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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由幕府出身的李鸿章受命招募淮军伊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 ,此后随着其政治地位的不

断提高 ,幕府班子也越来越庞大 , 30余年间一直常盛不衰。家庭背景 、个人出身 、入幕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显

示了李鸿章幕府的庞杂性。以 1870年 8月调任直隶总督为界 , 前期李鸿章幕府以履行军事职能为主 ,主要

由其同乡 、同学 、亲属 、朋友 、原曾国藩幕僚和上海官绅组成 , 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旧式人才为主的 , 不少人在

思想观念上仍属于守旧派;后期李鸿章幕府的职能转向以行政事务为中心 , 为此而延揽一大批具有办理工

矿企业 、海防 、教育 、外交等方面专长的近代人才 ,旧式幕府成员也有一部分受西学影响而发生转化。甲午

战争以前 ,李鸿章幕府可以说是中国当时独一无二的近代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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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ormationandmainfeaturesofLiHong-zhang' sM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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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Hong-zhangwhowastrainedinMufuhadbeensettoestablishhisownMufusincehewasappointedtore-

cruitHuaiArmy.Withhispromotion, Li' sMufurecruitedmoretalentsandhadbeenfullofvitalityformorethan30 years.

Thesetalents' sfamilybackground, personalbackgroundandthewaytheybecameanumberoftheMufuwerenotallthe

same.AllthesedifferencesdemonstratedthecomplexityoftheMufu.IfweboundedhisbeingthegovernorofZhiliin1870,

Li' sMufucouldbedividedintotwoperiods.Beforethattime, Li' sMufumainlyfulfilledmilitaryfunctionsanditmainlycon-

sistofhisfellowvillagers, classmates, relatives, friends, formerassistantsofZengGuo-fan' sMufuaswellasgovernment

officialsandgentryinShanghai.Thesepepolewerebasicallyoldtraditionaltalentsandmostofthemwerestillconservative.

Afterthattime, Li' sMufumainlyfulfilledadministrativefunctions.Toadapttothischange, Li' sMufurecruitedalarge

numberofmoderntalents, includingmanagerialexpertises, technicalexpertises, costaldefensiveexpertises, educationalex-

pertises, diplomaticexpertisesandexpertisesinotherfields.Influencedbywesterncivilization, partoftheoldMufumembers

becamemoreenlighted.Sotospeak, beforetheSino-Japanesewar, Li' sMufuisauniquemoderntalentpool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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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活跃了 40年之久 , 几乎

参与了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相关的每一个重大事件。

在此期间 ,他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幕府班子 , 网罗了一批

各具特色 、在许多方面堪称一流的人才。

李鸿章一生的事功 , 都是在其幕府的协助下完成

的。正是因为有了一个颇具办事效率的幕府班子 , 他才

有可能完成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任务 ,才能够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保证淮军的存在和发展 , 才得以形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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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最具有实力的淮系集团 ,才足以实施推动中国

社会近代化的各项计划。研究李鸿章幕府 ,充分地了解

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不但可以全面地展示李鸿章这一

历史人物的形成过程 ,以便于准确地评判其一生的功过

是非 ,而且也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

和理解。

一 、从幕客到幕主:李鸿章幕府的形成

晚清的幕府人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熟

悉钱粮 、刑名业务的专门人才 ,他们或有家学渊源 ,或有

师承关系 ,以此作为终身职业 ,借以养家糊口 , 是一般州

县官员必不可少的助手 , 其中尤以绍兴师爷最为著名;

