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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之光复

林翼中

钦州原为廉州府属之一散州，清末改为直隶州，钦廉兵备道署即设于此。

自法占安南，以邻接之故地位日趋重要。中法战后，散兵游勇，偏于桂省上思

州及钦廉各地；惟人人民皆知我军在安南迭获胜利，谅山之役，大败法军，战

绩尤为彪炳，法国早有将远征军撤退之意。而满清政府昧于敌我情势，竞亦放

弃安南，安南人民随军逃入钦廉者不少，颠沛流离，殊为悲惨。而参加战事之

将领冯子才刘永福(刘义)均居钦州。自战事结束，失业军人，无以为生，乃组

成幻灯影戏，名《刘义打番鬼相思戏》，绘有战事图片数十幅，三人为一组，轮

流到各圩市放影，并加以解说。(五人同时观看每人收铜钱二枚)各圩市以毗连

关系，规定趁集日期，每旬三日为一圩期，故彼等得籍以解决短期之生活。放

映时将安南战事，大事渲染，民众激于爱国心理，对于满清政府之颟顶，益增

愤慨，革命思潮，日益滋长。三那之役，原系农人不堪糖捐之过重负担，及捐

商办理不善，因而引起反抗。三那为那丽那思那彭三圩市总称，毗连成三角形，

盛产蔗糖，捐商于糖运入市时，即徵收捐税。某日有农人挑糖入市，已缴捐税，

以糖即日未沽去，或未沽清，乃于次日再挑到邻市发卖，而捐商又强要抽税，

农人以糖纳税，今又重征，心有不甘，遂起而反抗，欧打捐商，农人乃被捕。

此原系三那一隅之事，倘善于处理，不致酿成大变。时有士绅刘。思裕，在地

方上颇有声望，平日子满清官吏所为，已深致不满，乃向政府力言捐商之非，

要求释放农人，官吏受捐商贿赂，不独不允所请，且以抗捐罪名，呈请通辑刘

思裕等。于是所有产糖之地，农人皆参加反抗，到处张贴“官逼民反”及革命

性之标语，革命党人亦乘机竖旗起事，清廷乃派兵镇压。王和顺所组之民军，

与农人联合与之相持月余，卒以清军势大，(除广西军队外赵声所率之新军亦到

镇压)众寡悬殊，遂告不支，圩市乡村，多被摧毁，乡民被枪毙拘捕者不少。王

和顺之民军及革命党人，暨参加是役之士绅，均于失败后逃入安南。革命活动，

整告消沉。嗣后虽有黄明堂镇南关之役，黄兴自安南攻钦州之举，然以各重要



地区，清廷皆驻有重兵，人民亦因兵灾之后，仅保残喘，不敢起而响应，而有

所行动。

武汉举义，粤省垣光复，各地群起响应，广州革命党人既杀防军分统杨尊

任宣布光复，钦廉兵备道兼防军统领郭人漳于廉州独立时，犹大骂革命党人举

事之非，此时见大势已去，亦宣布反正；将军政事务交由冯相荣(冯子才之子曾

任江西某道台)以督办名义，维持地方治安，自率军赴粤省垣参加北伐，钦州遂

不流血而告光复。

(录自香港《海峤晚获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