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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之洞顺势而为
大管家：权倾朝野，睿智变通；
政策执行者：貌似顺从而锐意拓取；
务实者：步步为营，追求功利；
中庸精神实践者：我办事你放心。
中国的民族工业⋯⋯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毛泽东
安乐椅上的战略家。
——费正清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为惜花时。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
——张之洞
凫雁江湖老不材，百年世事不胜哀。盖公堂下青青树，曾见传杯读画来。
——张之洞
其实南皮之事功，不如文章。意存建树，而力希忠宠，故有创而鲜获。然其真性情，可
从诗文字句里钩稽得之，此是书生本色，不宜忽也。
——黄浚

  

 

内容简介

《张之洞（上中下）》是一本极富价值的传记小说，它描绘了晚晴四大名臣之张之洞的
精彩一生。
张之洞以治学起家，先以学术考究声名渐起。他的科举之路极为顺畅，位列三甲，在京
为清流砥柱，热衷国事，外放亦忠君勤政，体恤民情。他是忠君爱国的典范，但却不拘
泥于程朱理学，积极倡导西方科技文明，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所提出，并大
力开办洋务实业，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整部小说时间跨度长、人物关系复杂、涵盖内容丰富，以张之洞一生的政治活动为经线
，以他与朋友、幕僚、朝廷甚至政敌的关系为纬线。叙述了张之洞面对复杂的“三千年
之一大变局”，怎样从一个科举场上的得意青年跻身于晚清统治集团，成为奏弹国家大
事、一展雄心抱负的清流健将，怎样由出任山西巡抚开始了他人生最精彩最重要的三十
年，怎样实现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转变，办实业、兴学堂、倡游学、练新军等。
“审视了身兼政治重臣与学术巨擎双重身份的张之洞在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面前通经与



致用，卫道与维新的迷茫和困惑，深刻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作者简介

唐浩明
湖南省作协主席、湖南省版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全国委员、岳麓书社首席编审。长
期从事近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与历史小说的创作。所编辑的《曾国藩全集》被美国媒
体评为“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所著的长篇历史
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多次获*文学大奖。所著读史随笔集“评点曾国藩”
系列广受海内外文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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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近几十年来，南国大都市广州在中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这座城市里制定了焚烧鸦片的决策，试图通过这个惊世之举，维
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体面和人格尊严，斩断不法之徒毒害中国人的魔爪。虎门的熊熊烈焰
伸张了民族正气。然而没有多久，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屈服了，林则徐被撤
职流放，一艘艘从英吉利海峡开过来的船舰，从南海驶进零丁洋，进入珠江口，将堆积
成小山般的鸦片箱卸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座城市，将毒品合法地贩卖到全国
各地。美丽的五羊城从此蒙上了巨大的耻辱，成为一座罪恶的都市。
然而，随着鸦片公开上岸的同时，洋人也在广州买地起屋，打起长住下去的主意。他们
在珠江两岸建起高大结实、采光通风设备都很好的楼房；自己发电，亮起了电灯，装起
了电话；换上了诸如钟表、留声机、牛皮沙发等精巧舒适的奢侈品。他们还带进了烫金
硬壳的洋文书籍、满载世界各地最新消息的洋文报纸。他们读着洋书洋报，说着洋话，
和广州的官场打交道，做生意，通买卖，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入他们的金库。
随着华洋交易的频繁，一批沟通华洋的中国人应运而生。这种人既懂洋话，又懂官话，
既知外情又知国情，他们从中穿针引线，牟取暴利。广州人叫他们做西崽，官方称他们
为买办。买办通过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将洋风洋俗在广州迅速地传播开来。因而，广
州这座城市，又是受泰西文明影响最大、最有生气的都市。
正是酷暑季节的闰五月中旬，张之洞带着他的家小和随从，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广州，
做起南国的这座大都市和粤桂两省这片广袤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来。
一个多月来的舟车旅途，使他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有关两广的史册记载。他又从沿途官府
那里获取朝廷下发的各类京报文钞，那上面有不少关于越战的消息。这期间，他还在几
个抚台衙门里，收到了朝廷专为寄给他的包封。包封里都是关于两广的绝密文书。所有
这些，都有利于他对即将履任的新职做深入的思考。
到了广东韶州府，他收到了一件只能他亲自拆看的朝廷密函。密函里装的是李鸿章与福
禄诺在天津和谈的内容要点。这些要点有：法国愿意保护中国毗连越南的疆土安全，中
国在越南北圻的各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中国允许法国货物在
中国边界自由运销，法国与越南订立各项条约均不得伤害中国体面，三个月后再议详细
条款。
张之洞一向不喜欢和谈，随便瞧了瞧后便封存起来，并不将这份日后载于近代史册上的
《简明天津条约》看得太重。一路上，他和桑治平、杨锐等人常常谈论当前的局势。充
满少年激情的杨锐，从来对前途都抱着乐观的看法。饱经世事的桑治平，则往往对事情
复杂的一面注意得更多一些。 一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近几十年来，南国大都市广州在中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这
座城市里制定了焚烧鸦片的决策，试图通过这个惊世之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体面和
人格尊严，斩断不法之徒毒害中国人的魔爪。虎门的熊熊烈焰伸张了民族正气。然而没
有多久，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屈服了，林则徐被撤职流放，一艘艘从英吉利
海峡开过来的船舰，从南海驶进零丁洋，进入珠江口，将堆积成小山般的鸦片箱卸下。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座城市，将毒品合法地贩卖到全国各地。美丽的五羊城从此