第二类是以文笔见长 ,或具有漕务 、盐政 、河工等方面的

经世才干 ,而又科场不售者 ,亦有少数考中了进士 ,甚至

被选为翰林 ,尚未及腾达即在官场遇挫 、铩羽而归者 , 多

被地方督抚延入幕中备顾问 、供驱策 , 他们不但可以由

此取得衣食之资 , 而且有望得到幕主的举荐 , 重新步入

仕途;第三类是终将受到朝廷重用者 , 他们在考中进士

之前为生活所迫 , 或在考中进士之后担任闲职期间 , 往

往会进入督抚的幕府 , 借以熟悉地方政务 , 积累行政经

验 ,历练各方面的才干 , 为将来出任封疆做些准备。

李鸿章于道光丁未科(1847)考中进士 , 入选翰林。

1853年 ,籍隶安徽旌德的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奉旨回家乡

办理团练 ,奏调李鸿章一同回皖帮办团练事宜。李鸿章

实际上扮演的是幕僚的角色 , 可归入幕府人员的第三

类。当然 ,这部分幕府人员大多数是主动入幕的 , 而李

鸿章则完全是被动的。抵皖后 , 他又先后进入前后任安

徽巡抚周天爵① 、李嘉端的幕府 , 但时间都较为短暂 , 宾

主之间相互影响不大。后在继任皖抚 、其座师福济幕府

时间稍长② ,亦因福济在军事 、行政方面俱无建树 ,也未

能获得什么教益 , 反倒于 1858年因庐州失守而仓皇逃

离了安徽。这以后 ,李鸿章两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一

贯注意 “以兵事 、饷事 、吏事 、文事四端训勉僚属”③ , 以

造就足以独当一面的人才。他既然早已将李鸿章目为

“伟器”④, 当然会对其另眼相看 , 尽心尽意地加以培养 ,

随时 、随地 、随事予以启迪 ,致使李鸿章明显地感到:“从

前历佐诸帅 , 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 , 获益非浅 ”⑤。

在曾幕的历练 ,更加健全了他出任军事统帅与封疆大吏

的基本素质。

近 10年的幕府生涯 , 使李鸿章切身感受到了网罗

幕府人才的重要性。受命招募淮军之初 , 李鸿章即已明

确意识到 ,督师援沪 、脱离湘军大营而专任方面 , 势必要

建立自己的幕府班子。并开始延揽人才 , 筹建幕府。 由

于他当时的官职不过是福建延建邵遗缺道 ,初建幕府时

摊子不可能铺得太大。即便如此 , 他在安庆时亦已招致

了周馥 、凌焕与刘瑞芬 、刘含芬兄弟等人。赴沪之前 ,他

还专程走访了湘系重要幕僚 、阳湖名士赵烈文 , 向他请

教苏沪的人才情况。

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 , 不久即奉命署理江苏

巡抚 ,旋实授该职。他很快仿照曾国藩的办法 , 建立起

自己的幕府机构。由军事统帅兼任封疆大吏 ,李鸿章以

一身而二任 ,他的幕府班子也势必要兼顾到军事和政务

两个方面。这一时期 , 先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有王学

懋 、蒯德模 、蒯德标 、万年清 、程国熙 、周沐润 、张席珍 、杨

宗瀚 、杨宗濂 、刘秉璋 、韩殿甲 、徐文达 、张莘亭 、陈锡纯 、

冯桂芬 、王凯泰 、钱鼎铭 、王大经 、薛时雨 、薛书常 、赵继

元 、金福曾 、秦湘业 、缪星适 、赵熙文 、胡志章 、陈嘉干 、钱

恩棨 、刘汝翼 、施叔愚 、徐少崖 、高梯 、沈保靖 、郭道直 、陈

庆长 、冯焌光 、朱其昂 、陈其元 、褚兰生 、张家斌 、郭柏荫 、

刘汝翼 、赵炳麟 、许道身 、丁日昌 、严信厚 、李善兰 、刘佐

禹 ,以及英国人马格里 、金思立 、备雷 、哲贝 , 法国人毕乃

尔 、吕嘉等等。这以后 , 随着李鸿章在清朝统治阶级中

地位的不断提高 , 经办的事务越来越多 , 手中的权力日

益扩大 ,其幕府班子也越来越庞大。

①以年衰力辞 , 时以兵部侍郎衔在皖办理防剿事

宜。

②福济为道光丁未科会试副主考。

③丁凤麟 、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7年版 ,第 215页。

④曾国藩曾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 ,仆以少荃

及筠仙 、帅逸斋 、陈作梅四人皆伟器 , 私目为丁未四君

子。” 《曾文正公全集 ·书札 》,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续集》第 1辑 ,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4年版 , 第

13258页。

⑤薛福成:《庸盦笔记》卷 1, 上海进步书局版 , 第 8

页。

⑥王尔敏:《淮军志》,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 第 311

页。

李鸿章自 1861年底受命招募淮军时开始筹建幕

府 ,至 1901年 11月死于北京 , 其幕府前后延续了整整

40年 , 而前 35年一直处于常盛不衰的状况。幕府在中

国古代典籍中是具有特定内涵的专用名词 , 先后寄身于

曾国藩 、李鸿章幕府的薛福成尝有幕府 “专司文事”之

说 ,王尔敏先生对幕府的界定是:“幕府地位属于主官私

人的助手 ,不任公职 ,不受公俸”;就军事统帅而言 , “幕

府人才仅为一军之附属 , 如非亲统军伍 , 实不能与统将

人物并列 ,无法视为一军之主体。”⑥但是 , 李鸿章幕府

与传统的幕府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一方面 ,李鸿章以

募练淮军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 , 在军事上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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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后来受到重用的前提条件。 清政府征调八旗兵和

