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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
了。
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
字。
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
，到处都有我的读者。
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
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
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种极愉
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
　　是为序。
　　高阳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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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在乱世，天堂也成了地狱。
《李鸿章》一书描写同治年间，太平军控制下的苏州和杭州，在地方士绅支持下被官军克复的经过。
全书以李鸿章在杭州“杀降”为故事的骨干，取材深广，气势不凡，人物众多，高阳尤其着笔于“长
毛”与“洋将”两类人物的刻画，更见生动。
此书实为高阳迷不可错失的佳作。

　　本套丛书还包括《大故事·高阳杂文》和《翁同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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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
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
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
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

高阳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
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1962年，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协史小说的滥觞
。
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
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一共有两百余部，约105册。

高阳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
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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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何桂清由于在江苏学政任内，喜欢谈兵，屡次上奏，论列军务，为文宗所欣赏，因此
，在咸丰四年四月，调补仓场侍郎，到秋天灌米海运毕事，继黄宗汉而为浙江巡抚。
此中当然有“巧妙”，大致内有他的同年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援引，外有也是他的同年的黄宗汉的支持
，但穿针引线王有龄功不可没，当然也有朱大器的谋划在内。
　　何桂清抚浙，王有龄自然更得意，咸丰五年调补首府杭州府知府，不久又兼署督粮道。
同一年，赏戴花翎，并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这称为“内记名”，越过吏部
这一关，是补缺最优先的“班次”。
　　咸丰六年，王有龄又奉委兼署盐运使，护理按察使，集粮政、盐务、司法于一身，为浙江第一能
员，也是浙江第一红员。
因此遭人之忌，有个通判叫徐徵，告了一状，告何桂清奖荐不公，奉旨明白回奏。
何桂清“年少气盛”，覆奏的语气，不免亢激，因而下诏责，何桂清便只好称病辞官，已经打点行李
回乡了，而忽有意外的转变，奉旨以二品顶戴署理两江总督。
　　据说转变的经过是如此，两江总督怡良，因病免职，文宗召见军机，商量继任人选，他说：“两
江总督一缺，以筹饷为命。
派谁去好？
”　　“以何桂清为宜。
”彭蕴章毫不迟疑地答奏：“何桂清在浙抚任内，筹给防守徽州兵勇数万人的饷，应付裕如。
”　　徽州原属两江该管，与浙江无干，但地势上却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徽州的防务划归浙江。
