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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英雄》

前言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九年(1804)中
举。十六年中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先后外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
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道光十二年(1832)授江苏巡抚。在任上，他整顿盐务、兴办河工、筹
划海运，采用劝平粜、禁囤积、放赈济贫等措施救灾抚民。他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为克服银荒和
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    道光十
七年(1837)，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此时鸦片已成为严重弊害，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
林则徐提出六条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九
月应召进京，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    道光十八年(1838)秋，他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
禁烟，揭开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也不自觉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幕。他在禁烟时，又积极
整顿海防，筹备战守。道光二十年(1840)夏，英军入侵后，道光皇帝认为是他惹的祸，将他革职后充
军伊犁。后来，皇帝又念及林则徐的忠心，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重新起用他，并授予林则徐陕甘总
督、云贵总督等要职，直至他道光二十九年(1849)因病辞官返乡。    林则徐禁烟前，中国封建王朝仍
以“天朝君临万国”的心态紧闭大门，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认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
，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清朝官员也称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所
以拜见中国“万岁”就不能下跪。林则徐刚到广州时，也称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相信夷人
膝盖伸展不便，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因此，他对英国发动战争的估计也是
不足的。    不过，林则徐和那些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的区别在于，他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便逐步
发现和承认西方有许多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他虽然不懂外语，却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
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人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
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林则徐夜夜仔细阅读、研究译文资料，并把译成中文的《澳门月报》编辑
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最有价值的工作是
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
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    1841年，林则徐被流放途经扬州时，遇
到了学识渊博的友人魏源，便把《四洲志》等有关资料交给魏源。魏源随后编出《海国图志》，书中
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林则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强，来抵抗西方侵
略以求独立的爱国主义主张。    在举国痛感英国威胁时，他却为沙俄的隐患而担忧，并敲响警钟。后
来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幸亏左宗棠出师新疆，才保住了大片大好河山。    林则徐的传记，其实就是一
部充满血泪的近代史。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成由传统封建帝国向近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
，所以我们百事不如人，只能任人欺凌，林则徐、魏源那样的爱国者，当时是多么的愤懑，多么的失
望，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铸造了林则徐一生辉煌，但静观他辉煌之后的
坎坷，却让人感慨万千。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林则徐被罢免了，鸦片战争失败了；如果他不被罢
免，鸦片战争就能胜利吗？    这是读者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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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寒门学子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古代越国的
都城。后来西汉灭越，又在此设置侯官县。从此以后，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但这里却一直作为福建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巍然屹立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从元代以来，这里就是我国与南洋地区开展
贸易的枢纽，所以这里经济繁荣，物阜民丰。再加上宋代理学家朱熹以及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弟子又曾
在这里聚众讲学，更使它成为东南的文化重镇，向来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公元1785年8月30日(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林则徐诞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西门街定远桥边的一间小屋子里。    这户人
家的主人，名叫林宾日，37岁年纪，是一位以教书为生的穷秀才。他的妻子陈帙，是闽中宿儒陈圣灵
的第五女，27岁。他们膝下，已有几个大小女儿，先年曾养育过一个男孩，取名鸣鹤，不幸早逝。刚
刚坠地的婴儿，是一个男孩，虽然已是夜半更深，一家人欢天喜地，竞毫无睡意。    要说林则徐一家
的来历，还得远溯到两晋时期。那时候，中原地区战祸不断，政权更迭，为了逃避战乱，中原百姓纷
纷举家南迁，林则徐的先祖九牧林氏也随着滚滚人流来到了福建莆田。到了宋代，林家又迁至福清县
的杞店乡。清朝初年，林则徐的五世祖林学锼才最终定居侯官。    林则徐出生时家境贫寒，祖父林正
澄、父亲林宾日都是在私塾教书的穷秀才。据说，林则徐的祖父还曾卖房还债，而父亲林宾日因家境
贫苦，直到三十岁才得以娶妻生子。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身为一介寒士的林宾日给自己的儿子
取名为“则徐”，期望他将来能够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的父母
早早地就对林则徐进行有针对性的启蒙教育。刚满3岁时，父亲坚持每天把林则徐抱到私塾里，让他
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口授四书五经。从四岁起，林则徐就正式跟着父亲在书馆读书了。6岁那年，林
宾日便开始教儿子写八股文。一直到12岁，林则徐都始终跟随父亲就读于家乡的文笔书院。    林则徐