绿营兵镇压太平天国 , 粮饷由中央调拨 , 装备由中央筹

发 ,并派遣官员专门负责运送。 而湘军和淮军建立之

初 ,皆属团练性质 , 粮饷 、装备都由大帅自筹 , 运输 、分配

粮饷等事务亦需自行解决 , 因而必须建立整套的后勤机

构以承担上述工作 ,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由幕府人员组

成。湘淮系幕府人员在军事后勤机构中担任的职务基

本上是由幕主指定 , 虽不属于国家经制官员 , 却带有一

定的 “公职”性质 。另一方面 ,晚清社会处于由传统向近

代的转型期 ,受欧风美雨影响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

事物。李鸿章在曾国藩死后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 担任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手握重兵坐镇畿辅长达 25年之久。

这段时间 ,除了日常的军政事务外 , 他还曾倡导洋务运

动 ,筹建北洋海防 , 主办国家外交 , 一直是晚清统治阶级

中公务最为繁忙的官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 李鸿章设

立了一系列的临时机构 , 大量地聘用募宾分任各项事

务 ,形成了庞大的幕府队伍 。这些因社会转型而新增设

的临时机构虽未正式列入政府编制 ,但在其中任事者所

担任的大体上也可以算作 “公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在上述军事后勤机构和新设临时机构中任职的人

员十分庞杂 ,要具体弄清楚每一个人的任职时间 、职权

范围与物质待遇就远非本文所能胜任的了。不过可以

肯定 ,他们虽然没有资格领取国家发放的俸禄和养廉银

子 ,但也绝不可能都由李鸿章个人掏腰包供养。也就是

说 ,他们的合法收入尽管无 “俸 ”之名 , 却多半有属 “公”

之实。

王尔敏先生在 《淮军志》一书所附 “淮军幕府表”

