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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李鸿章》

前言

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合肥东乡磨店人。他生于斯长于斯，至成年考取功名，走向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建
功立业。无论走到哪里，家乡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肥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
城市，以“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著称。它在地理上位于中国南北气候带的分界线淮河之南；在文化
传统版图上是中国南北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可用“连贯东西、融会南北”来表
述。司马迁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班固曰“寿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
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毛泽东曰“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以上讲的都是合肥拥有的重要经济、军
事、文化地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气候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的熏陶下，合肥历代多出能征惯战
、多谋善断、见识高远、勇往直前之士，而尤以李鸿章生活的晚清时代为盛。    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封
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那么晚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刻。此时，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已
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铁甲舰船游弋在世界各大海洋，利炮火枪无坚不摧；先进机械设备带来的
先进生产力及价廉物美的产品，以极快的速度取代传统手工业产品。此时的中国闭关自守，统治者还
沉溺于中央王朝“泱泱大国”的美梦之中，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才从美梦中惊醒，睁开眼来方知世
界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
是在此艰难困苦之时，以李鸿章、奕?、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走上历史舞台。他们试图在不
改变国体的前提下完成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实现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并驾齐驱。洋务派官僚集团的三个
派系中，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多起家于江浙、上海等地，与“洋人”有较多的合作，观念上更加开放务
实。加上李鸿章长期担任朝廷要职，位高权重，淮系洋务派更因此得以长盛不衰，对中国近代工商业
、交通、军事、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大背景
下，无论洋务派官僚集团和李鸿章本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洋务运动最后
只能以失败告终。晚清时期的中国在外交上一无经验二无实力，面临着“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不得
不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因为李鸿章担负着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重任，所以许多条约，
特别是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是由李鸿章代表朝廷签署的。李鸿章办外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
好比手无寸铁的“管家”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强盗，除了任人宰割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但是，晚清外
交失败的骂名却多由李鸿章背负。近年来，随着《李鸿章全集》等一批原始资料的发现和出版，随着
学者们对晚清时期许多重要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总体而言，这
种变化是客观冷静的和更加注重以史实为依据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史学界更加重视“实事求
是”原则的现状。    李鸿章从合肥走出去，并且带出一批“老乡”成为晚清直至民国初期足以影响中
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始终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在合肥修桥铺路、修庙建祠，办了许多有益桑
梓之事。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李鸿章，合肥人都一直视李鸿章为合肥老乡。“是非成败转头空”“荣华
富贵如粪土”，合肥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李鸿章的书法文章、传闻轶事。在合肥一带有许多关于李鸿
章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这些或许可以补充正史的记载，构成更加生动真实的李鸿章。    我的朋友
许昭堂、许高彬先生皆为李鸿章族人，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李鸿章研究，并且在合肥一带搜集了十分丰
富的关于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一批重要人物的方志资料和民间传说，同时对照史书记载和《李鸿章全
集》等资料，写成《走近李鸿章》一书。书稿修改过程中，两位作者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多次请教
专业从事李鸿章研究的专家学者，数易其稿，以求完善。在《走近李鸿章》即将付梓之时，昭堂、高
彬先生嘱我作序。我非专事李鸿章研究者，自揣浅陋，不敢担此重任。但多次推辞未果，只得强力补
课数日，遂成以上文字以为“序”。    陆勤毅    （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安徽大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博士生导师。）    201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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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李鸿章》

作者简介

许昭堂，男，1957年出生，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民俗专家，现任合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处级调研
员、《合肥通史》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安徽《旅游·生活》杂志副主编，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
致力于巢淮文化研究，曾发表《合肥文化建设要打好李鸿章牌》等有较大影响的文章数十篇，并先后
为合肥文化建设发表了数篇《专家建言》和《学界建言》文章。李鸿章族人。许高彬，男，1968年出
生，安徽合肥人，研究生学历，中共肥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者自幼热
爱文艺，对家乡始终饱含着拳拳赤子之情，曾在各类报刊中发表诗歌、散文、随笔、书法等作品五十
余篇，多是描写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景。曾编著出版反映新时期农村一线情况的《守望黑土地》一
书，长期关注巢淮文化及合肥地域文化，著有《肥东史考》等文章。李鸿章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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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李鸿章》