读书时非常刻苦，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
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栗手皲，恒至漏尽。”描绘的是寒冬腊月的晚上，他和姐妹们一起就
坐于灯前，读书、做事，尽管他们的手脚都被冻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但他们还是咬紧牙关，一直坚
持到半夜才肯休息。    这时，林家的生活也比较清苦。每到除夕之夜，林则徐一家才能非常难得地吃
上一顿素炒豆腐。即使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也已经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并且，只有在除夕之夜，
挂在他们家墙壁上的那盏油灯才会令人难忘地出现两根灯芯。    为了读书，林则徐经常把自己的衣服
送到当铺里换钱；有一段时间，林则徐曾到闽县的衙门里去做兼职，当一名辛苦的抄写员，用自己微
薄的劳动所得去购买书籍。于是，便时常有好心人来劝林宾日，让儿子林则徐去做生意，赚大钱。深
谋远虑的父亲当然不会同意，每每笑而不答。林则徐也非常懂事，每天早晨上学时，他都会把母亲和
姐妹们夜间赶制的纸花送到店铺里去寄卖，等到晚上放学时，他再去把所卖的钱拿回来交给母亲。    
然而，每当看到父母和姐妹们都在为生活不分昼夜地辛勤忙碌着，林则徐还是深感不安，母亲却一直
坚定地对他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教育他
好男儿都应该志存高远，而不要误认为多做些家务就是对父母尽到了孝心，只有将来读书做了大官，
那才是不枉父母的一番苦心。    父母的谆谆教诲激起了林则徐奋发苦读的决心，幼时艰辛的家庭环境
则培养了他在任何条件下也不会向困难低头的坚毅品格。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由于
父亲教导有方，加上自己的刻苦攻读，少年时期的林则徐就显得文采出众、非同凡响，是一名妇孺皆
知的“神童”。    一次，有人出了一个上联“鸭母无鞋空洗脚”来试试他的才学，林则徐马上对答“
鸡公有髻不梳头”，令对方大加赞赏。还有一年过元宵节，老师出题“点几盏灯为乾坤作福”，让学
生对对子，林则徐立即应声作答“打一声鼓代天地行威”。    有一回，老师带着一群孩童去游玩鼓山
顶峰。兴之所至，老师让自己的学生以“山”、“海”为题各作一对七言联句。当其他孩子还在冥思
苦想的时候，林则徐率先吟出了“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千古名句。    12岁的林则徐
在参加郡试的时候，因为他和另外一位老童生的成绩一样，所以主考官就决定给他们加试一场对对子
，上联是“童子何知”。老童生半晌无语，林则徐却立刻张口对答“大人利见”，使老童生不得不甘
拜下风。《易经》中有“利见大人”之语，林则徐巧妙用典，让考官赞赏。    林则徐的父母不仅在学
习上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而且时时以身作则，教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父亲林宾日自己经济拮据，步履维艰，却时常去周济其他穷苦人，有时甚至还会慷慨解囊，资助人家
去参加考试。有一回，林则徐就亲眼目睹父亲把米送给了一贫如洗的三伯父林天策，却让自己一家忍
饥挨饿。父亲还再三告诫他“汝三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如果三伯父来了，千万不要告诉他，
自己家里还没有生火烧饭。这种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犹如春风化雨般悄悄地滋润着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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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心灵。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林宾日还是一个清贫自守的典范，他时刻以
自己的言行举止为榜样，为儿子指明正确的人生方向。有一回，一个乡绅拿重金来贿赂他，想请他帮
忙保送一名考生，结果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还有一次，乡里的一位土豪劣绅想花高价钱聘请他去书
馆教书，林宾日认为此人行为不端，毫不在乎对方提出的优厚待遇，一口回绝了他。    父母的言传身
教，在林则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诚实善良、刚正不阿的种子，而发生在他身边的“林雨化事件”，
更让他较早地认识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同时也看清了清代吏治的腐败。林雨化，字希吾，福建闽县人
，既是林则徐的同宗长辈，又是其父林宾日的好友。乾隆末年，他因为揭发福建按察使钱士椿贪污受
贿、营私舞弊而遭到报复，被对方罗织罪名，遣戍新疆。等到数年后获释归来，他虽已年届耳顺之年
，却仍然意气风发，始终保持着当年那种疾恶如仇的高尚情操，他的事迹令林则徐十分敬佩。    在父
辈高尚人格的熏陶下，林则徐一天天地走向成熟。步人仕途之后，他不仅时刻注意体察民情，而且为
官正直，始终保持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始终保持着那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正气。    千淘万
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文思敏捷的少年林则徐渐渐驶入了他人生的快车道，1796年，十二岁的
林则徐去参加岁试，牛刀小试，便喜中佾生(清代朝廷及文庙举行庆祀活动时，充任乐舞的童生，文的
执羽箭，武的执干戚，合乐作舞。又叫“乐舞生”，简称佾生)。第二年，他又去参加府试，并再次一
举夺魁。十四岁那年，林则徐再展雄风，轻轻松松地考中了秀才，并入学鳌峰书院。    鳌峰书院是福
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渎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尤其幸运的是，在这里，林则徐这匹“千里马”遇到
了“伯乐”。鳌峰书院的院长郑光策先生，字宪光(或琼河)，号苏年，进士出身，为人清廉正直。他
身上有种不畏强权的精神，让林则徐肃然起敬。    在书院里，郑光策大力倡导“经世致用”，要求学
生都要“以立志为主”，鼓励学生要胸怀大志、为国读书，这在林则徐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郑光
策热心当世之务，对嘉道间的闽省时政都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也对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
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应该说，郑光策是林则徐人生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优秀导师。    此时此刻
，林则徐仿佛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雏鹰，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他的胸膛里
仿佛正熊熊燃烧着一堆“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激情之火。    P2-6

Page 5



《禁烟英雄》

编辑推荐

《禁烟英雄--林则徐》由姜正成编著，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
。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的传记。其实就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近代史
。    林则徐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1987年12月，联合国第42届联大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
日定为每年的“国际禁毒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北京天文台1996年6月7日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
林则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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