中 ,列举了镇压太平天国与剿捻时期的李鸿章幕府共

139人①。马昌华先生主编的《淮系人物列传》一书 , 所

附 “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共列举了 427人 , “淮系集团

洋员表”列举了 139人 , 中外合计达 566人②。当然 , 我

们从这两个表格的名称可以看出 ,所列并不仅限于李鸿

章幕府人员。比较明显的是 , 表中所列李鸿章属下的在

任政府官员与刘铭传 、张树声等淮军将领出身的封疆大

吏聘用的幕府 , 严格地说即不能算作李鸿章幕府成员。

同时 ,李鸿章幕府不应该包含淮军将领与实缺官员。 不

过 ,有些淮军将领(如刘秉璋)与官员(如王凯泰 、钱鼎

铭 、丁日昌等)在其没有领兵打仗或出任实缺前确曾在

李鸿章幕府中任事 , 则当然应该列入了。但是 , 也有许

多可以算作李鸿章幕府成员者没有被列入 , 例如:“北洋

海军人物表”所列北洋海军营务处总理马复恒 、威海卫

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炳 、威海卫水师学堂提调郑汝成 、

天津水师学堂会办严复等在新设机构中任职者 , 大都直

接隶属于李鸿章 ,与在其它洋务机构中任职者性质基本

相同;而轮船招商局提调沈能虎 、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 、

漠河金矿的志燮 、姚岳松 、刘棫林 , 参与筹办上海机器织

布局的魏纶先 、彭汝琮 、戴恒 、龚寿图等 , 李鸿章在两广

总督任上聘用的陈日翔 、张振勋等 , 被遗漏的也不在少

数。

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 ,成份也相当复杂。从家庭背

景来讲 ,官宦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如:潘曾玮之父潘

世恩官至内阁大学士 , 长兄潘曾沂曾任光禄寺署正 , 次

兄潘曾莹官至吏部侍郎 , 三兄潘曾绶官居内阁侍读;许

钤身父辈兄弟五人全是进士出身 , 其父许乃普官至吏部

尚书 ,二伯父许乃济曾任广东按察使 、光禄寺卿等职 ,叔

父许乃钊官至江苏巡抚;钱鼎铭之父钱宝琛官至湖北巡

抚;袁保恒与袁保龄之父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 、钦差大

臣;赵炳麟之兄赵炳言曾任湖北巡抚 、刑部侍郎;徐宗亮

之父徐丰玉官至湖北督粮道;盛宣怀之父盛康曾任湖北

盐法道;薛福成之父薛湘做过浔州知府;陈其元之父陈

鳌曾任福建同安知县等等。也有不少人出生于平民家

庭 ,其中以中小地主与没有做过官的封建士绅占大多

数 ,如:祖父辈 “世业农商 , 无显宦”的周馥 、幼年因家贫

以鸡蛋换松脂照明的吴汝纶等最为典型。另外 , 朱其

昂 、朱其诏兄弟祖上累世经营沙船业 , 严信厚早年在宁

波恒兴小钱肆做学徒 , 李金镛年轻时即以经商致富 , 他

们应属于旧式商人;唐廷枢 、徐润 、郑观应 、吴懋鼎等则

担任过洋行买办;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 , 其父伍荣彰时

在新加坡经商 ,系华侨。

①王尔敏:《淮军志》, 第 315— 326页。

②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 北洋海

军·洋员》 ,黄山书社 1995年版 , 第 232— 269、 419— 433

页。

就个人出身之途而言 ,李幕绝大多数成员走的都是

科举之路 , “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中标明进士出身者共

47人 , 其中隶属于刘铭传 、张树声 、吴长庆 、刘秉璋 、聂士

成等淮系军政大员幕府者有 6人 , 吴赞诚系拔贡出身 ,

表中误标为进士出身 ,是李鸿章幕府中进士出身者约 40

人左右 ,已确知为翰林者有 21人 , 其余举人 、秀才 、贡监

生出身者应该占有很大比例。 高官显宦子弟除参加科

举考试外 ,还可以享受朝廷的荫封 , 直接获得官爵。如

徐宗亮曾承袭骑都尉世职 ,孙宝琦初以二品荫生任户部

主事等。出身于旧式商人和买办者以及幼年因家贫而

失学者 ,一般以捐纳的方式 , 花钱买得官衔。朱其昂最

初曾捐资为通判 , 朱其诏尝纳捐为知县 , 李金镛于 1860

年捐得同知衔 ,唐廷枢早年捐了个候选同知的官衔 , 徐

润先后捐得光禄寺署正 、员外郎 、郎中 ,郑观应也曾纳资

捐得郎中 、道员等头衔。后期 , 李鸿章幕府成员中有不

少出身于国内的新式学堂与出国归来的留学生 , 如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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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 、刘式训是同文馆毕业的学生 , 李厚基是北洋武备学

