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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人对晚清历史的研究，素来注重政治史，而对制度史上的问题专书讨论者为数不多。
王尔敏先生这部新书是论晚清制度极重要的著作，而书中旁涉政治史上的问题，亦有显著的贡献，全
书搜集史料极其丰富，运用史料亦极谨严。
书成出版，实为中外学术界可庆贺之事。
　　王先生搜集史料之广博，与考据之精详，在其论淮军成立经过及比较湘淮两军规制人事各章，最
可看出。
王先生认为淮军虽然大体上沿袭湘军制度，但其创立时之环境不同，组成分子之性质亦多不同；且因
淮军大量采用新式武器，训练方法及其他有关规制，亦多创新之处。
此外李鸿章之选将用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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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淮军志》乃著名史家王尔敏先生关于晚清军事史研究的名作，先生寻绎演说晚清军制的沿革与
迁变，由湘（军）入淮（军），将淮军的缘起、营制、组成分子、训练及精神、饷源与用款、军械供
应、幕府人才、防区分布与军力消长，一一道来，条分缕析，周详备至，入情入理，为后世研究者奠
定了的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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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尔敏，著名历史学家。
一九二七年生，河南淮阳人，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
历任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清季军事史论集》、《上海格致书院志略》
、《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解醒集》、《五口通商变局》等书。
另编纂史料十二种，史学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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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成立的由来　　　　第一节 江南大营的再溃及　　长江下游的糜烂　　江南大营的再溃
及长江下游的糜烂江南北大营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以为天京。
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跟踪而至，结营于朝阳门外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
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亦进军江北，于三月初驰抵扬州城外，结营于雷塘集，是为江北大营。
其声势则远不及江南大营。
自是而后，江南大营之于天京，江北大营之于镇江，形成对峙之局，常苏以下，得以屏蔽。
上海虽一度为刘丽川小刀会所据（咸丰三年八月至四年十二月），然镇江以下，大致保持完整。
　　第一次兵溃咸丰六年（1856）二月，扬州江北大营被太平军燕王秦日纲攻破，钦差大臣为江宁将
军托明阿，遭受革职，由副都统德兴阿继任，并逐渐恢复江北大营，克复扬州。
五月，江南大营也受到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的三路环攻，以致全营大溃。
向荣退保丹阳，忧愤而死。
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仍保丹阳、金坛。
当江南北大营相继兵溃之际，长江下游，屏障渐撤，情势十分危殆。
咸丰六年四月末，帮办江南军务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镇江大营也被攻破，吉氏阵亡。
天京外围清方劲旅，于三个月内一一败溃，下游失其屏蔽。
恰于此时，天京内讧，先为杨韦媾难，继以石韦冲突，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诛，翼王石达
开亦最后出走。
历时九月有余，太平军元气为之大伤。
于是新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和春与帮办大臣张国梁得以乘机恢复，于咸丰七年闰五月（1857年7月
）克复句容，再度逼近天京。
十一月克复镇江。
江北大营德兴阿亦克复瓜洲，天京之围益急。
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破德兴阿于浦口、扬州。
遂在咸丰九年二月合并江北大营，归和春节制。
至是天京外围，惟以江南大营为清军主力。
节节进逼，渐成长围，以谓旦夕可下坚城。
　　第二次兵溃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2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谋解天京之围，率军自皖南进入浙江
，直趋杭州，突破外城，攻其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
及江南军张玉良驰至，内城尚未攻下，但李秀成计已得售，立即引兵离杭。
杜文澜：　《平定粤寇纪略》，卷九，页１２云：“贼之扑杭州，只图分我兵力，以解金陵之围，不
意全未设防，致为所陷。
是以大营兵到，即踉跄而逃。
