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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前言

一门望族，引领一段风骚，映照一个时代的起承转合，古今如此。近代中国舞台上，盛宣怀家族的兴
衰就是国运颠簸、商埠开阖、社会转型、世风巨变的见证。盛宣怀，这位洋务运动的能臣，实业救国
、实业富国的先驱，没能阻挡大清帝国的倾覆，却传奇般地推动了上海商埠的崛起和中国近代工业的
发展，也成就了一个家族财富名望、人丁兴盛的巅峰。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
官亦商，左右逢源。”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盛家也不例外，而且衰败之速，令人
莫名。最近，读了宋路霞同志的新著《盛宣怀家族》，我以为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不仅讲了盛氏家
族的“兴”，更讲了盛氏家族的“衰”，为读者打开了这座豪门的历史尘封，全景式地展示了盛宣怀
身后五光十色、跌宕曲折的家族悲喜剧，揭示了盛宣怀家族衰败的密码。在宋路霞同志这部著作中，
我们看到，当年盛宣怀的胸中，充满着社会变革的激情，盘桓着现代实业、商业都会、机器设备、交
通通讯、西式教育的精细蓝图，表现出那个时代政商大亨、文人墨客所罕有的大视野、大格局、大谋
略、大运筹。他开办现代银行、电报局、办矿办路，组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创立轮船招商局，兴办
高等学府，皆为九州第一人。为施展宏图，他长袖善舞，游刃于官绅、政商、华洋、妍媸之间，无堑
不越，逢难必进，世事练达，皆成文章。这样超凡的洞察力、意志力、决断力和忍耐力，都不是仅凭
家族香火可以一脉相传的。在盛宣怀的后辈里，虽然也不乏优秀之人才，但与盛宣怀相比，于时势衔
接、气象开阖上依然逊色几分。高下之间不仅隐藏着某种宿命，也透露出无限玄机。虽说“江山代有
才人出”，但“无奈不曾一门出”。不过，在我看来，那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才
是盛宣怀家族衰败的真正原因。即便是盛宣怀，辛劳一生，不但不足以保身，亦不能保全所办的诸多
洋务事业，更何况其子孙后代!盛宣怀家族的兴衰变化，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和中国工业化过程
的艰辛，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的认识。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但发
迹于上海，脱颖而出后又修建豪宅定居于上海，最后于上海辞世，前后40余年。上海图书馆保留着完
整的盛宣怀个人及其家族的档案资料。上海一直十分重视对盛宣怀及盛宣怀档案的研究整理工作。上
世纪70年代，上海的专家学者就联手对盛宣怀档案进行了专题整理，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标点
排印本《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场总局》、《甲午中日战争》、及《汉冶萍
公司》等书。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后，成立了“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着手对“盛档”进行
全面整理。经过10多年的努力，现已完成了17．5万件文书的整理编目工作，并建成了可供检索和查阅
的电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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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内容概要

《盛宣怀家族》是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的历史纪实。盛宣怀作为洋务运动的一员干将，一生
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创造了中国洋务史上的十余项“第一”（即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报公司，第
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工商业及教育文化的发展，并给上海这座城市留下
极多极深的印记。盛宣怀八儿八女，或精明干练，或风流倜傥，或多情缠绵，本身留下许多令人关注
的故事；这些子女又都是豪门联姻，互相攀附，于是以盛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上至朝廷大员，下至
江南豪富的典型的海派豪门网络。
盛氏家族在两百年间，共繁衍了八代子孙，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兴盛时可以直接和
天子对话，衰败时竟落得个尸骨无存；有钱时可一夜输掉一条弄堂，没钱时竟八个人睡一间厨房⋯⋯
期间大红大紫，大喜大悲，祸福变幻，聚散无常，无不打上时代、社会和阶层的烙印。盛氏的一部家
族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或上海的沧桑记忆。
《盛宣怀家族》采用历史纪实文学的形式，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相结合，文字和历史图片相配合，可
信度和可读性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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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作者简介

宋路霞，1952年生，山东济南人，作家，家族史、上海史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
多年致力于近现代家族史、上海地方史的调查、研究和创作，著有《李鸿章家族》、《张静江、张石
铭家族》、《盛宣怀》、《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滩豪门望族》、《上海望族》、《百年儒商》
、《百年收藏》、《回梦上海大饭店》、《回梦上海老洋房》、《浮世万象》、《钱币大师马定祥》
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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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书籍目录

