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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洋务集团内部关系考
＊

———以谢家福所藏郑观应等人兰谱为中心

黄鸿山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

摘　要:光绪年间谢家福与李金镛 、郑观应 、经元善等人的结拜, 是江浙地区洋务集团形成过程中的重

要事件。谢家福收藏的结拜 “兰谱”是这一事件的重要信物, 记载了各位谱主的生平及其与谢家福交往关

系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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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交好之人常有 “义结金兰 ”、即结拜兄弟之举。 “金兰”一词源自 《易 ·系辞 》中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语, 指二人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纯洁。在义结金兰时,

结拜者通常要互换 “兰谱” (又称 “金兰谱” ) ,作为结拜信物 。兰谱由谱主亲自填写, 且赠送对象与谱

主的交往密切,所以内容应非常可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学界对兰谱的研究还很少见 。①

笔者近来在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谢家福档案中,发现了郑观应等人致送谢家福的兰谱。谢家福

( 1847-1896), 又名家树,字绥之,又字锐止, 号望炊, 又号锐庵,江苏吴县人,苏州府学庠生。光绪初

年华北 “丁戊奇荒 ”期间, 谢家福积极组织江南绅商捐资助赈, 发起 “义赈”,产生重大影响 。 《清史

稿 》称其 “世以行善为事,闻晋 、豫灾, 呼吁尤切,义声倾动,闻者风起 。自上海 、苏 、扬及杭 、湖,愿助赈

者众。日赍钱至家福门,或千金,或数千金,不一年得银四十三万有奇 。”谢家福因此屡获清廷传旨嘉

奖 。在义赈告一段落后,谢家福参与办理上海电报局 、上海织布局 、苏州电报局 、上海轮船招商局事

宜 。李鸿章对谢家福极为赏识, 曾上疏称:“ (谢家福 )有 物̀与民胞 '之量, 体国经野之才 ”。
[ 1] 2570

此

外,谢家福还曾办理苏州电报学堂 、中西学堂及儒孤学堂等教育机构。② 郑观应等人是晚清著名的官

员或绅商,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领域有着重大影响。藉此兰谱不但可以了解兰谱的内容和格式,且对相

关历史人物及其交往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 。

一 、郑观应致送谢家福兰谱

兰谱

郑官应,号陶斋, 字正翔,行二,道光壬寅年六月十七日吉时生,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籍。

曾祖讳璧庄,附生,诰赠通奉大夫;妣氏佘,诰赠夫人 。

　祖讳鸣岐,贡生,诰赠通奉大夫;妣氏卢,诰赠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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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所见,目前有关兰谱的专门研究只有王振忠《晚清民国时期徽州文书中的“兰谱 ”》一文,载《寻根 》1999年 2期。

谢家福的生平可参见:谢景宣 、谢景棠《谢家福行述 》,光绪刻本;费树蔚《谢公家福传 》, 《碑传集补 》卷 55《义行 》;陈金林等

编《清代碑传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590页。



　　父文瑞,光禄寺署正, 诰封通奉大夫;妣氏陈,诰赠夫人;继母氏刘, 诰赠夫人 。

　　　妻莫氏,继室叶氏。

　　　兄思齐,三品衔江苏补用道。

　　　弟思贤,盐运使衔分发省分前先补用知府。

　　　　贵 、富 、寿 、南 、如 、堂, 俱监生 。

　　　　姪炳勋,附生 。

如胞郑官应顿首拜

绥之仁仲大人惠存　　光绪五年六月吉日订于申江

按:郑官应即郑观应 ( 1842-1921), 号陶斋,别号居易 、杞忧生 、待鹤 、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

