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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医圣肖昆吾 □郑贞富

肖昆吾妙手回春

嵩武军是成军于
洛阳的一支清军，是
晚清时期清军五大主
力部队之一。洛阳名
医肖昆吾，是嵩武军
的随军病院诊察长，
即最高医官。他因功
受到朝廷的嘉奖，获
赐“大圣手”称号。

嵩武军的创始人张曜，出生于浙江钱塘
（今杭州）。他幼时而孤，跟随姑父、永宁（今
洛宁）知县蒯贺荪在永宁读书，故又称永宁
人。及长，张曜由监生为洛阳县丞，与洛阳
富商魏步熙之女魏娴华完婚。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五月，张曜身
负重伤，全身出现痈疽，高热不退，生命垂
危，群医束手。这时候，青年郎中肖昆吾
主动登门问诊。肖昆吾是客家人，出生
在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一个中医世
家。其父肖俊五是江南名医，其母杨淑
萍是洛阳药材商人杨锡路之女。肖俊五
死于南方战乱，杨淑萍带年少的肖昆吾

回到洛阳。肖昆吾认真钻研祖传医学，广
拜名师，以中医外科为突破口，兼修中医
内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体系。特别
是当时军队中普遍使用火器，伤于火器者
众多，肖昆吾创制了烧伤（中医将炮伤、
枪伤等皆称烧伤）自然疗法和伤膏，他精
通膏、丹、丸、散、洗剂的制作方法，并开
设药堂。

肖昆吾认真诊视了张曜的病情后，先用
祛热汤剂退其高热，然后用中药汤浴排其
毒。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张曜的身体完全康
复。张曜、魏娴华夫妇非常感激，魏娴华将
侄女魏从娥许配给肖昆吾为妻。

当时，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中亚浩罕
国军阀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伪哲德沙尔
汗国，并勾结甘肃马化龙、马占鳌及陕西白
彦虎等在陕甘发动叛乱。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秋，朝廷任命
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着手平定陕
甘叛乱、收复新疆。同时，在洛阳组建嵩武
军，任命张曜为嵩武军总兵，各级军官和士
兵由张曜自行选调和招募。

次年，嵩武军在洛阳南大营成军，8000
人。张曜任命肖昆吾为随军病院诊察长，
随军病院共有医官、医士百余人，编为一个
营，名为肖字营。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嵩武军进入
陕西，兵临马化龙匪帮盘踞的宁夏（当时属
于甘肃）。马化龙的老巢是金积堡地区，这
是由百余个堡寨组成的堡寨群。同治九年

（公元1870年）初，嵩武军与湘军主力刘松山

部攻打金积堡，由于马化龙匪帮配备的是沙
俄提供的重型火炮和新式火枪，导致清军大
败，刘松山战死，嵩武军伤亡大半。马化龙
又偷袭嵩武军随军病院，杀死全部伤员。

此役后，嵩武军仅剩 3000 余人，肖昆
吾请求将肖字营变为一线作战部队，直接
参战，得到张曜的批准。肖字营经过艰苦
训练后，于当年年底参加第二次金积堡战
役。嵩武军以肖字营为先锋，攻占了金积
堡附近的要塞王家疃（tuǎn），与湘军配合，
全歼马化龙匪帮。肖昆吾因功授嵩武军副
总兵衔，仍主管肖字营。

随后，嵩武军奉诏屯守于黄河以西，兼
顾阿拉善旗。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嵩武军协助清军徐占彪部等攻陷白彦虎匪
帮盘踞的肃州（今甘肃酒泉），陕甘叛乱至
此被平定，清军收复新疆、消灭阿古柏的道
路也由此打通。

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4
年），嵩武军奉诏驻哈密屯
田。肖昆吾带肖字营在哈密
种植药材，奔波于哈密各地，
为驻军和各族民众治伤疗
疾。当年，嵩武军垦荒地一万
九千余亩，每年可收获粮食和
药材数万石。

光 绪 三 年（公 元 1877
年），嵩武军与徐占彪部在盐
池会师，以肖字营为先锋，攻
克阿古柏老巢吐鲁番门户七
克腾木。阿古柏逃往焉耆，留
其幼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
后。不久，嵩武军与友军配合
收复吐鲁番、库尔勒、焉耆等
地区。接着，清军收复除伊犁
外的新疆所有地区。

光 绪 六 年（公 元 1880
年），左宗棠抬棺上阵，准备收
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嵩武军
驻防阿克苏，作为中路军，准
备一旦沙俄不退出伊犁，就沿
特克斯河进军伊犁。在军事
威慑下，沙俄退出伊犁。在
左宗棠的推荐下，张曜被诏
署理帮办新疆军务，驻阿克
苏。次年，嵩武军移驻喀什
噶尔。

在喀什噶尔，张曜、肖昆

吾 积 极 兴 办 教 育 、建 立 医
院，兴修水利、发展地方经
济和茶马贸易，喀什噶尔一
带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
展 。 光 绪 十 年（公 元 1884
年），中法战争期间，张曜、
肖昆吾受命带嵩武军入关
移 防 ，警 备 直 隶 北 部 。 次
年，张曜率所部留治京师河
道，他被赏加尚书衔。