蒙上了巨大的耻辱，成为一座罪恶的都市。 然而，随着鸦片公开上岸的同时，洋人也在
广州买地起屋，打起长住下去的主意。他们在珠江两岸建起高大结实、采光通风设备都
很好的楼房；自己发电，亮起了电灯，装起了电话；换上了诸如钟表、留声机、牛皮沙
发等精巧舒适的奢侈品。他们还带进了烫金硬壳的洋文书籍、满载世界各地最新消息的
洋文报纸。他们读着洋书洋报，说着洋话，和广州的官场打交道，做生意，通买卖，白
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入他们的金库。 随着华洋交易的频繁，一批沟通华洋的中国人应
运而生。这种人既懂洋话，又懂官话，既知外情又知国情，他们从中穿针引线，牟取暴
利。广州人叫他们做西崽，官方称他们为买办。买办通过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将洋风
洋俗在广州迅速地传播开来。因而，广州这座城市，又是受泰西文明影响最大、最有生
气的都市。 正是酷暑季节的闰五月中旬，张之洞带着他的家小和随从，千里迢迢从山西
来到广州，做起南国的这座大都市和粤桂两省这片广袤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来。 一个多月
来的舟车旅途，使他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有关两广的史册记载。他又从沿途官府那里获取
朝廷下发的各类京报文钞，那上面有不少关于越战的消息。这期间，他还在几个抚台衙
门里，收到了朝廷专为寄给他的包封。包封里都是关于两广的绝密文书。所有这些，都
有利于他对即将履任的新职做深入的思考。 到了广东韶州府，他收到了一件只能他亲自
拆看的朝廷密函。密函里装的是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和谈的内容要点。这些要点有：
法国愿意保护中国毗连越南的疆土安全，中国在越南北圻的各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法
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中国允许法国货物在中国边界自由运销，法国与越南订立各项条
约均不得伤害中国体面，三个月后再议详细条款。 张之洞一向不喜欢和谈，随便瞧了瞧
后便封存起来，并不将这份日后载于近代史册上的《简明天津条约》看得太重。一路上
，他和桑治平、杨锐等人常常谈论当前的局势。充满少年激情的杨锐，从来对前途都抱
着乐观的看法。饱经世事的桑治平，则往往对事情复杂的一面注意得更多一些。 他们谈
得更多的是眼下广东的局面。前任总督张树声虽搬出了督署，但仍住在广州城外黄埔港
督办两广军务。驻扎虎门的军营是这几个月来征调的前湘军系统的人马，统帅是有中兴
名臣之称的老将彭玉麟，他的助手正是张之万所推荐的娄云庆。另一支军队是由广东提
督管辖的绿营。在彭玉麟来到广东前，张树声的淮系军营与当地的粤军有很深的隙嫌。
这原因是因为张利用督办的权力，将粤军安置在虎门一带的前沿阵地，而将自己的人马
留在广州城郊。粤军对此大为不满，遂不与张配合，并向朝廷密告张的种种不是。张树
声被撤去粤督一职，与此也很有关系。彭玉麟到了广东后，将粤军调回内地，而将湘系
军营驻防在虎门。彭玉麟这种大公无私以国事为重的品德赢得了淮、粤两系的敬重。目
前广东省内的三支主要军事力量各自都在修备战具，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 进广州城的
第二天，张之洞从广东巡抚倪文蔚的手里接过两广总督的印信、王旗，正式做起负责指
挥越战的最高地方统帅来。通过与城内各大衙门的宪台及原督署僚属的反复会谈，张之
洞对当前的内外形势有着更多的了解。为更好地谋划运筹，他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
接受张之万的建议，派桑治平和熟悉越南情形的雷琼道员王之春亲到镇南关外走一趟，
实地考察战地形势，会会正在关外督战的清军首领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以及黑旗
军首领刘永福等人。二是自己走出广州城，先到扼控省垣的黄埔港看望驻防在此地的淮
军及张树声，再到广东的南大门虎门去看望防守前线的湘军及彭玉麟。 送走桑治平、王
之春的次日，张之洞在兵备道李必中的陪同下，乘坐小火轮，顺着珠江南下。在黄埔港
，他见到了已重病在身的张树声，张树声向后任倾吐了这半年来压在胸间的满腹牢骚和
委屈，拜托后任务必将这些奏报朝廷，主持公道。为安定淮军军心，共同备战，张之洞
满口答应了。在总兵吴宏洛的陪同下，张之洞巡视了黄埔港一带的防御工事。淮军的散