人,近代著名绅商 、思想家 。① 1858年, 郑观应由广东赴上海学作买办, 开始与江南本地绅商有所交

往 。 1872年,郑观应参加了江南绅商的赈灾活动, 并在后来的 “义赈”活动中与谢家福 、经元善等人定

交 。经元善曾回忆道:“弟与陶斋 (郑观应 ) 、绥之 (谢家福 )均因苏沪创办义赈获交, 自戊寅至癸未

( 1878-1883)六年中陶斋言听计从,交融水乳, 谢 、郑 、经三人遂定金兰。”②通过这份兰谱,我们可以

确定, 谢 、郑 、经三人的结拜时间是光绪五年 ( 1879)六月。

谢 、郑二人订交后,关系曾一度闹僵 。 1882年, 郑观应联络一批商人向两江总督左宗棠提出,在

苏州 、扬州一带的内地河道试办小轮船航运,谢家福则因为小轮船会对传统的内河航运业造成冲击,

“有碍民船生计”,明确表示反对 。双方意见相左,差点因此断交,郑观应给谢家福的信中便曾说:“至

累我兄有割席之语,闻命之下,不胜惶悚 。”
[ 5] 798 -799

但郑观应最终向谢家福妥协, 双方又重归于好,并

维持了终身的友谊。谢家福家藏的信函中,还存有多封署名 “罗浮山人”的来信,分别谈及甲午中日

战争局势 、康有为邀其参与上海强学会等事。谢家福去世后, 郑观应作有挽诗:“言坊行表是吾师,畴

昔分明梦见之。揽辔长忧天下事,立身早与古人期 。可堪歇浦回帆日, 正是吴门撤瑟时。谁信索居成

永别, 开缄重读寄怀诗 。”
[ 6] 1292

此外,关于郑观应的出生日期, 以往曾经有过一些争论, 夏东元根据郑

观应算命和占卜时留下的生辰 “八字 ”推算,认为郑观应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即 1942年 7

月 24日 。这份兰谱可为夏先生的推算提供有力的旁证。
[ 7] 2

二 、李金镛致送谢家福兰谱

兰谱

李金镛,号秋亭 又号丽卿,年四十三岁, 七月二十七日吉日生,系常州府无锡县民籍 。

曾祖父讳学益,母氏强 。

　祖父讳圣兴,母氏萧 。

　本生祖父讳圣裕,母氏王 。

　　父讳廷发,母氏孙 。

　　　胞弟金桂,号梅阁。

　　　妻陈氏。

　　　　胞侄湛恩。

如兄李金镛顿首拜

光绪三年十二月吉日订于苏台

按:李金镛 ( 1835-1890), 常州府无锡县人, 《清史稿 》有传。 1862年, 李金镛投效淮军,随同李鸿

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 李金镛在江南地区筹措 “善后”事宜, “当是时,大乱初平,田荒丁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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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复业,耕织无具,君措资购置,广为分给,复设清节 、保婴 、施棺诸局, 人始知生还之乐 ”。
[ 2]
光绪初年

华北大旱灾期间,李金镛积极倡导 “义赈”, “南绅闻风竞起 ”, 并亲赴山东 、直隶一带赈灾, “经办山东

之青州 、武定两俯 (府 ) ,直隶之天津 、河间 、冀州等处, 集资数十万, 活民数十万”。
[ 3] 2586-2588

得李鸿章

保举为知府 。 1880年,李金镛奉旨赴吉林, 协助吴大澂办理对俄交涉, 后署理吉林知府 、长春厅抚民

通判等职,政绩斐然。在清政府决定自开漠河金矿后, 他出任第一任总办, 使漠河金矿成为洋务派官

督商办企业中比较成功的一个 。 1890年,李金镛卒于任上。①

李金镛与谢家福为世交。谢家福之父谢元庆 ( 1798-1860), 字蕙庭, 是道光 、咸丰年间苏州著名

的慈善家。 《民国吴县志》称:“道光中吴门以好善乐施著声远近者, 首功甫 (潘曾沂 ) ,次谢蕙庭 (谢

元庆 )。”
[ 4] 24
李金镛之父李廷发在苏州经商,亦 “以信义力善称于时 ”, 与谢元庆等人结交。在太平天

国运动期间的 1856年, 李金镛遵父命随谢元庆等一起 “收养金陵难民”,谢元庆对李金镛的才干极为

赏识, 曾对友人说:“秋亭 (李金镛 )大帅才, 毋以乡邑善士目之 。”谢家福 “于是始识君 ”。 1890年,李

金镛去世后,谢家福为其撰写《行状》时称:“家福兄事君四十年,知君者详。”
[ 2]

