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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下)》

内容概要

中国的著史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
作为纪、表、世家、书、传”的写法；一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式的撰述。《中国近代史上
的关键人物》不守成规，自成一格，“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
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来写中国近代史，不但补充了
学术性史著的缺略，而且将历史这一块茫茫大漠变成引人入胜的绿洲。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溪、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
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
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本书作者苏炳同先生对近代史的掌故轶闻、官职变化、风俗人情、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知识的掌握，不
但使他能够下笔时游刃有余，而且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学养上的充实。这部书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论
断式的学术著作。它的夹叙夹议、博采野史、亦庄亦谐、波澜迭起的风格，或许是未来史学著述（也
许包括其它一切学科）的必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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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下)》

章节摘录

　　上诞膺天命，四方多事，旰食宵农。每日披览章奏，引对臣工，指示周详。军兴以来，所授机宜
，无不惬当。建元之初，诏免天下钱粮千有余万。岁一不稔，捐租缓征，无不如疆吏之请。被贼之区
，思施尤渥。命儒臣缮写《朱子全书》及《贞观政要》，朝夕讲求。几余洒翰，或述志以示廷臣，或
手诏以褒直谏，莫非夙夜缉熙所见端也。进退臣工，明而善断。正位之初，即颁手诏正穆彰阿、耆英
之罪，遍谕臣僚，改平素因循取巧之习。饬内外大臣保举人才，不拘资格，一秉大公。是故兵不足而
兼用勇，漕不继而改海运，饷不足而更制大钱。改口岸以整鹾纲，输米石以实仓庾，裁河员之冗浮，
减京饷之成数。凡此新章之改革，无不与时为推迁。在热河时，未尝一日忘官阙。辛酉仲春，有诏回
銮，而圣躬不豫，浸至大渐，亦圣心初不自料者。普天之下，见升退素诏，莫不奔走号呼，若失怙恃
也。　　袁世凯为何不能与吴长庆水乳相投？可以看王伯恭《蜷庐随笔》中所透露的消息：　　光绪
壬午之冬，余奉合肥相国奏派，偕马相伯舍人往朝鲜，应其国王之聘。时吴军门长庆率六营驻防汉城
，袁慰亭司马权营务处，居三军府。其居三军府也，盖与吴师不甚水乳，藉为朝鲜练兵之名，遂别树
一帜。　　　　由于胡林翼的周密部署及苦心经营，不久之后，湖北境内的清军情势即逐渐稳定。咸
丰五年十一月，湖北南境的咸宁蒲圻等太平军重要据点悉被清军克复，武昌以南无敌踪。是月，太平
军翼王石达开谋解武昌之围，自皖南深入江西内地，以谋牵制。十二月，胡林翼、罗泽南督率围师三
路攻城，城中亦大出兵来攻，苦战兼旬，力挫其焰。由是武昌城中的太平军夺气，婴城待援，不敢复
出与清军战。咸丰六年正月，石达开蹂躏江西五十余城，南昌形势孤危，曾国藩亟欲罗泽南回师相救
，而武昌垂克，万不能舍之而去。于是罗泽南不避艰危，不顾伤亡惨重，竭力向武昌进攻，清军因之
死伤枕藉，而城卒不克。三月，九江方面的太平军大举来援，武昌城中亦出兵夹击，俱为清军所败。
罗泽南于此一战役中受重伤，数日后创重而卒，李续宾代领其军。四月，杨载福所统水师大破太平军
水师于汉阳，太平军战船二百余艘尽被烧毁，长江江面肃清，援军路断，汉阳、武昌二城始坐困。七
月，石达开由江西回师南京，踏破向荣的江南大营，然后拥众上援武昌，号称十万，旋为胡林翼李续
宾以宽壕高垒之法败于青山，于是武昌援绝。十月，胡林翼益募陆师五千，水师十营，对武昌采取长
围久困之计。城中太平军食尽，于十一月间开门突走，为围城诸军所分途追歼，殄灭无遗，武昌遂复
。同日，汉阳城中的太平军亦突围东走，汉阳亦复。李续宾部署各军，进复黄州、兴国、蕲州、广济
等地。至此年的十二月，湖北全省俱已规复，进行了一年有余的武昌争夺战，至此始告结束。自武汉
克复，湖北全境肃清之后，胡林翼可以用湖北的力量支援东征丰师，太平军所处的情势，便日见不利
了。　　胡林翼从前在贵州做知府时，目睹贵州的吏治废弛，民生疾苦，盗贼纵横而官吏相与勾结，
治安岌岌可危而兵不能战，以为欲图整顿，非从察吏、求才、练兵、筹饷四者切实着手，不足以言振
起。而湖北新经大乱，疮痍满目，如何方能使残余的黔黎得有再生之乐，如何方能使新复的地方治安
巩固，这也就回到了他从前所曾提出的老课题&mdash;&mdash;非从察吏、求才、练兵、筹饷四者着手
不可了。察吏所以安民，求才所以改善实际政治，练兵所以固圉，而筹饷所以养兵，四者互为连锁，
缺一不可。武汉既复，湖北肃清以后，清政府为酬庸有功人员，已将胡林翼补授为湖北巡抚，加赏头
品顶戴，所以胡林翼此时已是实缺的巡抚大吏，实权在握，可以容他从容展布，不比他从前在贵州做
知府的时候，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展布之地的光景了。但巡抚虽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按照清朝
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之外，尚有总督。定例，总督管军事而巡抚治民政。但若
在一省之中，同时设有总督巡抚两官，二人恰又同城而治的话，往往互相牵制，迭生龃龉。湖北巡抚
驻武昌，而兼辖湖南湖北二省的湖广总督亦驻武昌。胡林翼在湖北做巡抚的时候，担任湖广总督一职
的是满人官文。清朝的惯例，常以满人监视汉人，故而满人常见倚信而汉人则易受排挤。胡林翼在湖
北巡抚任内，虽有满腹经纶亟待展布，却必须先要取得总督官文的合作，方能免其掣肘。关于这一层
，清代末年的各家野史中，颇有若干资料，可以使我们了解，胡林翼之推诚待人，辑睦同官，尽有其
巧妙之　　处。　　薛福成《庸庵文集》有《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云：　　咸丰
五六年间，粤贼陷踞武昌汉阳，蔓及旁郡，蹂躏数千里。是时文恭由荆州将军改总督，凡上游荆宜襄
郧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文忠驻军金口，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烂
之余，皆竭蹶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与劲寇相持，独为其难。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
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向，显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于巨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
措注，文忠尤不谓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文
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ldquo;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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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下)》