漫军风和应战力量的薄弱，令新粤督担忧。 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
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
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大量缺乏射程远杀伤力
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
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
，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
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
：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
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波涛汹
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
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
这些身份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
、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
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
。”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
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
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学洋人，办洋务”，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
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
北圻倒是意外地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
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
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
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
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
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
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
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
，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
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
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
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
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做法来拒绝与总理
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
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份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
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
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
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
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
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
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
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 陈宝琛老大不情愿，但面对着曾国荃



冷峻威严的面孔和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只得硬着头皮去上海找巴德诺。谁知巴德诺一
听只有五十万，与政府的要求相差太远，便一口拒绝。陈宝琛被巴德诺大大奚落了一番
。 此事并未就此而了。陈宝琛刚回南京，上海的外国报纸便将此事公开于众，舆情哗然
，慈禧得知后，大不高兴。传旨斥责曾国荃背着朝廷私许外人，实属不知大体，陈宝琛
遇事向有定见，此事乃随声附和，殊负委任。陈宝琛想起来真是太窝囊不堪了。自己明
明不愿意向侵犯者讲和示弱，但作为属下，又不能抗拒上司的命令，违心地去与法国人
谈判，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招来四面难堪：洋人冷眼，国人愤慨，太后斥责。这是何苦
来呢！好不容易培植的一世清流英名，便如此轻轻易易地毁于一旦！一向自命清高的陈
宝琛来到两江不久，便吃了这个有苦说不出的哑巴亏。他开始领略了世事的复杂，实务
的难办，颇为后悔不该离开京师，从此便将陷于这麻烦透顶的事务圈，既没有读书做学
问的空闲，又丢失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正在李鸿章、曾国荃、陈宝琛处在骑虎
难下的时候，美国公使馆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静待美法两个强
权国家之间私下交易的结果。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威胁清廷，恐
吓主战派，尽快达到他控制越南，打通红河航线及最终瓜分中国征服远东的战略大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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