍声明其余机关俟正式省议会成立再行议决”。张鸣岐主张，“现就实际上
考察，广西省会实宜建设桂林”。指出迁省南宁有三大不便之处，一是交通不如桂林方便，“其实邕江
行轮极多险阻，交通之利远不如桂”。二是不便于巩固国防，“移堂奥于门户之地，非计之得”。三是南
宁水土恶劣，生活费高，“且距粤省边境不足百里，尤失居中控驭之宜”。张鸣岐称经与陆荣廷会议商
定，拟请仍建省桂林，定为巡按使驻扎地点，财政厅随同设置，以俾治理。南宁为将军所在之地，巡按
使仍每年到宁一次，俾资接洽。所有修葺迁移各费，桂林绅商自愿筹集，并不动用公款④。

１９１５年６月初，广西陆将军、张巡按使由南宁出巡，特地行抵桂林⑤。张鸣岐此举，显然有为迁省
造势之意。在张鸣岐请求下，北京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于６月１４日下广西省会仍行建设桂林之命令。
申令中称广西地处边陲，自宋迄清，一千余年，均以桂林建设省会。现据该巡按使详察情形，南宁地方
实无省会资格，自未便徇纷争之党见，拂望治之群情。应即准如所请，将广西省会仍行建设桂林，定为
巡按使驻扎地点，财政厅随同设置。其将军仍驻南宁，以重防务⑥。

关于该命令的由来，有报道回顾了民国初元广西迁省之争，将之归结为同盟会分子李应元、陈树
勋、蒙经、卢汝翼、张仁普等主张，指王芝祥被逼离桂后，“广西政权为同盟会所专有，横行一时，道路侧
目”。因巡警道秦步衢等反对同盟会议迁省南宁，遂酿成民元广西迁省之争。“孙、黄败后，该党遂匿
迹销声。其军政府各司遂多以嫌疑，分别免职。省会问题乃搁置，无人过问”。报道称南宁不便为省
会，论调几乎与张鸣岐所言如出一辙。一为南宁地近边境，“与越南接近，若与法人开衅，则由镇南关
到南宁不过三四日耳。一省政治中枢，本不宜置兹危地”。二为南宁气候极热，水土恶劣，城窄地凹。
由于以上问题，“故自迁邑以后，凡到该处者，靡不痛恨该党之无状”。而革命党人又有在桂林酝酿起
事之计划，亟须巡按使驻桂，以资镇慑。“今春该党余孽有占据桂林起事之计划，其机关幸多破获，故
未酿成巨变。中日交涉解决之际，粤省《人权报》所登桂林兵变之新闻，颇闻事出有因。张巡按使出巡
到桂，适该省人民禀于总统，请巡按使驻桂，以期防患未然。大总统交张密查具复，张氏据以入告，乃
有昨日之命令。”⑦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同意省会仍行建设桂林，以巡按使驻桂，亦含有加强对桂
林地区的控制，以抵制革命党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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