”　　又：　当时江南大营之总人数约七万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页２２，和春奏，
得知和春因浙江警信，而抽调大营劲兵一万三千余人分别赴援，三月间苏境危急，又调出一万余人，
防守大营外围。
及建平、东灞、溧阳相继失守，苏常情势危殆，何桂清在常州请援之时，江南大营已无余兵可拨。
率浙皖诸军，群趋苏境，连破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进而与自皖北前来之
英王陈玉成军会齐。
所谓“十道并进”，猛扑长围。
太平军各路将领围攻江南大营之时，适大营兵力最单。
和春大约在三月末始获悉正确军情，但为时已晚。
当何桂清请派张国梁赴援常州时，和春奏陈中有云：“何桂清欲请张国梁亲自赴援，无如金陵各营，
征调已空，现存兵数，仅敷守御营墙。
适又接西路探报，拿获奸细供称：　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
金陵，图解洪逆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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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梁山、金柱关等处，亦报有江北匪船接续南来，志在合并攻突。
张国梁连日亲自督兵移营，筑墙掘濠，夜以继日，惟恐不及，实有万难分身之势。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五，页１３。
）自闰三月初七日（1860年4月27日）起，钦差大臣和春与江南提督张国梁分头抵御，连战九昼夜，至
十五日（5月5日），拄不及，大营遂溃，和春、张国梁俱退往镇江，继又驰赴丹阳防守。
关于和春、张国梁之先退镇江继退丹阳之一段史实，其中颇有曲折，诸书（如《江表忠略》、《平定
粤寇纪略》、《湘军记》、《忠义纪闻录》等）记载均缺，而夏燮之《粤氛纪事》较详，则不尽实，
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１６云：“方大营之退也，提军（指张国梁）谓和帅曰：　六年之役，
退扼丹阳，时京口未克也。
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慎毋过金焦一步。
迨提军殿后至镇城，则和帅已统全军疾趋丹阳，盖虞追者之蹑其后也。
”按之《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和春所奏，大营溃后，闰三月十六日和张均退镇江。
嗣因丹阳危急，和春始于二十一日赴丹阳，仍留国梁在镇江收集流散。
不久和春又函招国梁赴丹布防，张氏在镇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留一万二千人交冯子材守镇，自率一
万三千人赴援，时在二十三四等日（《方略》卷二三八和春奏）。
由此推之，则张坚持守镇，当无可疑，而和春之避镇江趋丹阳则非事实。
又据《东南纪略》所载，和春赴丹阳实何桂清所函请者。
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太平军攻陷丹阳，江南军再受重挫，张国梁溺毙河中，提督王浚、总兵
熊天喜等阵亡。
和春与帮办军务许乃钊轻骑走常州。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太平军逼攻常州，和春中弹负伤，退至浒墅关，初六日（5月26日）呕血而
死。
至此江南大营兵力仅余张玉良一支，几至全军瓦解。
张玉良入杭州后，因江南危急，于闰三月四日回抵常州，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驻常，留之布防。
及太平军攻常州，玉良乃败退无锡。
无锡陷，又退苏州。
苏州陷，乃退杭州。
所部仍袭江南大营名义。
而溃散兵勇亦俱趋杭往附。
　　兵溃原因江南大营拥有兵勇七万，进逼金陵，筑垒掘濠，已成合围之势，遭此一战，竟至瓦解。
其近因，当是兵力分散，外调约达两万余名，以致削弱防守营地的力量。
加之太平军天京解围的战略谋划已久，纠集各路主将，几乎全军出动，志在必克。
即使大营全力应付，亦未必能够坚守。
此外，可以赴援之兵，俱被和春调防常州，隔阻在外。
故自会战开始，以迄于败，绝无应援之师。
太平军占溧阳攻金坛，以逼常州，和春为顾后方粮台，将外围兵力调集常州有八九千之多，大营危急
之时均未及驰援。
而内在的因素，论者均谓为减发月饷，以致影响士气。
但实际欠饷情形，远不及其他各军之严重。
自咸丰九年（1859）十月起，和春与两江总督何桂清商定大营月饷，每月迟发五天，十个月补足五十
万两之数。
但是后来竟迟发十五天，即四十五天发一月饷。
士兵三月，仅得两月之饷，遂生怨望，乃有“贼匪一到，我们即走”之语。
故在大营面临会战的前夕，张国梁曾请和春补发欠饷，和春未允，以致诸军哗然。
江南大营以两江总督筹划月饷，历年甚少欠饷之事。
咸丰九年七月，为急于攻克金陵，议添募精锐一万名，月需增饷银十万两，经和春、何桂清及藩司王
有龄商酌妥定，并于秋后募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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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八七，页７。
）而增兵饷之后，金陵迟迟未克，遂有咸丰十年二月严旨斥责：“上年和春亲往常州与何桂清商议筹
饷，许乃钊又赴浙劝捐。
原为速克金陵起见，乃仅克九洲一处，殊不满意。
若不及早图维，因循日久，以后饷需难继，和春身为统帅，其能当此重咎耶？
”（《东华续录?咸丰朝》，卷九，页４４。
）由此推知，欠饷之发生，当系受此次增兵影响。
十万增饷未能筹足，乃有迟发五日的从权办法。
此种欠饷情形，若自九年十月算起，以迄十年三月，合计不过两个整月，兵勇已不能忍耐，而他军往
往欠达数月之久。