此外,据这份兰谱看, 光绪三年 ( 1877)时李金镛已 43岁,谢家福撰写 《李金镛行状 》时也称, 光绪

十六年 ( 1890)八月李金镛去世时 “年五十有六 ”, 根据中国传统的计龄方法推算, 李金镛的出生年份

应是 1835年,而不是《清代人物传稿》中记载的 1834年 。

三 、经元善致送谢家福兰谱

金兰

经元善,号莲珊, 行一,道光辛丑七月十三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

曾祖考士玉,妣氏陈。

　祖考翰文,妣氏叶 、何。

　　父纬,母氏姜 、杨 。

　　　妻氏魏 、冯 。

　　　　女五。

如兄经元善顿首拜

绥之仁弟大人惠存　　光绪己卯六月下澣定于申江

按:经元善 ( 1841-1903), 字莲珊, 亦称莲山,浙江上虞县人, 中国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慈善家 、

企业家 、教育家 、改革家。
[ 8] 29
经元善出生于商人家庭, 其父经纬因贫于 1818年赴上海习商,鸦片战争

之后, 因上海开埠而逐渐致富, 成为晚清上海著名富商, 并以长于社交, 广结朝臣 、疆吏和绅商闻名,并

热心善举,曾担任上海同仁辅元堂 、育婴堂等善堂董事 。经元善自幼随父左右, 17岁起学习经商 。

1865年经纬过世后, 作为长子的经元善在继承父亲各项事业的基础上, 逐渐开创自己的业绩 。 1877

年冬, 经元善听闻河南灾情后, 与友人筹划义赈。 1878年,设立 “上海公济同仁会”及 “协赈公所 ”,举

办华北各省义赈,逐渐成为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领袖,并由此得到李鸿章赏识 。 1880年, 在义赈活动

告一段落以后,经元善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商董 、驻局会办,开始了自己的洋务企业生涯;

1881年,出任上海电报局会办 。 1882年,出任官督商办电报局沪局总办,期间仍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和

近代教育事业。 1900年,因领衔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另立 “大阿哥 ”、意欲废黜光绪帝 (史称 “己亥立

储 ” )的举动,被清廷通缉, 逃往香港 、澳门。 1902年,经元善重返上海, 1903年病逝。② 前已述及,经

元善曾回忆自己与郑观应 、谢家福订交是因为 “苏沪创办义赈 ”一事。此后, 他与谢家福保持了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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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谊 。 《经元善集》中收录了多件谢家福与经元善的往来信函, 1894年 12月, 二人通信时, 经元善

自称 “兄 ”;谢家福则自称 “弟 ”,称经元善为 “老兄”,语气十分亲密。①

四 、宋仁寿致送谢家福兰谱

兰谱

宋仁寿,字树之, 号如芝,道光丙申五月二十一日吉时生, 镇江府溧阳县籍,同治甲子科顺天乡试

挑取誊录两浙盐运副使。

曾祖讳维城,妣氏张。

　　祖讳绪,妣氏史。

　　　父颐,母氏彭。

　　　具庆下:

　　　胞伯 、叔晋 、昭 、鼎 、恒。

　　　　胞弟文蔚。

　　　　妻氏狄,原配;吴,继娶 。

　　　　　子景郊,狄出, 附贡生,直隶通判,壬午本省乡试满荐未售,抑郁卒 。

　　　　　　景祁 、景濂 、景显 、景湜 、景宜 。

　　　　　　孙毓曾 、福曾 。

如胞弟宋仁寿顿首拜

岁在光绪阏逢涒滩之嘉平月,订于申江客邸

按:宋仁寿 ( 1836-1918), 字树之,号如芝,江苏溧阳县人 。他出生于官宦世家, 其伯父宋晋曾官

至户部侍郎,其父宋颐曾署理浙江严州知府 、杭嘉湖道等职,
[ 9] 17-22

其弟宋文蔚则为举人。据 《崇仁里

宋氏宗谱》载:“仁寿, 叔元公长子,字树之,生于道光丙申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子时, 太学生, 应甲子

科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历任上海电报局总收支 、南浔 、嘉兴电报局总办, 劝募顺直赈捐奖叙三品衔,升