这是加重了浙江的负担，而何桂清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文宗最恨封疆大吏，自划界限，不但各人自
扫门前雪，如秦人之视越，甚至将雪扫到他人门前，推出了事，所以此时想到何桂清的好处，也是毫
不犹疑地接纳了彭蕴章的建议。
　　这一来，王有龄的行踪也改变了。
当何桂清辞官之前，先替王有龄作了安排，利用“内记名”的方便，外放为云南粮储道——何桂清回
云南，王有龄改官云南，依然可以朝夕过从。
　　这虽是出于感情深厚的安排，却到底是不得已之举，既然何桂清有此意外的恩典，王有龄当然要
留在江南做官。
于是拜托新任浙江巡抚曾国藩的同年晏瑞书出面上摺说，浙江办理防剿，与安徽接壤的宁国府正在吃
紧之际，请求派王有龄帮办浙江军务，等到各路军情稍松，再行驰赴新任。
这有个名堂，叫做“奏留”，凡遇到军务、河工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都可以“奏留”得力人
员，通常也都可以邀准的。
　　王有龄留在浙江，是为了改官两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宁国府克复后，由何桂清与江苏巡抚赵
德辙会衔出奏，说王有龄在浙江筹饷如何精敏，现在江苏的税捐，非他来清查整顿不可。
这也有个名堂，叫做“奏调”，向例封疆大吏除了翰林以外，外官道员以下，京官司员以下，都可以
奏调。
而且文宗派何桂清继任江督，本就是为了筹饷，所以奏调王有龄的摺子，自是“准如所请”。
　　王有龄到了两江，先在上海整顿海关，关务把持在书办手里，黑幕重重，经过王有龄的清查整顿
，公库增收了两百多万银子。
由于这一劳绩，何桂清保他升官江苏按察使，不久又署理布政使，就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财政与人事
。
　　江苏的地方官最多，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藩司亦有两员，称为江宁布政使与江苏
布政使，前者管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两直隶州，后者管东南膏腴之地的苏、
松、常、镇、太五府州。
照系统上说，江苏藩司的直属长官是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隔了一层，是管不到的，而此时的情形不同
。
　　其时因为江宁失守，两江总督驻常州，常州既为江苏藩司所管，所以王有龄便事事请命于何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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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辙根本不在他眼中，每次“上院”，仰面朝天，滔滔不绝地讲他办了些什么事，办得对不对，
巡抚是不是同意？
他都不问。
赵德辙受不了这股气，又拿他没奈何，只好告病辞官。
　　接赵德辙遗缺的是徐有壬，由湖南藩司升任，未到江苏以前，就听说王有龄跋扈专横，决心要杀
杀他的威风。
　　第一天到任，会过学政，便是接见藩司，王有龄习性不改，上院带两个极漂亮的小跟班，每人手
里一支云白铜的水烟袋，站在他左右，轮流替他装烟。
　　“慢慢！
”徐有壬挥手阻止小跟班送烟，“老兄官做到藩司，还不晓得官场的通例吗？
”　　王有龄愕然，只好请问：“请大人指点。
”　　“向例：藩司谒见巡抚，只许吸旱烟，不许吸水烟。
老兄虽然才略无双，不过做此官，行此礼，定例不可违背。
”接着用很威严的声音对那两个小跟班说；“你们下去！
”　　王有龄的气焰一挫，对徐有壬的礼貌不同了，但办到公事，因为有何桂清撑腰，擅专如故。
　　其时金陵被围，已经一年有余，存粮将绝，人心惶惶，而太平天国内部，大闹夺权的内讧，杨秀
清与韦昌辉的冲突以后，石达开独树一帜，远走西南，太平天国只能托命于两个人，一个是陈玉成，
一个是被公认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物的李秀成。
　　为了号召“勤王”，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议，封陈玉成为“英王”，赐“八方金印，便宜行事
”。
但陈玉成作战慓悍绝伦，而威信不孚，所以太平天国各路将帅，不遵他的调遣。
　　同时，由于清军利用降将，想通款曲于李秀成，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洪秀全“进封秀成
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下，先斩后奏”。
时为咸丰八年十二月，正是徐有壬刚到任的时候。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大会诸将于安徽枞阳，此会有一极重要的战略宣布，李秀成说：“官军精
锐，聚集金陵，而饷源在苏州与杭州。
如今金陵城外的长壕，已经构筑完成，‘江南大营’的张国梁又是有名的勇将，所以要解金陵之围，
不论内外如何硬攻，都难得手。
我现在决定，以轻兵间道，奇袭杭州，杭州告急，苏州亦必震动，官军怕我们绝他的饷源、粮道，一
定分兵相救，然后我们诸路合围，直捣江南大营，大营一破，不但金陵围解，苏杭亦皆为我所有。