光绪皇帝身体虚弱，经常
患病，左宗棠推荐肖昆吾入宫
为其诊治，治愈了他多年的顽
疾。左宗棠又表奏肖昆吾的
军功，慈禧太后下懿旨加封肖
昆吾世袭云骑尉，赐号智勇巴
图鲁。光绪皇帝亲书“大圣
手”匾额相赠，褒扬肖昆吾的
医术水平和崇高的医风医德。

肖昆吾带肖字营西征时，
其妻魏从娥随军，在肖字营担
任医士。慈禧太后闻其贤，让
其入宫觐见，下懿旨封其为二
品诰命夫人。

但是，由于左宗棠突然去
世，他的政敌李鸿章主政，李
鸿章下令解散嵩武军，张曜、
肖昆吾被革职拿问，为西征大
军筹备军饷的富商胡雪岩、魏
步熙等人被抄家。

肖字营扬威西北

皇上御赐“大圣手”

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壁画：

胡人牵驼入画中
浩荡西行贩丝绸

回顾沧桑巨变 激发奋进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洛大事记（二十七）

1月30日，洛阳矿山机器厂被
TBAS 国际选拔委员会授予“国际
质量金星大奖”。

2月20日，洛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成立。

2月，市豫剧团团长、著名豫剧
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被国家文化部、
人事部授予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4月10日，洛阳火车站新站房
建成使用。

4 月 23 日，洛阳国色牡丹园
开园。

4月28日，洛阳炼油厂化纤工
程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立项。

5 月，在中国新产品新技术博
览会上，洛阳铜加工厂的高精度电
容器黄铜带、汽车同步齿环材料、
带材轧机现代化改造技术获金奖。

5 月，中国第一个大型芍药种
质资源圃在洛阳牡丹研究所建成。

6月26日，豫西地区最大的蔬

菜批发交易市场——涧西蔬菜批发
交易市场开业。

7月1日，洛阳被授予外资企业
注册登记权。即日起，凡在洛阳市
投资 1000 万美元以下的外资企
业，均由市工商局核准登记。

7 月 13 日，郊区苗圃被定为国
家牡丹基因库。

7 月 23 日，洛阳牡丹开发中心
成立。

8月11日，国务院批准开放洛
阳航空口岸。

8月20日，中国第一条国产墙
地砖辊道窑在洛阳陶瓷厂投产。

11 月 7 日，洛阳市首次组团赴
日本和中国香港招商。

12月，国务院批准洛阳市吸收
外资成片开发土地——这在中国内
陆属第一例。

12 月 14 日，洛阳高新技术开
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洛阳高新区成立 洛阳航空口岸获批

嵩武军的建威将军王德
魁等名将向慈禧太后上书，
要求保留嵩武军，为张曜、
肖昆吾等人鸣冤。西征大
军第二长官是金顺，他收复
新疆后，任伊犁将军，是清
朝 驻 新 疆 的 最 高 军 事 长
官。他闻讯后，上书慈禧太
后 ，要 求 赴 京 为 嵩 武 军 辩
诬，走到肃州（今甘肃酒泉）
时，因宿疾发作病逝。

当年伏秋两汛，黄河暴
涨，山东菏泽、巨野决堤，绵
绵数百里成汪洋大海，大水
之 后 是 大 疫 ，民 众 死 伤 无
数。河南巡抚兼河道总督李
鹤年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派
张曜、肖昆吾带嵩武军到山
东抗洪救灾。

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
太后下懿旨将张曜、肖昆吾
等人无罪开释，让他们重整
嵩武军。光绪十二年（公元
1886 年）初，张曜被任命为
山东巡抚，肖昆吾被任命为
山东布政使，他们带嵩武军
到达山东。

山东原巡抚陈士杰救灾
不力，黄河各处漫口还没有堵
筑合龙，十多个县瘟疫流行，
民众饥寒交迫。张曜、肖昆吾
急从河南调集粮食、药材，普
遍施粥施药，迅速控制了疫
情，又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征
调民工，与军队一起加固堤
坝。经过两年的时间，成功治
理了黄河水患，黄泛区也度过
了饥荒。

嵩武军开赴山东

洛阳至香港航线开通 500万吨炼油工程通过验收

2 月 ，洛 阳 至 香 港 航 线
开通。

3 月 10 日，全市首家私营
企业集团——洛阳华达（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

3 月 26 日，牡丹被定为第
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会花。

4月6日，洛阳牡丹基因库
竣工。

4 月 10 日，电车二期工程
建成通车。该线由洛阳火车站
至洛阳耐火厂，全长9.2公里。

4 月 13 日，龙门水面工程
蓄水成功，面积 29.2 万余平
方米。

4 月 20 日，上海—洛阳异
地股票交易专线开通。自此，
洛阳证券公司显示屏可同步显
示上海股情。

5月1日，洛阳首条国际包
机航线冈山—洛阳通航。

5 月，栾川县庙子乡发现
大型磁铁矿。

5 月，偃师县列入 1992 年
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排第
95 位。

6月6日，洛阳市文物工作
队在龙门西山发掘唐睿宗贵妃
墓。这是国内第一座被发现的
唐代贵妃墓葬。

7月7日，洛阳浮法玻璃集
团纳入全国 25 家国家实行计
划单列的企业集团序列。

7月，中国第一台1400半
移动式破碎站在洛阳矿山机器
厂问世。

8月1日，洛阳市与日本国
须贺川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8月6日，洛阳市第一所希
望小学——新安县石井乡希望
小学奠基。