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
，谁能御我?&rdquo;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文恭有宠妾，拜胡太夫人为义母，两
家往来益密，馈问无虚日，二公之交益固。文忠于是察吏筹饷，选将练兵，孳孳不少倦，文恭画诺仰
成而已，未尝有异议。每遇收城克敌，及保荐贤才，文忠辄阴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
恭督湖广多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厥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饮差大臣，宠眷隆洽。文恭心感
文忠之力，而文忠　　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见，
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讦谟所定，志行计从。人
谓文忠有旋转乾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hellip;&hellip;　　这一段话，概述胡林翼为求灭除不必要
的掣肘而屈意结欢总督官文的情形，历历如绘。文中虽未指出这个&ldquo;或为文恭说文忠&rdquo;的
说客是何姓名，而据徐宗干的(归庐谈往录>所记，其人盖即当时的宝庆府知府满人魁联。由薛福成所
记，胡林翼因交欢官文而屈意下之，甚至一切报功奏疏亦推官文列名出奏，官文因此累得晋擢，官至
大学士，具见胡林翼为了要达成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只要有利于国，无不多方为之，即使不利于
他个人的功名利禄，亦无所顾惜。这种公忠无私的伟大志节，不但在当时罕有其比，即是求之于往史
，亦罕见其人。胡林翼之卓荦不凡，此为其一端。　　由于胡林翼能藉金钱与名位满足总督官文的愿
望，使得官文感激而事情信从，于是，胡林翼真的变成了以一人而兼决督巡抚二职，握军政大权于一
身，事事都可按照自己的计划与想示一一推行，而不虞他人之掣肘。梅英杰撰《胡林翼年谱》记述此
事，曾引述当时人的舆论，说：&ldquo;佥谓湖北军政吏治，巡抚主藁，总督画行。&rdquo;督抚同心
而胡林翼又实操其柄，自然事事皆易于推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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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全书约六十万字，是我在一九七六年至七八年写成的一本
通俗性历史读物，目的是在希望通过为晚清历史上若干关键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更鲜活明白地　　
解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情形。此书先在台湾的《青年日报&middot;新文艺》副刊逐日登
载，连载完毕后即由台北的四季文化出版公司印行单行本。一九八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将　　它在
大陆发行影印本。时隔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打算以简体字重新排印，以便能以全新的面貌与大陆
读者见面。此一盛意，对我自是莫大的鼓舞与激励。感谢之余，谨在此略述缘起，　　以当序言。　
　历史是人事活动的积累，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的领导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行，更直接与国家命运的休
戚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晚清中国，正当西方势力剧烈冲击，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咸丰、
同治之间，内则有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回之乱，外则有英法联军之入侵，当时不但东南半壁糜烂不堪
，即是广大的华北平原及西北、西南腹地，亦复萑苻遍地，民不聊生。此时幸有恭亲王奕诉及军机大
臣文祥等人主持于内，曾、胡、左、李等一班督抚将帅效命于外，同心匡济，竭力措拄，卒能内靖大
难，外拒强敌，弼成同治、光绪之间的小康局面。这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于
至危垂绝之时，他们的功勋，必将在历史上永著声光。但不幸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物接连发生重大变
故，咸丰不寿，同治夭亡，慈安暴崩，光绪懦弱，这一切的一切，最后只造成了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
而独揽国家政柄数十年之久的机会。由于慈禧之好把持权力及报复恩怨，遂致光绪中叶以后的政局出
现空前的颠倒错谬，此后并因其迷信义和团的神力可以扶清灭洋而招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几乎因此
而亡国。看了这种兴衰变化与贤不肖人物之进退情形，怎不令我们瞿然领悟人事因素对历史影响之大