序言 王仲伟
第一章 龙城之望
运河边最富传奇的巷子
“花发如锦”与“和尚转世”
第二章 末世才人
“武进文不进”的命
李鸿章乱世得英才
长留天地之留园
第三章 洋务巨擘
招商局万事开头难
上海滩快刀斩“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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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钢铁先驱汉冶萍
第四章 力挽中国
人在商界而鞭辟中枢
“东南互保”中隔江灭火
慈禧：“若非汝等,安有今日!”
盛康之死与大权旁落
第五章 魂断铁路
买了条铁路再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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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夫人的大千世界
第七章 豪门联姻
枝枝蔓蔓的姻亲网络
邵府两代人娶回盛家女
一等好亲家孙宝琦
第八章 乡关何处
庄夫人被困老公馆
流亡日本好辛苦
争回家产人已老
举城争睹大出丧
第九章 公子天下
十里南京路,一个盛老四
盛老五“牡丹”花开花又落
盛老七赔了夫人又折兵
东方奇男邵洵美
阴阳一生邵式军
黑白大王盛老三
第十章 小姐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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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七小姐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彭七好自由，盛八不开心
盛名奈何“女门低”
第十一章 遗产风波
老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老太爷到底留下多少遗产？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民国政府再次捡走“皮夹子”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
上海滩最后的“小开”
宠辱不惊盛毓邮
东山再起盛毓度
哥儿们穷则思变闯天下
第十三章 钓鱼岛之谜
徐逸说：“钓鱼岛是我的！”
专家说：“慈禧手谕”是假的!
毓邮说“徐逸做假！”
第十四章 海上寻踪
盛家的老房子
盛家的新企业
附录一 盛宣怀家族世系简表
附录二 盛宣怀家族年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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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章节摘录

插图：常州盛氏是江淮一带的大姓。据说他们的远祖，是周文王的儿子郧叔武，至穆王时易郧为盛，
于是后代就开始姓盛。后来盛氏又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从古梁迁至广陵，宋王朝南渡时又迁到金陵。
到了明朝，有个叫盛睿的老祖宗，带了一支家眷队伍迁居到了常州，在城西北的龙溪河畔筑屋造室，
从此在常州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盛氏子孙枝繁叶茂，族大根深，那地方就成了盛家湾，成了盛氏家
族常州一脉的大本营。常州又称龙城(还有延陵、毗陵、丹德、武进等古称)，有龙溪河傍城而过。龙
溪河近通运河，远达长江、太湖、东海，兼得襟江带湖之美和渔米舟楫之利，故有“中吴要辅、八邑
名都”之誉。然而这个龙城自古并未出过什么龙子龙孙和天王老子之类，倒是文臣武将、富商巨贾出
了不少。到了明清两代，此地更是商贾如云，万舸争流，物华天宝，南北瞩望，惹得康熙帝和乾隆帝
各自先后六次大驾光临。现在被称作“御码头”的地方，至今还树立着乾隆帝题写的御碑，共六块，
那是皇帝弃舟上岸之处。盛氏之所以成为地方大姓，不仅是人多，还在于历朝历代出过不少知名的人
物。唐朝时有个盛彦师，好读书，少任侠，唐高祖兵陈汾阳时他为大将。史书上称他“晋城一役斩李
密及王伯当，以功封葛国公，授武卫将军”，说明他是李唐政权的一员干将。唐贞元年间又有个盛云
鹤，学富五车，是个大知识分子，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来当了皇帝的老师。到了宋朝，盛家出了个
盛度，是端拱二年的进士，因治理西部边疆有功，当上了副宰相。宋宣和年间，盛家又出了个有名的
忠臣，名盛俊祥，在朝廷里当御史(纪律检查官)，南渡后因揭发秦桧篡权误国，被秦氏所不容，被迫
“乞病回乡”，回乡后书写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分授给八个儿子，教育后代，不辱
门风。元明两朝至清代前期，盛氏家族的功名未大显，但是出了几位艺术人才——盛懋是山水画家，
盛或是诗人，盛寅是名医，盛时泰也是画家，盛年则是清代著名的围棋国手。然而到了清代嘉庆、道
光、咸丰年间，盛家的门风又为之一振。先是盛宣怀的祖父盛隆于嘉庆庚午年中举，当上了浙江海宁
知州，接着他的父亲盛康于庚子(1840年)中举，进而在甲辰(1844年)考中进士，获得了封建社会的最高
学历，当上了湖北武昌盐法道(分管食盐产、运、销的副省长)，成了地方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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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媒体关注与评论

