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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第一官商(盛宣怀的正面与背面)》由王伟著：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第一家电报
局，第一家银行，第一所国立大学⋯⋯躲藏在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牛人阴影里的盛宣怀，到底
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慈禧眼中的“不可少之人”，李鸿章口中的“堪资大用”。
张之洞说他“
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孙中山则认为他“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
他是永远无法复制的旷代绅商。

从最初李鸿章鞍前马后的“文案”，到晚清第一官商，他一生亦官亦商，亦中亦洋，他的个人财富在
当时无人能与之匹敌，盛氏更是形成了上至京官大员、下至江南富豪的庞大家族网络。

“办大事”和“做高官”是他人生的信条。
在风云突起、动荡纷乱的近代社会里，他是如何一次次抓住机遇，在官场与商场、晚清与列强之间左
右逢源，步步高升的？
剥去特殊历史环境给他抹上的传奇色彩，他的人生经验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说，仍旧有极
大的借鉴意义。

《晚清第一官商(盛宣怀的正面与背面)》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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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一代英才出常州 诞生于国门开启之际　　1844年11月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盛
宣怀出生于江苏省常 州府武进县的官绅家庭。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空前急剧变 化的非常之世，西方资本主义用商品、鸦片、大炮
这三种特殊武器敲开了中 国大门。
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中华民族经历了亘古未曾有过的悲惨遭遇。
可 以说，盛宣怀出生的年代正是发达的封建文明古国行将就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这个畸形儿即
将出生的时刻。
在英帝国坚船利炮的步步紧逼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清王朝节节败退，最 后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在南
京下关江面的英国舰艇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
英国从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对其他西方 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刺激了他们的侵略野心，西方列强纷
至沓来。
1843 年，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作为《南京 条约》的附件；1844
年美国和法国接踵而至，分别将《望厦条约》和《黄埔 条约》强加给了中国。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准予在长江流域自由航行，传教士可
以在各口岸自由传教，中国 的主权一天天变得破碎不全。
从此，各国的资本家便拿着剩余的商品销于中 国，拿着剩余的资本投于中国，同时大肆从中国搜刮原
料，中国成了资本帝 国主义者的商场、投资地和原料出产所。
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列强势力的冲击，开始思索中 国前进的道路。
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和湖南邵阳人魏源先后编撰了《四洲志》 和《海国图志》，介绍西方的舆地、政治
和经济，对西方的“长技”详加研 究，呼吁国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期。
就在《黄埔条约》签订后的第10天，即1844年11月4日，江苏常州城周 线巷盛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
。
盛氏一家欢天喜地，举人出身的爷爷盛隆 早已为孙子想好了名字——盛宣怀，并赶紧写家信把消息告
诉远在京城翰林 院庶常馆学习的盛康——出生孩子的父亲：孙儿降世，按族谱“怀”字辈排行，取名
“宣怀”。
岳武穆《满江红》 词：“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整首《满江红》都是武穆述怀之作，这个“怀”，便是立志报国也。
今为孙儿取名“宣怀”，望他长大成人之 后，亦能不忘祖父取名之义，立志报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
事业。
盛宣怀，字杏荪，一字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 ；另有恩惠斋、东海、孤山居
士等字号。
盛宣怀共有兄弟6人，在盛家族谱 上属于“怀”字辈，他是老大。
老二盛寯怀（蕉荪）是附贡生；老三盛廷怀和 老四盛寰怀均不幸早夭；老五盛星怀（薇荪）是附监生
，三品衔，候选知府，不幸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牺牲，朝廷恤赠其太仆寺卿的荣誉；老六盛善怀（莱 荪
）也是附监生。
说来也奇怪，盛家兄弟除了盛宣怀之外均很不幸，夭折了 两个，牺牲了一个，另外两位弟弟也不长寿
，都在20岁左右就去世了。
唯独 老大盛宣怀一枝独秀，不仅长寿而且官运亨通，多子多孙。
这对盛家来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关于盛宣怀的出生，盛氏家谱上的记载颇为神奇。
说是盛宣怀出生那年 春天，其父盛康正赴京赶考，他的祖父盛隆正在吉安县令任上。
一天夜里盛 隆忽然梦回老家，见宅院当中的一棵老杏树发花如锦，醒来即听说盛康之妻 已经有孕在
身，于是心中窃喜，认为是个祥兆。
果然这年科举发榜，儿子盛 康考中了进士，到了秋天他又喜得孙子，双喜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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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隆念及梦中盛开的杏 花，遂为他的这个孙子取名“杏荪”。
1849年盛隆从浙江辞官回来，见孙儿 “端凝朗秀，举止如成人”，心中大喜，曾对亲友说：“是儿必
成伟器。
” 后来的情况，竟不出老人家所料。
常州民间还有另外一说。
说是盛宣怀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常州天宁寺的 一个老和尚圆寂前，口中含着一颗青杏，嘱咐小和尚说
：“明日往市中寻访，若有新生儿哭不出声音，即为其取出口中青杏，乃吾之托身也。
”第二天 一早，小和尚听说盛家老宅喜降一子，又听说那小儿确是哭不出声音，就按 师父之说，前
去为小毛头取出口中异物，细察之，果一青杏也！
小和尚急急 回到寺院，老和尚已经圆寂⋯⋯这个故事流传很广，甚至盛家老人也相信这 一说，所以
几代人都尽力行善，对天宁寺也多有捐献和维护。
据线装本《天宁寺志》有关章节的记载，清末天宁寺翻建大殿，因为超 过县学的高度，遭到地方乡绅
的强烈反对，弄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盛宣怀 出面调停，大殿才得以建成。
常州城里的官僚世家 常州盛氏是江淮一带的大姓，虽然在全国不算显赫，但在常州当地则名 声颇著
。