”　　战略虽已决定，却一时难以实现，因为金陵外围，官军云集，每一路都逼得很紧，使得李秀成
无法脱身。
　　一直到了咸丰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三天以后，张国梁率领水陆诸军，攻克浦口九洑洲，约期
攻上关、下关，以为金陵指日可破。
而何桂清则以九洑洲之战，筹饷有功，加官衔“太子少保”，与胡林翼齐名，并称长江上下游、胡何
两宫保——此为何桂清一生事业顶点，过此就走了下坡，而且一落千丈，垮得极快。
　　当官军将帅士兵，无不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当儿，李秀成亲领精骑一千余人，由皖南鸠江越清
弋江，出宁国后路，解围以后，疾趋广德，扑入浙江泗安——泗安守兵十五营大溃，总兵李定泰逃之
夭夭。
于是李秀成分兵两路，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贤率领，攻击湖州；一路由他亲自指挥，自安吉、武康
进犯杭州。
　　这一支奇兵，震动了两江，也震动了朝廷。
朝旨命接替向荣的钦差大臣，也就是负江南大营全责的和春，兼督浙江军务，分兵赴援。
　　江南大营的战将分两个系统，向荣的旧部，多为他的同乡四川人；同样地，张国梁的部下，多为
他的同乡广东人。
当时大家希望张国梁能亲自出马，赴援浙江，但围攻金陵，正当功在垂成之际，不仅阵前易将，为兵
家大忌，而张国梁亦不愿将可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人，因而只有派蜀将援浙，此人叫张玉良，重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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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官职是肃州镇总兵，受命统率援浙诸军。
　　由张玉良担任浙江方面的主将，是何桂清与和春会商后所作的决定，同时何桂清又在奏报援浙经
过，顺手放了浙江巡抚罗遵殿一枝冷箭，说他“主守不主战，守近不守远”。
所谓“守近不守远”，是指罗遵殿将守湖州一路的重兵，移防省城，湖州亏得有赵景贤的团练，不然
危乎殆哉！
当然“守近不守远”确是措置乖方的事实，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却是别有用心，目的在为王有龄开
路。
　　张玉良援浙，路过苏州，王有龄留他住了两天，为他讲解杭州附近的形势，而就在这“面授机宜
”之际，李秀成的军队，已经直薄杭州，罗遵殿和驻防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昼夜防守，相持了十
天，李秀成在清波门掘了一条地道，用火药轰开二十余丈，蜂涌而进。
瑞昌退保子城——或称满城，在湖边上，是驻防旗人的营区，苦苦守了六天，张玉良的八千援军到了
。
　　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援浙，好减轻金陵被围的压力，一看张玉良的兵到，立
即展开撤退的计划，先设疑兵，在城上遍插簇新的旗帜，表示他亦有援军新到。
张玉良见此情形，未免胆怯，将八千援军，安顿在距杭州四十里的塘楼，同时派人混入杭州，与瑞昌
取得联络，预备内外夹击。
　　可惜，他们的行动慢了一步，李秀成使了一条奇计，找了许多瞎子来当更夫，一面偃旗息鼓，全
师而退，走天目山，经孝丰，一日一夜行军三百里，回到广德。
　　瞎子茫然，五更三点，照打不误。
李秀成走了三天，瑞昌才发现杭州是座空城，于是张玉良率亲兵六百人，直捣空城，一路往广德追了
去，李秀成早已算到，将从杭州藩库、盐库、关库中得来的数十万两银子，沿路散布，张玉良的兵捡
银子要紧，顾不得追敌，李秀成得以安然脱身。
　　杭州城破之日，罗遵殿仰药殉节，等到“克复”，则是瑞昌和张玉良的“奇功”，御赐黄马褂，
封骑都尉的世职，张玉良还升了官，擢为广西提督。
此外何桂清又上奏，说张玉良援浙、受王有龄的密计，所以收功如是之速。
于是王有龄顺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抚，而罗遵殿则有人弹劾他不能御贼，以致追夺恤典。
　　这时的李秀成，已聚集五十万人，会议解金陵之围，当时的部署是如此：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
；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关、逼七甕桥；黄文金进高桥门。
　　首先收功的李世贤，攻占句容，疾趋淳化，张国梁大败，退入大营。
其时何桂清与和春已发觉中计，飞调张玉良回师，却已来不及了。
　　当时对洪杨的征剿，责任区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钦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营；后路苏、
常一带，则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防守。
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有时不免紊乱，江南大营之毁于一旦及苏、常之失手，此为主因。