其所以溃败的大原因，实为兵骄将惰，欠饷只是表面的近因。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记云：“复念和（春）何（桂清）二人，或争进
要功，不计利害；或困守自卫，不顾机宜。
兵多饷足，甲于诸省，坐此两人，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血滋原野，虽寸磔不足蔽辜矣。
”当时阎敬铭曾批评说：吾闻江南大营未败时，诸将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厮养皆吸洋烟，莫不有
桑中之喜，志溺气惰，贼氛一动，如以菌受斧。
陈继聪：　《忠义纪闻录》，卷三，页１４。
身在杭州的邵懿辰亦称：此间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众，虚伍缺额，积习难挽，核实不过得半之道，
又皆溃逃成习，骄不用命，统之者以羊将狼，怯不出，无所忌惮。
《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邵懿辰致曾国藩函。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记：“夫以我数万之兵，器物精利。
环攻一饷尽援绝之孤城，功可翘足而待。
然三尺之童，皆疑其将败。
察之人事而可知，征之天象而不惑，其数岂爽哉。
”略可见当时大营士气不振的情形。
　　长江下游之沦陷江南大营屏蔽江南财赋之区，为时七年之久。
及再溃之后，直接发生两项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长江下游清军主力丧失，导致太平军的东征；其一是
溃兵散勇的流窜，加深了地方的糜烂。
太平军既破天京长围，立即决定追击，进取苏常，首先打击江南大营散而复合的残余主力。
丹阳一战，最具决定性，和、张、王浚相继阵亡，溃兵骤难再集，太平军李秀成等得以长驱直下。
自闰三月二十九日之丹阳战役起，至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李秀成部抵达上海附近之泗泾镇止，为
时不出两月，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平望、嘉兴、昆山、太仓、
嘉定、青浦、松江等城，太湖沿岸首善之区，俱被攻陷。
江南诸军依为饷源所出之地，几乎全入敌手。
　　溃兵对民间的骚扰，远比太平军为害还要大，丹阳战后开始严重。
自丹阳溃散之勇，大半奔向无锡，小半奔向江阴，“所过村庄，辄肆淫掠”。
为地方团勇，拒杀甚众。
《东南纪略》，页５—６云：“所有守（常州）城兵勇，已于三十日晚散去，城外各营亦大半溃，丹
阳大营溃兵继之。
奔无锡者十之七，奔江阴者十之三，所过村庄，辄肆淫掠。
惟江阴之申江民团，齐心协力，拒杀甚众。
”是书所记溃勇流窜各地为乱，不一而足。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记：“溃勇千百为群，由新桥赴常州附近之安家
舍，诸处皆被掠。
”苏州之陷，更是极好的例证，因为溃兵与乡团的内讧，太平军反而不费遗矢，竟得名城。
这里可引夏燮的一段记载，以见其混乱情形：（四月）初十日（5月30日）陷无锡县，时大营溃军悉集
苏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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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办军务三品卿许乃钊，总司粮台前运司彭玉雯，皆自丹阳至，请纳大营兵共守之。
兵甫入，怒乡团之贰于己也，又怨大营之逋其月饷以致败也，乃纠众与团勇斗城中，内外居民夜骇，
溃兵遂因民之乱，周走而呼曰：‘贼至矣！
’居民大惊，大府调守城之兵，兵皆不战自溃。
但见城中四面火起，司库粮台劫虏一空，仓卒之间，不辨其为兵为贼也。
夏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１７。
　　又：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四，页１０—１１，杭州将军瑞昌奏称：“据江苏候补知县谢
申烈禀称：　苏州兵马互斗，军心离散，四月十三日贼入阊门，溃勇从之，随即四面火起，城门洞开
，该员突围而出，各官均无下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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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卖点　　1．《淮军志》乃王尔敏先生在晚清军事史领域的代表作，对晚清军事制度的沿革与
迁变多所说明，对近代史上影响至深且巨的淮军作了系统研究，言之有据，持之有理，不作虚泛之言
，体现王氏著文一贯扎实严谨的风范。
　　2.王先生以此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淮军志亦成为相关研究绕不开的专著，亦成为众多通俗讲
史的作者的重要参考书目，讲述淮军及其掌门人李鸿章，甚至湘军以及其掌门人曾国藩，莫不参详此
书，期以获得翔实之史料以及精审之识见。
　　3．王氏部分作品前此在大陆虽有刊行，但散落几家出版单位，我社集中刊行“王尔敏作品系列
”，业已出版《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五口通商变局》《近代经世小儒》、《今典释词》四种，在
学界及一般读者中口碑极好，另有《清代军事史论集》、《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明清社会文化生
态》等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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