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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四十年》

内容概要

《淮军四十年》是一部由季宇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要纪实文学作品。本书以淮军四十年兴
衰为主线，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迅速衰朽以及各社会阶层奋力挣扎的历史
。
从1862年创立，到庚子事变，在这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中，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
洋务动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等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
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
拨开历史的尘雾，重新回顾晚清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或一支军队的兴衰浮沉，而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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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四十年》

作者简介

季宇，江苏泰兴人。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
全委会委员，安徽省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一级作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徽商》《权力的十字架》《燃烧的铁血旗》《江淮
雄风》等，小说集《爱的变奏》《当铺》《王朝爱情》《猎头》等，长篇传记文学《段祺瑞传》等，
电视剧剧本《新安家族》《徽商》《辛亥风云》等。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
天奖、金鹰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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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四十年》

精彩短评

1、以淮军这个角度和40年这个颗粒度映射这段历史是一个好主意。这个时间的中国局势波诡云谲，历
史事件层出不穷，正是思想百家争鸣、各路英雄辈出大展身手之时。但纵观全书，作者似在堆砌材料
而已，砖瓦已成而楼堂安在？今日治史，当有新思路、新方法，何必拘于历史沉疴、碍于当今喜好、
而又患得患失，隐忍克制，殊可叹哉？
2、历史控，第一次看到系统介绍淮军的书，很不错，虽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名气更大，但“倾两淮
以保大清”的牺牲不容抹杀。
3、以淮军为主线来讲清史，脉络流畅，历史背景交代较为详尽。
4、发现一个小惊喜，篇章页的设计很有感觉，并且和内容是同步的，哈哈，编辑质量很高，人文社
的书还是比较有保障，赞个。
5、从人文社书店看到这本书，觉得有趣就买了，翻了5章，季宇的文笔确实不错啊！安徽作协主席么
？怎么这么低调都没什么新闻。。。
6、李鸿章，期待，买一本试试！
7、有些章节印象深刻。
8、文笔可以，至于史料么作为作家也不必苛责了，还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前半部
9、李鸿章啊，最佳背锅王。。。。。。
10、好书！值得一读！
11、主要看了前半部，後半部未免流水帳矣
12、基本上也是抄了一遍史料
13、～～～
14、竟然看进去了，写得行云流水
15、对晚清这段历史很感兴趣，经朋友介绍遇到了这本书，刚读了三分之一，非常耐读，那时淮军好
强啊，为什么后来没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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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四十年》

精彩书评

1、刚看完的，推荐。脚印老师责编，品质保证。确实也写得不错，兼顾了故事性和严谨。感觉学生
实在该读读“闲书”，历史书太过简单粗暴，一个晚清重臣、一个在诸多不平等条约上频繁出镜的“
主演”、一个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哪里是简单一个“卖国贼”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就因为他
在条约上签了名？如此逻辑，实在误人子弟。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相，也没有能百分百还原的历史，多
个视角去看一件事也不过有可能无限逼近，一条道那就真的往往走到黑。 
2、执着于一个悲壮故事的读者，心中也一定惦念着一个敢于拼尽自己的情结，如果有一位慨然奔赴
毁灭的勇士，恰好出现在一个结局注定的故事里，这时，我们习惯为他们换一个更响亮的称谓——英
雄⋯⋯同治元年三月初七，凌晨，安庆码头。清明时节，寒意料峭。三艘轮船在无声中启程，李鸿章
和他的淮军也从这一刻开始，踏上了成为传奇的坎坷旅途，但此刻，他们可冠以勇士之称，却不足担
当英雄之名。英雄的造就从何而起？伤痕累累的盔甲是一个男人最体面的服饰，也是对一支军队至高
无上的认可。为了拯救大清，淮军挑战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太平军、捻军、法军、日军⋯⋯淮
军名将如云，皆战功赫赫：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聂士成⋯⋯战功的
堆积？恐怕不是这样。如今英雄二字已经随处可见，但终究缺少了刺痛人心脏的力量。看《淮军四十
年》，终于重拾少年时对古典英雄的憧憬与感动。当程学启用敢死队的头巾扎起头发的那一刻，当刘
铭传登上战船，回望心爱的台湾那一刻，当聂士成最后一次跨上战马，挥刀冲向八国联军的那一刻，
我知道，此时的他们，心底仍有留恋，但不会再为任何琐事打扰，生亦何苦，死亦何惧，生死尚不值
得留恋，身后荣誉云云，又何足挂齿？真正的英雄再不会为英雄二字束缚。而为这些英雄登场搭建舞
台的，就是李鸿章。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书中最核心的人物——李鸿章，在这篇小杂
文里我无从谈起，他在争议中强大，又在争议中陨落，至于他是不是我们心中认可的英雄，相信读过
之后会有更走心的评价。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当淮军群星璀璨如天上银河般闪烁的时候，当他
们的星光如清泉撒入你我心中的时候，你是否会热泪盈眶？《淮军四十年》出版至今天已经十五天了
，我有幸参与了这本书的部分制作，我曾经希望它成为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书，现在它已经先让我爱
不释手了。我本该早一点为它写点东西，却不知该从何而起，以后再补充一篇严肃的书评吧，请包涵
这篇一个小时前才开始写的杂言。今天不是编辑，我仅作为读者喜欢它，并以此为名致敬英雄。
3、以淮军这个角度和40年这个颗粒度映射这段历史是一个好主意。这个时间的中国局势波诡云谲，历
史事件层出不穷，正是思想百家争鸣、各路英雄辈出大展身手之时。但纵观全书，作者似在堆砌材料
而已，砖瓦已成而楼堂安在？今日治史，当有新思路、新方法，何必拘于历史沉疴、碍于当今喜好、
而又患得患失，隐忍克制，殊可叹哉？
4、了解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好书！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
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
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
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一个人和一个军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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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四十年》

章节试读

1、《淮军四十年》的笔记-第109页

        四江口之役是上海外围战中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上海之围彻底解除，太平军被迫退守苏昆
腹地，难有作为。有人评价此役对淮军来说，是“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此战过后苏
南战场的真正转折已经来了。淮军从此高歌猛进，不可阻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它们先后打了近
百仗，攻克城池五十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2、《淮军四十年》的笔记-第161页

        程学启支吾其词，进行了辩解。他说降兵叛乱了，他不得不予以弹压。戈登半信半疑，直到这时
，他仍然不知道“八王”已经被杀。后来，他离开程学启，走到栅栏边时遇见了贝莱少校。在交谈中
，贝莱少校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戈登异常震惊。
“他们都死了。”贝莱少校告诉他⋯⋯

3、《淮军四十年》的笔记-第70页

        1862年4月5日，这是新组建的淮军正式开拔的日子。天刚放亮，曾国藩和李鸿章便早早来到了安
庆码头。早春的江风迎面吹拂，带着阵阵寒意。第一批前往上海的淮军将士此时已列队完毕，正整装
待发。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划，东援上海的行动就要拉开序幕了。
曾国藩身披黑色斗篷，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队列前，向将士们挥手致意。薄雾笼罩着，慢慢向四
处飘散。熹微的晨光透过薄雾泛着淡淡的乳白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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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四十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