　　江南大营由向荣所创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由行伍出身，为道光朝名将杨遇春所识拔
，当洪杨起事，他正当湖南提督，在宿将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调他为广西提督，与满洲名将乌
兰泰，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赛尚阿失机获罪，洪杨大举东下，向荣受命钦差大臣，沿江
穷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卫，继而进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余人，结营十八座，这就是江南大营的
创始。
　　向荣手下的第一大将就是张国梁。
他是广东高要人，本名嘉祥，号殿臣，“大天二”出身，但不妄杀，是“盗亦有道”之流。
以后为广东臬司劳崇光所招降，改名国梁，剿匪得力，积功升到守备，咸丰元年，改隶向荣部下，一
路打到南京，勇猛绝伦，深为向荣所赏识。
　　咸丰六年七月，向荣病殁军中，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张国梁帮办军务，升官
湖南提督，所以称为“副帅”。
文宗颇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诏，奖许张国梁忠勇，有一次，张国梁因作战炮伤中指，文宗特颁
御用伤药，并且亲笔硃谕：“勇猛中宜加慎重”。
尚方珍玩，不断赏赐以外，又命图形进览，所以张国梁感恩图报，奋不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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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荣病殁后，金坛被围，而和春还未接任，就由于张国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义，解金坛之围，进
克句容，使得江南大营的声势，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虽能赏识张国梁，而其时用兵命将，还不脱成见，以为膺专阃之寄者，非旗人不可，
所以用了和春，如果当时以张国梁接替向荣，则局面又自不同。
和春比赛尚阿、琦善虽要高明些，却仍不脱旗人蔑视汉人的积习，以及好逸恶劳，喜欢奉承等等“旗
下大爷”的习气，因而江南大营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个翼长王浚，翼长有二，顾名思义，可知如鸟之双翼，为钦差大臣
的左右手。
王浚以受和春的宠信，把持军政，克扣粮饷，因而部下无不怀恨，除了张国梁直属的部队以外，其他
各军，纪律废驰，普遍传播着这样一个说法：敌人如果来攻，我们坚守不出，看大帅跟翼长如何退敌
？
　　军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击士气的命令发布：四十五天发一个月饷。
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当一个月。
本来江南大营的饷，由两江总督专责筹措，每个月约须五十万两银子，由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
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等地方筹措，按期供应，毫不缺乏。
　　这稳定的收支情况，渐有无法保持之势，因为在金陵城外筑长壕，添募兵夫，粮饷增加，又因为
援各处，开拔要一笔“开费”，亦是很重的负担。
支出如此，收入却以浙江防务吃紧，自顾不暇，“协饷”不能如数解足，“粮台”每月亏短二三十万
两银子，所以何桂清与王有龄仔细商量，不得已采取减饷的办法。
　　其时顿兵日久，纪律松驰，营盘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备，照数发饷，尚感不足，何况减饷？
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话，以“不破城、不发饷”为激励之计，这一下越发动摇军心。
张国梁一看情势不稳，有哗变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发饷，而和春一口拒绝，说是后路粮台的饷
银未到。
其实，王浚手里存着三十万的公款。
　　李秀成在广德建平所定的作战计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担当左翼，在李世贤于闰三
月初三，攻占句容时，他亦从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来会师。
其时张玉良一军，已从浙江沿太湖西岸赶来，经过常州，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营仍旧是
空虚的。