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主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开拓者，他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
非常之事，创办中国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
，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十余项“第一”使他成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影响民族资本
主义发展方向的非常之人。　　——夏东元（著名的洋务运动史学者，盛宣怀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
物）宋路霞多年来醉心于上海名人史、家族史的研究，夙兴夜寐，不避风雨，查资料，作访问，足迹
遍及上海大街小巷，甚至东飞日美，南下港台。一讲起名门巨族间的关系网，高墙深院里的陈年事，
就眉飞色舞，口讲指画，滔滔不绝，物我两忘。现在其完成的《盛宣怀家族》，于查阅参考大量稀见
文档之外，更从盛氏家族后人处挖掘许多珍贵的口述和图片资料，既是对现有盛宣怀及其家族档案的
难得补充，又为我们研究近代上海和近代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熊月之（著名的近代
史、上海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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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编辑推荐

《盛宣怀家族》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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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精彩短评

1、想了解盛宣怀这个人的可以看看，市面上有好些版本写他的，我没读过，所以也没法对比，但这
本我觉得还不乱。
2、关于盛本人写的太少，十里洋场现在看过时了
3、了解一个人和评价一个人学要对他有更深刻的了解，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真的！历史就是
这样，越了解真相，越认为历史和有味道！
4、晚晴成功的商人，可以映射到当今，中国式的人物，中国式的商人。
5、非常喜欢读民国时期的历史，有感动，更多的是感慨和激励。
6、: �
K820.9/3961-4
7、了解下家族还是好的
8、了解盛宣怀家族的一本好书！
9、上海
10、我对于民族企业家总是有一份尊重，而且他还是天蝎男。。。
11、　　看了《走向共和》后，对里面的“天下第一官商”盛宣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图书馆
借来了这本书。
　　整本对盛宣怀的生平描写并不多，仅仅是提纲挈领的叙述，更多的笔墨用在了他的后代上。而从
他的后代的生平中，我又看到了这位老太爷的影响力。
　　盛宣怀去世时，给子孙留下了五百多万两白银，然而数十年间便有子孙流落至死，令人扼腕叹息
。任凭父母多少荫蔽，子孙也不可能永远坐享其成。何况树大招风，谁都想来分一杯羹。
　　但也有人，比如盛毓邮，坦然面对家族盛衰，奋发自强，从底层做起，最终打出了自己的一份家
业。
　　人生其实真的是公平的，生来富贵的人总要为这一份富贵担一分风险，生来贫穷的人却有白手起
家的机会。不要为身份抱怨，须知富家子会用流落街头的可能，寒门子也有端坐庙堂的机会。只要你
的人生，没有挥霍。
12、曾经的上海第一豪门
13、此书文笔一般，当做消遣的书还行
14、图文并茂，值得收藏。
15、邵洵美是真惨
16、读《盛宣怀传》要读此书为辅。
17、不错，值得一看，能够了解盛宣怀家族的一些事情。
18、相比于胡雪岩，他的能力和逼格似乎更在其之上，做的都是关乎国家工业发展的实业，既充实了
自己的腰包，也使所谓的洋务运动顺利发展，在政坛留下了自己的烙印，这就比胡雪岩只重商不重政
治来得强，胡只是结交了一些政治上朋友，而未有真正的深入其中取得一官半职，所以后来一旦有难
，他没能力自救，而朝廷里也没人敢帮他形成截然相反的差异！
但所谓富不过三代，果然应验在盛氏家族，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原因是正好碰上了革命，一切都变了
！但他的几个儿子真的是不争气，要不是庄夫人的操持，估计败得还要快吧！
19、因时势而起，没有家族文化，其衰败也快，尽是纨绔子弟⋯⋯
20、这是一本了解晚清重要人物及其家族后人的一本好书。
21、字小点，纸薄点，剩下挺好的~
22、总体对我还是有些帮助，但不是太通俗易懂。
23、物流很快    周三定的，周四就到货了    赞赞赞~    会继续支持
24、豪门
25、帮同事买的，她说很喜欢，还有人物的照片，虽然贵点，但物有所值。
26、文字比较轻松，内容清晰，图片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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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精彩书评

1、看了《走向共和》后，对里面的“天下第一官商”盛宣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图书馆借来
了这本书。整本对盛宣怀的生平描写并不多，仅仅是提纲挈领的叙述，更多的笔墨用在了他的后代上
。而从他的后代的生平中，我又看到了这位老太爷的影响力。盛宣怀去世时，给子孙留下了五百多万
两白银，然而数十年间便有子孙流落至死，令人扼腕叹息。任凭父母多少荫蔽，子孙也不可能永远坐
享其成。何况树大招风，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但也有人，比如盛毓邮，坦然面对家族盛衰，奋发自强
，从底层做起，最终打出了自己的一份家业。人生其实真的是公平的，生来富贵的人总要为这一份富
贵担一分风险，生来贫穷的人却有白手起家的机会。不要为身份抱怨，须知富家子会用流落街头的可
能，寒门子也有端坐庙堂的机会。只要你的人生，没有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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