章节摘录

一、飘然临世财神日  民间传说云中鹤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巢湖北
岸——合肥东乡祠堂郢（今属合肥市新站开发区磨店乡群治村）。    几乎每个名人的降生，都涉及民
间传说，以示“不凡之子，必异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寿”。李鸿章亦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圈子
里，人们经常津津乐道、活灵活现地讲述着祖辈口口相传的关于李鸿章母亲怀孕时的奇遇、李鸿章的
出生日期和出生时周围吉祥的环境异象。    道光二年（1822）正值农村插秧季节，李文安夫人身怀有
孕。合肥人对妇女怀孕，因音谐“坏运”而讳，称“有喜”或“有了”。    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为了养
家糊口，一边教书，一边忙于攫取功名，李文安夫人心疼丈夫，虽然“有喜”一个多月，还承担着繁
杂的家务和农田耕作。插秧季节到了，她像往常一样，仍然在水田里劳动。正在插秧的她，突然感觉
到自己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有点疼痛。便顺手往脚旁一摸，发现有一个硬硬的东西，拿出
水面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龟。李夫人心地善良，立即将乌龟放回水田里。    按合肥一带民间说法，孕
妇被乌龟咬着，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龟”与“贵”谐音，寓意孕妇分娩出来的胎儿以后必成
“贵子”。这件事很快在乡邻间广泛传开，一直流传至今。    时间过得很快，时值腊月中旬，合肥人
有“送灶”习俗。并有“六口之家是灶神常住，少于六口之家是灶神巡视”的说法。“送灶”规矩多
，有“官三民四之分”，官宦家是腊月二十三，平民家是腊月二十四。送灶前，要将室外卫生彻底打
扫，俗有“七金八银”之说，  “掸尘”日一般都选在腊月十七、十八这两日。    李家三代同堂，是此
地的大户人家。腊月十七，几房媳妇开始忙于“掸尘”，文安媳妇拿着扫把，正准备弯腰扫地，老爷
子李殿华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从身后将其手中扫把夺去，瞪着眼睛说：“我还要孙子呢”。    李鸿章
母亲知道公公虽是面恶，但心存好意，便笑眯眯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眨眼间，到了大清道光三年
（1823年）正月初五，这是合肥春节期间仅次于大年初一的重要日子，因为这天是财神生日，关系到
该家庭今年是否有财运，日子是否好过一些，以求争得一个好兆头，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合肥人除
在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各家置办酒席为财神贺辰外，富人家还有“抢头彩”的习俗。初五清
晨，富裕人家纷争着提前鸣放鞭炮，焚香献牲，都想抢在别人家前头迎接财神。百姓谚语：“五日财
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    穷人家破费不起，迎不到财神
，就变个法儿地给富人家“送财神”，以示庆贺，这种庆贺方式虽有点糊弄人，却给地方迎“财神”
的习俗增添了不少趣味。    老爷子李殿华懂点医术，对文安媳妇怀孕已十个多月未分娩显得有些焦急
。他心里有事，天没有亮就起床，坐在堂屋上一边喝茶抽着水烟，一边等着儿孙们前来行礼问安。全
家人到齐后，再举行礼仪祭拜财神。    清晨卯时，各家各户正在忙着摆酒席、作祭拜、接“财神”时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天生异象，突然间春雷轰鸣，村庄周围野鹤翔集，翩翩飞舞，加上此时炮竹
声声，硝烟弥漫，呈现出一派美妙祥和的奇特景象。    李殿华正为自家迎财神没有抢到“头彩”而懊
恼。猛然听到自家院内传来一阵婴儿分娩的啼哭声。顿时转怒为喜，心知自己又得了一个孙儿。    尽
管当时李家并不富裕，但老爷子为了这个孙子很是舍得，将一般只送六个的红喜蛋加到十个，送到亲
友家报喜。孙子出生九天时过“九朝”还得设宴款待亲友。（婴儿出生第九天庆贺是有道理的，因为
当时旧法接生医疗条件差，产妇需要等到七天后才被认为度过了“七朝风”危险期，到了第九天应是
母子平安的好兆头，当然值得庆贺。）这天亲友贺客多以女性为主，她们手提盖有红布的竹篮，篮内
礼物一般为：布料、红糖、鸡蛋、挂面等，也有直接，包钱”的。外婆家除有上述礼物外，还要给外
孙送摇篮、小衣服、老虎鞋、帽等。夫家除办酒席外，还得回赠红蛋、方片糕等，俗称“回篮”。孩
子满月时，又大办“满月酒”。    婴儿出生第二年，谓之过周，外婆家一般要馈赠银项圈、银手镯、
长命锁、饰有十八罗汉的“猪头帽”和衣服鞋袜等，同时给婴儿“抓周”。道光四年（1824）正月初