　　在静止了四天以后，大战在闰三月初七爆发，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合力往西进攻，大败张国梁
于马鞍山，同时陈玉成，从全椒撤围，自东西梁山间渡过长江，经当涂往东，与二李会师。
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乌江，东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对江南大营，形成
了反包围，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则有重兵两万余人，为太平军所隔断，无法为江南大营所用，同时，何
桂清亦不愿意为江南大营所用。
　　在常州的两万余人是这样集中的，当金坛被围时，和春先后调守防扬州的总兵马德昭，及援浙的
参将罗希贤，各领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马、罗两人，改援常州，而以由浙江赶回来的
副将周天孚，以及战斗力不甚坚强的新募潮州兵数千，换到金坛。
其次是张玉良的全军，亦不下万人，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兴、广德及王有龄特从苏州调来的精兵
一千人，将常州保护得十分周密。
在江南大营后路未断时，和春想调张玉良，不许，想调马德昭，又不许。
在这时，何桂清已经打定了主意，弃和春、张国梁于不顾，在常州拥众自卫，打算着和、张兵败以后
，另起局面。
其时常州附近，并无太平军的踪迹，因而他又飞章报捷，奏陈常州、镇江一带的军情，分常州、宜兴
、镇江、丹阳、金坛五路部署，各路都请归张玉良节制，自愿力保苏、常辞气甚壮。
　　其实，这是色厉内荏。
何桂清先以书生论兵，其后则全靠王有龄替他策划、替他担当。
王有龄一到浙江，何桂清顿时六神无主，因此王有龄不得不每天给他写一封信，规划一切，由专差逐
日递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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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龄真不负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无用，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在此一生祸福，千秋功罪所
系的紧要关头，万万错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严重的语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不得常州一步。
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心瓦解，事不可为矣
！
　　何桂清起先亦未尝不想坚守，但兵败如山倒，觉悟到拥兵自卫，不援前线则等于自撤屏藩时，悔
之已晚。
　　当闰三月初七，太平军发动总攻击时，五路十道，同时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大营则流
言四起，士无斗志，“开小差”的不计其数，所以太平军所踩的大部分是空营盘，当然，张国梁一军
，不致如此。
　　其时天气极坏，雷电交作。
凡是大会战，天时的影响极大，汉光武的昆阳之战，是个最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双方士气旺弱不同，
坏天气对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击。
所以此际在江南大营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则
天天到王浚的营帐去索饷，而张国梁的部下，则受了“副帅”的激励，忍饥受寒，坚守不退，搏战七
昼夜之久，到了闰三月十六日，战况发生了剧变。
　　这一夜各营起火，情况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为计，这一下牵动大局
，和春、王浚所部，全军皆溃。
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本不知兵，而强赋以领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职，
却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赏给光禄寺卿的头衔，仍留江南大营帮办军务。
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张国梁相左，都靠他从中调停，费尽口舌而不讨好，此时失陷军中，吃尽千辛
万苦，才得回到镇江，狼狈不堪。
　　这一退，沿途抛弃的粮饷军械、锅碗帐篷，以及其他军需，不计其数。
张国梁的部队，此时尚屹然未动，但一听大军溃散，自然动摇；张国梁顿足痛惜：“八年心血，毁于
一旦！
”　　愤激伤痛之下，跟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样，打算自裁，为部将苦劝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亲自殿后，撤退部属，太平军所惧的官军将领，没有几个，多隆阿、鲍超以外，