据说他们的远祖是周文王的儿子郕叔武，至穆王时易郕为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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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米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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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树立着乾 隆帝题写的六块御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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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兵陈汾阳时封他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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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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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告病回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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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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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盛家的门风又是 一振。
先是盛宣怀的祖父盛隆（字惺予，死于1867年）于1810年中举，当上了 浙江海宁知州，接着他的父亲
盛康于1840年中举，进而在1844年考中进士，获得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历，当上了工部主事，后外放
为地方官员，先后历 任铜陵知县，庐州、宁国府知府，和州、直隶州知州，湖北督粮道、盐运使、盐
法武昌道兼布政使、按察使等职，还曾一度负责过山海关海防转运事务。
他在常州和苏州也办过不少善事，所创办的人范书院（后改为人范小学），专门培养盛氏子弟。
凡入该校读书的盛氏子弟，学费全免，所以在盛氏大家 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字劫存，号旭人，生于1814年，在四个兄弟中排行 老二，几个兄弟都是本省的小
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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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战 争，在为时4年的不成功的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战争中
，任总督向荣的 江南大营的幕僚，后于1856年回常州，效仿曾国藩及其湘军组织民团。
1858 年，盛康进入曾国藩的主要助手胡林翼的幕府，获得湖北牙厘总务的肥缺。
该局是征集新设的厘金（即商业税）的代理机构，为胡林翼的军队镇压太平军 筹措军费。
1861年9月，胡林翼死后，接替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委派盛康为湖 北盐法道。
在这个职位上，他取得了赚钱的两淮盐区的湖北地区的掌管权。
这期间李鸿章正奉命攻打太平天国，盛康参与操办后勤军务，甚得赞赏，为 后来盛宣怀进入李鸿章的
幕府打下了伏笔，也为盛氏家族后来的振兴作好了 最重要的人事铺垫。
盛康于1867年父丧丁忧之后，再未曾获得实质性职位。
1871年，李鸿章 因为盛康在直隶水灾救济中的贡献，向朝廷举荐，授予他布政使的头衔。
晚 年得此荣誉，显然是其子盛宣怀与李鸿章密切合作的结果。
1886年，盛宣怀 获得烟台道的实职，盛康才完全退休，从事学术活动，辑有《皇朝经世文续 编》一书
。
盛家两代人居外做官，家底渐厚，盛宣怀的父亲和叔父在常州城里建起 了前后九进的深宅大院。
盛康快要告老还乡的时候，又在苏州买下一处偌大 的旧式园林，精心修整后，作为盛家的别墅和祠堂
所在地。
这处园林，就是 现在号称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留园。
数年后盛宣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在故乡大兴土木，在常州周线巷建 起了前后十一进的大宅院。
盛家在常州的两处豪宅相距不过百米，重檐叠嶂，时人莫不以之为瞻。
现在常州市嵌着“盛宣怀故居”大理石碑的地方，叫马园巷，窄窄的巷 道，显得逼仄而潮湿，其实这
只是当年盛宣怀之父盛康造的九进大宅的边门，正门则开在马园巷尽头的一条大马路上，现在则是常
州市人民法院大厦的 所在地。
法院门前的那条大马路，就是古运河边充满传奇故事的青果巷。
盛 氏大宅门选址青果巷，可谓占尽天时地利。
青果巷不过是一条五六百米的巷子。
然而这条街巷凝聚了数千年常州古 迹的精华，荟萃了数不尽的人才精英。
青果巷是常州名门望族的聚居地，常 州人素以能居住在青果巷为荣，素有“刘半城，庄一角，青果巷
唐家半条街”之说。
毗陵唐氏历史悠久，早在宋朝，翰林院检讨唐华甫就定居常州郡城。
青果巷唐家从明朝以来就建有唐氏八宅，历经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沧桑，今天仍留下贞和、筠星、礼
和、八桂、松健五堂，组成了青果巷古建筑的精 华。
青果巷清代贵阳知府恽鸿仪故居也是一组完整的精美的清代建筑群，并 且体量大，至今保存完好，是
常州宝贵的文化遗产。
青果巷正临的南市河，是常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经过之地。
当年王安石 任常州知州治理常州水患，苏东坡11次到常州，文天祥被押送北京（元大都），唐顺之出
海大战倭寇，都曾在这里经过。
临河的粉墙黛瓦马头墙、雕花长 窗、码头、古纤道、系舟石，以及临街那一座座充满了历史沧桑的石
库门和 门楼，令这条古巷风情万种。
她的历史文化底蕴无比深厚，一条巷就是常州 活的历史博物馆。
祠堂、戏楼、牌坊、钱庄、药局、桥梁、古井、古树名木 等星罗棋布，有档可查的古迹就有几十处之
多。
一条街巷就是一个朝代，一 条弄堂就有一段传奇。
青果巷出了近百位进士和状元钱维城，堪称进士街。
她也是革命家和社 会活动家的摇篮。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出生在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他 的校友张太雷少年时也曾在青果巷生活过。
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中国民盟 和妇联的领导人史良女士也曾在青果巷中段的常州女子师范读书。
青果巷还是实业家和教育家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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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盛宣怀之外，刘国钧、恽祖祁、查秉初等著名实业家都出自这里。
居住在青果巷16弄的赵元任与王国维、梁 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P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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