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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前言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魏源的时候，我接触到不少关于陶澍事迹的资料，发现这个历史人物很值得研究
。我在拙稿《魏源诗文系年·前言》中说：魏源和“一些有‘经世’之志的入如龚自珍、林则徐、陶
澍、包世臣等来往，研究并企图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在《魏源事迹系年》中又说：“陶澍为御
史时，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南漕时，革陋规，请浚京口运河。为川东道时
，总督蒋攸锸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为巡抚时，清查库款，奏定章程，赈济灾民，治河保田，实行漕
粮海运，革除包漕陋规，修治太湖及徒阳等河工。为总督时，整顿两淮盐政，行票盐法，利国利民，
成绩斐然。尤能力排众议，无因循守旧、敷衍塞责等官僚习气。而且用人能尽其所长，选拔者多成名
臣能吏。”两书在还很少有人评论陶澍时，对他作了较高的评价，这是由于：首先，从我看到的有关
陶澍资料中，包括他的奏议、诗文，以及别人为他写的传记、行状、碑铭中，得知陶澍幼承庭训，长
而好学，由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编修、御史、给事中，以至道员、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即自京官释
褐，以至封疆大吏，37年间，无不恪尽职守。由于早年家境贫寒，为官后尤能关心民间疾苦。发现弊
政，勇于上奏或改革，不畏保守势力的阻挠，不顾物议的干扰。只要该项举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他
必尽心竭力去做，直到取得最大的成绩。诸如赈济灾民，清查库款，整顿社仓，兴修水利，实行海运
，改革盐政等，都对国计民生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些事在今天看来本是地方官应尽之责，在执行中不
应该有什么困难，在改革事业中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政绩，但在当时却是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如漕
粮海运，实行票盐制等，如果不是有思想、有魄力、办事任劳任怨、不怕别人攻击和诽谤的人，是不
会进行改革并获得成功的。正是由于他的政绩卓著，不仅得到上级和同事的好评，还得到了道光帝雯
宁的信任和嘉奖，屡有“操守好，办事认真”，“勇于任事，不避嫌怨”，“学问人品俱好”等评语
。在他最后任职总督的两江地区，竟成为经济发达、人才荟萃、积极进行改革的重点地区，陶澍则成
为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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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内容概要

《陶澍评传》：湖湘文化研究丛书。《陶澍评传》内容包括:时代、简略生平、改革业绩、勤政爱民、
学术成就五大章及结语。《陶澍评传》由陶用舒编写。陶用舒，1938年生，湖南省安化县人，1960年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先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吉林省历史研究所，安化县一中、二中
、三中，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自1980年以来，在国内60多家报刊上发表论文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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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作者简介

陶用舒，1938年生，湖南省安化县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先后在中国近代史研
究所，吉林省历史研究所，安化县一中、二中、三中，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自1980年以来，
在国内60多家报刊上发表论文300多篇，主编的著作有《陶澍年谱》、《中国现代史》、《中国通史纲
要》(现代部分)、《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陶澍》，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
思想形成论》、《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组织整理标点古籍《陶澍
集》，曾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社科规划办、湖南省“五个一工程”的
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199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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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时代家世一 时代二 居地三 家世第二章 简略生平一 求学生涯二 宦海漫游三 青云直上四 主
政安徽五 巡抚江苏六 总督两江七 积劳病逝第三章 改革业绩一 经世思想二 改良漕政三 倡行海运四 整
顿盐政五 改行票盐六 整理财政七 自铸银币第四章 勤政爱民一 整饬吏治二 清官表率三 培育人才四 赈
济灾荒五 兴修水利六 严禁鸦片第五章 学术成就一 哲学二 历史三 地理四 教育五 文学结语附录一 陶澍
世系表附录二 陶澍年表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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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章节摘录

即看崖有阴功号，早信人宜间气钟。石是印心心是印，生前星宿已罗胸。”①灵秀之地，必生伟人。
如此地势地景，势必演出许多神话故事，至今在小淹一带仍广为流传。三 家世据陶澍考证：“陶之得
氏，实源于济阳，所谓‘陶丘’者，帝尧初封于此，其后子孙居之，因以为氏。”②陶渊明《命子》
诗说：“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尧帝），邈为虞者（舜帝），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
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商周，凤隐於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春
予愍侯。”认为尧为陶氏祖先，称陶唐氏，尧之子丹朱为虞宾。以后，夏有御龙氏，商有豕韦氏。“
穆穆司徒”，指周时陶叔。战国时期，陶氏人才皆未出仕，故云“凤隐于林”。到汉代，有愍侯陶舍
，汉景帝时有丞相陶青。晋代有陶侃（259-334），封长沙公，追赠大司马。陶侃字士行，江西九江人
，官至荆、江二州刺史。陶澍说：“远祖为晋太尉桓公，讳侃，所谓八州都督是也。太夫人湛氏，有
截发延宾事，具载《晋书》。原籍鄱阳，至桓公始封国长沙，靖节先生其曾孙也。今子孙散居吴楚间
，或有在鄱阳之柴桑，或有在湖南之长沙，或有在江西之芜湖、昆山。”③到后唐同兴元年（923），
陶升“由吉州迁安化，支族蕃衍”④，传至陶舜卿，定居小淹，再传十一世，至陶耀祖（1618-1689）
，为陶澍太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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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后记

笔者接触有关陶澍的资料，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时从省古籍领导小组处接受了整理标点《陶澍诗文
集》的任务。1989年安化陶澍学术讨论会后，萌生了为陶澍立传的念头。1990年10月开始拟稿，次年6
月勉强脱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稿未能出版。这次由于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龚维忠社长等大力
支持，责任编辑李屏南教授更付出了细致而艰辛的劳动，此书才得以面世。在写作过程中，陶澍第五
代孙陶成龙先生、第六代孙女陶今女士曾给予大力帮助。著名史家李瑚研究员曾审阅书稿，改正错误
，并应允作序。陶澍女婿胡林翼的第五代孙胡渐逵编审对书稿十分关心，欣然作序。陈海波、谌铁汉
、寻耀华、艾胜杜、仇文农、邓才能、贺集龙、刘仲书、邱伯桃、陶稳固、曾少祥等同志，均给我帮
助和鼓励。王艳红、黄瑞峰、石杨柳、邓志宏等同志为我誊写书稿。对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由
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以这是第一次介绍陶澍，资料缺乏，特别是引用了一些油印、石刻资料，无法校
核，因此，错误难免，敬请读者、专家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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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编辑推荐

《陶澍评传》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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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评传》

精彩短评

1、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湖南人群，以陶澍始。个人品行，工作能力与人际协调能力无一不佳，太
祖也算站在巨人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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