张国梁的威名最著，所以还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镇江。
　　这时何桂清晓得糟糕了，和春是钦差大臣，论军事指挥权，在两江总督以上，九度行檄，乞取援
军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该负战败的全责。
和春先因身在前线，拿他无可如何，现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这笔帐。
如果据实严劾，何桂清百口莫辩。
非革职严办不可。
因而连夜致书慰劳，同时请和春移守丹阳。
　　和春自然万分愤怒，但一则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饷不发，以致士兵哗变的罪过，再则此时卸甲
丢盔，狼狈不堪，诸事要靠何桂清照应，所以只得暂且隐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责任，丹阳以上的军务，归和春、张国梁主持，常州军务，由他与
张玉良负责，一等布置稍定，进据溧阳，其实是空话。
张玉良的部队，由常州西南到西北，结营二十座，围成一个弧形，都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
　　收拾残局是靠张国梁，招集溃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阳，另外他的部将冯子材未败，以一万
二千人扼守丹阳之西，正当第一线的镇江。
安顿尚未完成，何桂清已来公事催了，他自己的部队，按兵不动，却催和春、张国梁，进援金坛。
　　其时太平天国，正在大开庆功宴，接着由李秀成主持会议，商定战略，先取苏杭上海，再购置轮
船二十艘，水陆并进，西取湖北。
这是闰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后，开始行动，由李秀成统率全军，方略如此：　　一、侍王李世贤
、辅王杨辅清等，随同李秀成，攻取苏州。
　　二、皖南调来的部队回防。
　　三、英王陈玉成再攻扬州，目的牵制江北清军，不能南援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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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别遣一队赴皖北，支援捻军张洛行。
　　太平军“东征”的先锋，是陈玉成的部将刘玱琳，陈玉成因为要渡江攻扬州，所以亦在东征军中
。
刘玱琳受计，不攻正面镇江，由句容往西南，先取珥村，珥村在金坛之北、丹阳之南，相距各四十里
，是镇江与常州往来间道的中心，亦为北面丹阳、南面金坛、东面常州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夺取其地
，可以进而截断常州与丹阳的通路，果然，何桂清闻警，派马德昭往西北方面的奔牛镇迎敌，而太平
军则化装成清军，直趋西北的吕城——东吴大将吕蒙所筑的城，东距奔牛镇十八里，隔绝了常州通丹
阳的大道，至此，水陆两途都为太平军所冲断，丹阳孤立无援了。
　　就在这时候，前军有一批饷银解到，王浚依然如故，每名士兵仅发银二两，而且名之为“借给”
，因而包括张国梁所部在内的全军大哗，各营普遍表示：“如果不发饷银，不换翼长王浚，决不接仗
。
”而和春执迷不悟，无所处置。
　　到了第二天，两军接战，刘玱琳的部队首先开火，不断一排枪、一排枪地放，清军真个“不接仗
”，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和春部下熊天喜的马步，在丹阳苏西南的白土镇溃败，熊天喜本人自杀。
　　这时候李秀成已亲将十万人，抵达丹阳，震于张国梁的威名，不敢造次，步步为营地向丹阳城下
逼近。
张国梁开丹阳南门迎敌，太平军望见“张”字帅旗，立即撤退，而张国梁实力不足，未敢穷追，此时
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收容散兵游勇，编组成军，好稳住阵脚。
　　收集溃散之卒，最要紧的是照料生活，可是这批饥卒疲兵，既无营帐可以容身，亦无铁锅可以造
饭，至于其他军需，更不用谈起。
部队成了这样子，不但不能拒敌，而且如置火药于热灶之上，是件极危险的事。
　　闰三月二十九，清军不战自溃，顿兵观望的太平军，向丹阳西门进击，其时一片混乱，但见张国
梁率亲兵，往来驰骤，不断冲杀，却无法杀出重围，而太平军改扮清军，乘机混入溃卒中，反向张国
梁袭击，以致浑身重伤，力竭时还手杀数敌，跃马入丹阳南门尹公桥下而死。
　　李秀成占领丹阳，第一件事就是找寻张国梁的尸首，以礼葬在尹公桥塔下。
接着，送陈玉成渡江佯攻扬州，而仍派刘玱琳为先锋，直逼常州。
　　常州本地人，决意自保，溃兵过境时，老百姓在城上抛掷砖石，用意是迫他们不可溃退，但无效
果。
第二天，和春与许乃钊脱险到常州，连随从只得十二骑，王浚则死在乱军中了。