9 月 3 日，在全国火炬计

划成果展览会上，邮电部洛阳
电话设备厂和中船总公司七
二五研究所获全国先进高新
技术企业称号；第一拖拉机工
程机械公司的“稀土低合金铸
钢履带板”获国家火炬计划优
秀项目奖。

9 月，为纪念龙门石窟开
凿1500周年，邮电部发行特种
邮票《龙门石窟》。

11 月，第一拖拉机工程
机械公司研制的六马力拖拉
机——“东方红-1002”型和

“东方红-1202”型通过权威专
家鉴定，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
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的历史。

12 月 29 日，洛阳石化总
厂 500 万吨炼油工程通过国
家验收。 本报记者 王子君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
公室提供史料）

专家点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朱
世伟）：胡人、骆驼、丝绸、贸易仿佛是盛唐独
有的气质，向观者传递着大唐一派繁荣昌盛
的景象。胡人来往于中亚、西亚与中原洛阳
之间，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中西方文明
的交流。

本报记者 肖姣姣 通讯员 段跃辉 文/图

安国相王即李旦，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也
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孺人，唐代对皇室宗王之妾
的称谓，官职相当于三品。据考证，唐代安国相王
孺人唐氏，墓葬的年代是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
706年）。该墓有两幅驼马出行壁画，左右对称绘
于墓道的东西两壁上，从中即可一窥神态逼真生
动的胡人形象，也可找寻到更多丝绸之路上的“洛
阳印记”。

胡人牵驼形象逼真

提起胡人，许多人都会想到唐代诗人陆岩梦
的诗句：“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描
述虽然有些夸张，但深目高鼻的确是西域胡人的
显著特征之一。这一点，可在河南古代壁画馆得
到印证：在该馆修复完毕的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
墓驼马出行壁画中，几个高鼻梁、络腮胡的胡人神
态逼真、形象生动。

仔细留意，可发现该墓驼马出行壁画中的胡
人有着共同的面部特征——高而尖的鼻子、浓密
的络腮胡须。这些胡人有的牵驼，有的控马。该
墓墓道东壁驼马出行壁画中牵驼的那名胡人（图
中左一人物），头戴尖尖的卷沿胡式毡帽，身穿翻
领窄袖袍服，脚蹬黑色高靿靴，典型的胡人装扮。
紧挨着这名胡人、牵着一匹马的也是一名胡人（图
中左二人物），但他的穿着完全是汉人的装束，头
戴幞头，身穿圆领袍服，牵着一匹五花马。

这不奇怪。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唐代的洛
阳是国际大都市，与西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壁
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穿汉服的胡人，而且还能看
到穿胡服的汉人。史书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时
期，社会上一度流行汉人穿胡服的风尚，不仅男人
穿，连女子也穿。

在画师高超的画笔下，该墓驼马出行壁画中
的人物身高及马匹、骆驼的尺寸，和真人真物相差
无几，骏马形态丰满、体格健壮，骆驼造型生动、四
肢有力。

丝路上的“洛阳印记”

众所周知，唐代综合国力强盛，而洛阳作为都
城之一，吸引着众多域外人士不远千里纷至沓来。

那么，来洛阳的胡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该馆
工作人员介绍，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指的胡人主要
指居住在现在的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们聚集的
地区一般都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通道上，来往洛
阳比较方便。关于粟特人，根据资料记载，他们特
别善于经商，经常把西域的珠宝、香料、牲畜贩运
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带到西方，成为东西方贸
易的主要承担者。

回到该墓的壁画上，前文提到该墓有两幅驼
马出行壁画，其中绘于墓道西壁的驼马出行壁画
中有名牵驼的胡人，其身后的骆驼高大雄健，正昂
首挺胸、抬蹄甩尾、阔步前行，驼背上载着的是捆
好的丝绸卷和胡瓶。

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之一的洛阳，曾经出
土了大量的胡俑、古代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各种
异国风格的文物。而这幅唐代胡人牵驼驮丝绸壁
画，更是生动再现了各国商人来到洛阳、装载丝绸
西行走上丝绸之路的场景，客观地反映了唐代的
社会场景和世俗风情。该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幅
壁画曾多次被借调到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展出，受
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赞赏。

西壁驼马出行壁画中的胡人牵驼驮丝绸画面

东壁驼马出行壁画

肖公行医图 聂剑帆 画

▶▶ 1992年 ▶▶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