五，全家起早办完了迎财神礼仪后，紧接着给鸿章忙乎“抓周”。所谓“抓周”，就是将各种象征性
物品摆放在盘子或米筛内，通过小孩手抓到的实物，预测婴儿以后的发展方向。据李氏后裔们说，李
鸿章“抓周”时开始抓的是笔，很快放下了，又抓了把刀也放下了，有人逗引他抓文房四宝，结果他
抓下了那人头上的帽子。此时，屋檐上掉下来一个物体，至于是什么物体，一直是个谜。老爷子李殿
华最后说了一句话：是贵、是祸天注定。    李文安夫人怀孕十个半月，在孕期被“龟咬”，财神生日
这一天卯时生的儿子，自然就是个大贵（龟）之子。这个婴儿就是后来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官
居一品的李鸿章。    李鸿章长大成人后，个子长到1．83米，绰号李大架子。在李文安六子之中，他排
行第二，民间称之“李二先生”。后来李鸿章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当地乡间结合他出生
时的情景巧合，传闻他有“仙鹤”之相，故而得“云中鹤”的雅号。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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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合肥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位于长江淮河之间，是南北文化交融地，以木筑巢为家的源
头处。这里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烟波荡漾八百里，平添秀色画
图中”。这里人杰地灵，代出英才，是包拯、李鸿章、段祺瑞、卫立煌、刘铭传、王亚樵的出生成长
之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合肥市委、市政府在致力合肥大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多
方位地推出文化强市战略。《走近李鸿章》一书，是在合肥市2012年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李鸿章档案
与评说”的基础上修改编著的。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安徽省社科院、作家协会和合肥市委宣传部
的重视支持，并承蒙陆勤毅、林存安、陈飙三位先生的关心，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得到省
市知名学者翁飞、教授陆发春、剧作家陈大中的指导，以及安徽李鸿章研究会诸同志帮忙和修改阅校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1    2013年是李鸿章诞辰190周年，谨以此书以飨广大读者，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诸多内容首次触及，难免有主观偏见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谅鉴，并予批评指正。    作者：许昭堂、
许高彬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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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鸿章的一生是显赫的，因他独主国事数十年，整个国家倚为轻重。他的一生又是悲剧的。共签下30
多个条约，大多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思维卓越敢于担当，曾在湘军充当幕僚，又与曾国藩等
人主导洋务运动，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不割地平息事件。    他文武双全，知西来大
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
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担负着太多的骂名和不理解。他的形象总是在迷
雾之中。    许昭堂、许高彬所著的《走近李鸿章》为李鸿章族人首次执笔细致搜寻，试图给读者一个
清晰的李鸿章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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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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