　　何桂清见此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吓得心胆俱裂，“力保常州”的壮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同时接替王有龄而总管粮台的卸任按察使查文经，迎合意旨，邀集同官，向“大帅”上一通“公禀”
，请退保苏州。
何桂清大喜，当即批示“照准”，即日拜折，说钦差大臣和春已到常州，军务仍归督办，他则移驻苏
州，以便筹饷接济。
　　这一下招致了常州百姓大大的惊惧与不满。
在先前，何桂清已密遣亲信，将他那“门稿”出身的老太爷与两个姨太太送到通州，却又贴出告示，
派兵按户严查，不得迁移，以免影响民心士气。
至此，狐狸尾巴完全露了出来，无锡、常州的民姓，一向对利害观念的感觉比较尖锐，所以有“无常
一到，性命难逃”的谚语，何桂清玩弄常州人于股掌之上，自然难逃性命；四月初一那天，常州耆绅
到总督行辕去“跪香”，留他勿走。
　　何桂清岂肯留在危城？
一面派人敷衍，一面乔装改扮，溜出东门，正待上马时，遇见在城外巡逻的常州府知府平翰。
　　何桂清当他是来追自己回城，亲自拔出洋枪，威胁平翰，等他一走，何桂清率五百亲兵，绝尘而
去，１０里外运河边上，已有船在等着，下船直放苏州——他是第二个脱逃的大吏，第一个是查文经
，前一天上公禀为何桂清开路，以此“功劳”，得用“护运饷银”为托词，奉总督批准，先期脱出。
　　何桂清到达苏州，碰了个大钉子，这是后话，先要叙常州的情形。
　　常州官场，从总督逃之夭夭，变成群龙无首，文武官员尽皆奔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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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地方官的威权特重，总督开府，出巡的派头，连王公都不能比，但有一条决不可移易的
原则，就是“守土有责、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如今何桂清一走，弃地的责任，归他一肩承担，文武官员，乐得避危趋吉，王有龄告诫何桂清“不得
离常州一步”，原因在此。
　　文武官员一逃，诸军皆溃，既烧且抢，无所不为，只有张玉良的部队未散，但军纪亦很坏。
张玉良为防守计，下令坚壁清野，他的部下便借烧民房的机会大肆劫掠，丹阳的溃兵，如法炮制，三
番抢劫，民无孑遗而常州毕竟未曾守住。
　　先是官军有一营通敌，迫使张玉良退往无锡高树，但城外的居民无屋可住，退入城内，城内存银
七十四万两，柴米油盐及一切生活必需的杂货，存量相当充足，所以当地绅士中，以康熙名臣赵申乔
的六世孙赵振祚为首，倡议举唯一不逃的官员，职居通判的旗人诺穆布为“城主”，自行守城。
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自四月初二围攻常州府城，并致书招降，到了初六，张玉良留在城内的一小
队，与太平军有了勾结，纵敌以绳梯登城，常州沦陷，太平军屠城，死的人不计其数。
　　常州城破之日，逃到无锡浒墅关的和春，悔恨交集，吞鸦片自杀。
其时何桂清已到苏州，徐有壬闭城不纳，下令凡总督的随后，一个人不许进苏州。
同时上疏严劾何桂清弃城丧师，纵兵殃民。
何桂清无奈，由苏州到常熟，当地绅士递了一个公禀，说“常熟小邑，不足烦督府亲驻，请免税驾以
召寇”。
何桂清表示亲兵缺饷，当地百姓送了一千两银子的饷，二百两两银子的程仪，何桂清住了天天，以借
洋兵为名，逃到上海。
　　太平军既下常州，第４天进攻无锡，张玉良倒是狠打了一阵，无奈众寡不敌，太平军别遣一军绕
出九龙山之西，由间道攻无锡，只守得一日，即已沦陷。
张玉良收集残部，奔向苏州，自请助守，徐有壬不放他进城，指定他屯兵葑门外。
　　其时东来的溃卒，一批一批地烧抢，城外富庶之区，成了一片瓦砾，苏州人恨极了官兵，竟发现
了反动的标语，张玉良见此形势，一无可恋，连夜拔营遁走。
　　其时苏州城内，已有两名太平军的间谍埋伏着，一个叫李文柄，广东人，原跟小刀会刘丽川在上
海起事，上海克复，投降官军，以后改了名字，捐官候补道，分发苏州，走门路做了带兵官。
另一个叫何信义，也是广东人，候补知府，带过抚标中军。
这两个人等李秀成的军队一到，开城出降，正好遇上徐有壬带兵在巡逻，于是短兵相接，展开巷战，
徐有壬不屈被害。
李秀成只派了二百七十多人进城，就占领了苏州。
　　太平军的东征，初步至此告一段落。
此一役也，清军降的有五六万，所获金银财宝、大炮洋枪无计其数，到了四月下旬，继续东进，昆山
、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相继易主，东南膏腴之地，尽入太平军掌握，于是决定第二阶段的计划
，进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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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李
鸿章》作者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
写风格，高阳更是勾绘出了一部部绚丽磅礴的民俗变迁史。
正因此故，才有了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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