。所以，要知道晚清中国的历史何以如此灾晦否塞，国事蜩螗，透过当时国家领导人物的言行思想去
探索其中内情，应该也是可行的方法。由于此一构想，我就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以叙述关键人物生
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
发展之趋向，庶几可为以通史体裁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补充读物，以增进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之
了解。一九七六年夏天，《青年日报&middot;新文艺》副刊的主编胡秀先生约我写稿，我向他提出此
一计划，得其同意，于是我就以两年半的时间，陆续写成曾国藩等廿二人的传记，合共十四篇，集结
在一起的总书名，就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回首前尘，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ldquo;关键人物&rdquo;，自成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
张之洞、刘铭传、瞿鸿机、盛宣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
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
，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坊间所刊行的中国近代史，佳作如林。但这些通史体裁的史著因
其体裁所限，其叙述总是全面性的，对于当时主政人物的言行思想与他们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往往
因写作体例之限制而无法着墨，因此也使人难以窥见历史演变之契机与其中曲折。学术著作总是不容
易引起读者之阅读兴趣的。本书之作，旨在以说故事、谈掌故的方式来补充学术性史著之缺略，从而
引起读者深入了解历史演变之兴趣。至于我的此一努力是否能达到目标，当然得看我的写作能力与取
材范围是否适当了。自愧才疏学浅，深恐难以满足读者之期许。不逮之处。尚祈广大的读者不吝指正
，是为至盼。　　苏同炳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台湾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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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商品封面图片为单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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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早先出版的这本东东，好像作者用了另外一个名字。
2、文言文太多，算是罗列资料，但作者的评论在哪里？而且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太旧了。
3、大学时看过的好书。遍寻不遇，某天却意外在六月书屋以68折购得。
4、已成经典
5、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的这书了。其实挺差的，因为只有清廷人物，很不全。虽然史料很扎实。
6、想了解晚清的最好不要读太宏观的，而是从这种传记读起
7、讀書得間，言之有物。
8、我看的是台版三卷本，署名庄练，原系著者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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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历史是严肃而残酷的,但是现在的历史书比历史本身更加严肃更加残酷.历史书成了文学家发挥想象
的最好背景,成了统治阶级标榜自己打击对手麻痹民众的最好武器.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现在已经
没人探询,也很少人愿意去探询,因为写一本枯燥而没人看的著作,远远不如易老师在CCTV10上谈古论今
那么潇洒.而作为潜心研究历史或者对历史真正感兴趣的人,在乎的主要是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历史的过
程.也许用现代人的视角来回顾近代会有很多有意思的结论,但是历史的真正面目应该也只能有一个.和
一般的社会学科不一样,历史不讲究所谓的激昂文字,而象司马迁这样的文学大家实在少之又少,历史讲
究的是严谨和尊重.所有的观点必须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去寻找哪怕是一字半句的注解.在这个问题上
，这本书的作者，做的非常完美。我想，历史书，应该是这么写，它要提供的，永远是真相，至于如
何评述，这才是易老师他们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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