用知府,委办徽州盐局 、帮办宁波督销局 、绍兴盐局专办等差, 卒于民国戊午七年正月十六日酉时,享

寿八十有四 。”②宋仁寿与谢家福订交于光绪阏逢涒滩之嘉平月,即光绪十年 ( 1884)十二月,从生平经

历看, 宋 、谢二人都有参与办理上海电报局的经历, 这应该是二人得以订交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据

兰谱记载,宋仁寿出生于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而 《崇仁里宋氏宗谱 》则说是道光十六年五月二

十二日子时,二者有 1天的差距 。笔者以为,这应该是由于宋仁寿出生时辰比较特殊的缘故, 子时恰

好是半夜,相当于深夜 23时至次日凌晨 1时,处于二十一日与二十二日之间,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误

差 。

五 、庞云鏳致送谢家福兰谱

兰谱

庞云鏳,字寅高, 号芸皋,行一,道光癸己年三月二十日吉时生,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民籍,世居南浔

镇东栅 。

曾祖考讳伯庭,妣氏丁,氏蒋。

　祖考讳世球,妣氏施 。

　　考讳昌良,妣氏黄 。

　　　妻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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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二。

　　　　　女六 。

如兄庞云鏳顿首拜

按:庞云鏳 ( 1833-1889), 字寅高,号芸皋,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人,晚清富商,南浔 “四象 ”①

之一。清代的南浔是著名丝织业市镇,庞云鏳 15岁便至镇上陈裕昌丝行当学徒, 熟谙蚕丝经营之道 。

1861年太平军进驻南浔后,庞云鏳避居上海, 从事丝业 。后回乡与人合伙开设丝行,不久又独自在上

海设立庞怡泰丝号,在南浔设立庞怡泰丝行,专营生丝出口贸易 。并与杭州巨商胡雪岩结识, 合作收

购蚕丝 。光绪初年左宗棠西征新疆期间, 庞云鏳向洋商购买军火供应左宗棠,获得暴利。此外, 庞云

鏳还在南浔置有药店 、酱园等产业 。庞云鏳发家后,对慈善公益事业颇为热心, “倡立育婴堂, 输巨

资,躬为董事,全活无算;又立湖郡栖流所, 修南浔镇市桥梁及杭州下河塘堤拱宸桥工 ”;“晚游苏州,

见清节堂规制而善之,立仿行于湖州,未竟而疾革, 以命诸子, 乃卒 。”在光绪初年华北大灾荒期间,曾

向清廷报效银 10万两 。 1891年, 慈禧太后恩赏其子庞元济举人, 赏庞云鏳一品封典 、候补四品京

堂 。② 庞云鏳与谢家福订交的时间 、地点尚不清楚,可能与庞云鏳参与救助华北灾荒或其 “晚游苏州 ”

一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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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InternalRelationshipoftheWesternizationGroup
———WiththeRecordsofSwornBrothersofZHENGGuanyingandOthersCollectedbyXIEJiafoasthe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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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reignofEmperorGuangxu, XieJiafo, LiJinyong, ZhengGuanying, JingYuanshanandsomeotherfig-

uresbecameswornbrothers.Itprovedtobeasignificanteventinthehistoryo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heWestern-

izationGroupintheJiangsuandZhejiangregion.TheRecordsofSwornBrotherscollectedbyXieJiafoisareliablesourceof

greatimportancerecordingsuchanevent, whichnotesdowneveryrelevantpersonsfamilybackgroundandlifeandtheirre-

spectiverelationshipswithXieJia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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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晚清年间,南浔出现了一大批以经营蚕丝贸易发家的富人;人们便以躯体大小悬殊的几种动物区别和象征丝商财产的多少,

所谓 “象 ”、“牛 ”、“狗 ”等即指此。清末明初, “四象 ”巅峰时期,财产差不多在一千万两以上。参见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

对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06-407页。

参见: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南浔镇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30-331页;郑孝胥《清赠光禄大夫庞公墓

表 》,民国《南浔志 》卷 39《碑刻四 》,江苏古籍出版社等, 1992年版,第 469-4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