堂毕业的学生 , 容闳 、伍廷芳 、马建忠 、罗丰禄 、刘玉麟 、

荫昌等都是留学欧美的学生 , 郑汝成与严复则是先分别

于天津水师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赴英国留学

的。

李鸿章幕府成员身份差别很大 ,他们的入幕方式也

大相径庭 ,归纳起来 , 大致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正式奏请

朝廷批准调用的。 经李鸿章先后指名奏调入幕的主要

有:五品衔候补中允冯桂芬 、在籍翰林院编修郭嵩焘 、四

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王凯泰 、在籍户部主事钱鼎铭 、安徽

候补道王大经 、浙江金华府知府徐宝治 、安徽候补直隶

州知州阎炜 、江西建昌县知县王学懋 、同知衔浙江候补

知县薛时雨 、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 、记名盐运使

李元华 、广东惠潮嘉道吴赞诚 、翰林院编修章洪钧 、二品

顶戴三品衔即选道员袁保龄等 , 从他们的官衔可以看

出 ,这一类人员主要是京官或外省的官员。其次是通过

函札等方式邀请入幕的。主要有周馥 、刘瑞芬与刘含芳

兄弟 、沈保靖 、陈鼐 、蒯德模 、薛福成 、吴汝纶 、劳乃宣 、伍

廷芳等 ,基本上是与李鸿章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熟人或享

有盛誉的知名人士。再次是经熟人推荐入幕的。如:江

苏补用知府黄芳是曾国荃推荐的 ,盛宣怀是杨宗濂推荐

的 ,马建忠最初是由已在李幕的其兄马建勋引荐的 , 唐

廷枢与徐润是由盛宣怀推荐的等等。 复次是自行投效

入幕的。如韩殿甲 、李金镛 、戴宗骞 、龚照瑗与龚照玙兄

弟 、杨宗濂与杨宗瀚兄弟 , 以及同知衔浙江富阳县教谕

陈其元等。后两类人社会地位不高 , 也没有太大的名

望 ,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真实才干 , 能被李鸿章看中 , 才

会被留用。从李鸿章的角度而言 , 他接纳幕府人员的手

续主要有两种 , 凡是在其幕府所属各个机构中任职的 ,

一般都要由他加以札委;而仅仅做文案或其家庭塾师

的 ,通常由其加以礼聘;前一种人在李鸿章幕府中显然

要占绝大多数。

李鸿章在其幕府存在的 40年间 , 根据军务 、政务 、

洋务 、外交等方面的需要设立了一些机构 , 同时将其幕

府人员按照才质的不同而加以分工 ,一部分留在他的身

边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或作为智囊团 ,一部分安置

在各个机构中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后者也有一定的职

务 ,有些甚至要上报朝廷 , 但是 , 由于这些晚清新出现的

机构既可因地制宜地设置 , 又往往因事过境迁而撤销 ,

明显地带有临时性 , 因而其中的职位也与知府 、知县之

类的官缺不同 ,一般称之为 “差事”。幕府的分工不是一

成不变的 ,幕主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加以调整 , 办事能

力强的幕客常常身兼数差。李鸿章临时设立的办事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幕府的结构与功能。 这些机

构的变更则体现了李鸿章在不同时期活动重心的不同 ,

同时也决定了其幕府的发展与变化。

李鸿章幕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自李鸿章于

1861年底筹建幕府起至 1870年 8月调任直隶总督止 ,

其幕府的主要职能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出谋

划策 、筹措粮饷军械 , 我们称之为军幕时期;就任直督后

至 1901年 11月李鸿章死于京城 , 其幕府的主要职能是

协助李鸿章处理各项军政事务(包括举办洋务新政 、办

理外交),我们称之为政幕时期。

二 、军幕时期:以传统的旧式人才为主

军幕时期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主要是为了适应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需要而进行的。由于镇压苏南

太平军与督师 “剿捻”的军事活动方式有所不同 , 李鸿章

幕府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方面也明显地呈现为两个

阶段。

自李鸿章招募淮军时起 , 至 1866年底受命督师剿

捻时止 ,其活动重心是镇压苏南的太平军。这一阶段 ,

其幕府成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文案 , 主要有监生周馥 , 举人凌焕 、王学懋 ,

进士薛时雨等人。他们主要负责起草奏章函牍与文件

的收发 、保管等事务。

其次是营务处 , 由于当时淮军是由李鸿章亲自统

率 、直接指挥的 , 所以这一时期淮军营务处虽为独立的

机构 ,却一直是紧随于李鸿章身边的。李鸿章的会试同

年 、道员衔海防同知刘郇膏一度总理营务处 , 他的另一

位会试同年郭嵩焘与同为进士出身的王凯泰 、赵继元都

曾襄办营务处;一般成员有在籍的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冯桂芬 、在籍户部主事钱鼎铭 、生员金福曾 、副贡秦缃业

等 ,这实际上是一个兼及军务 、政务等方方面面的高级

智囊团。

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第 37页。

再次为后勤机构 , 又分为粮饷与军械两大块。当

时 ,上海的军饷来源主要为厘捐与海关税两大项 , 原先

都控制在署理江苏布政使的苏松太道吴煦与苏松粮储

道杨坊等人手中。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 , 虽三令五

申 ,吴煦等 “总不肯报出细账”, 这使他感到:上海的 “关

税开销 ,一时实难清厘”①。考虑到上海海关收入虽丰 ,

但中英 、中法《北京条约》规定 , 按季度从中扣还清廷对

英 、法两国的赔款各二成;而汉口 、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

之初 ,海关税收本由沪关代为征收 , 这时又提出要沪关

归还代征的关税 ,到手的六成再经汉口 、九江两关瓜分 ,

剩下的就不到一半了。 基于此 , 李鸿章与吴煦约定:厘

捐由李鸿章接管 ,用于支付淮军与驻沪其他清军以及协

济湘军的饷需;海关税收仍由吴煦经收 , 用于支付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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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中外会防局与驻守镇江的冯子材部清军的饷需。 于

是 ,负责征收厘金的淞沪厘捐局与江苏牙厘局便成了淮

军的后勤机构。李鸿章委派举人出身的合肥同乡蒯德

标为淞沪厘捐局督办 ,进士出身的河南灵宝人薛书常为

该局总办 ,拔贡出身的浙江海宁人陈其元为该局提调 ,

另有委员褚兰生 、张家斌等;委派举人出身的湖北蕲水

人陈庆长为江苏牙厘局督办 , 举人出身的浙江平湖人王

大经为该局总办 ,进士出身的福建侯官人郭柏荫为该局

襄办 ,另以蒯德模 、刘汝翼等为该局委员。 同时让知府

赵炳麟在上海为淮军办理米捐 , 让候补道许道身在江北

办理米捐 ,令举人出身的江西彭泽人高梯与安徽南陵人

徐文达办理淮军粮台 ,任命安徽庐江人张莘亭与陈锡纯

为军饷委员。

未几 , 李鸿章先迫使吴煦辞去署理布政使 , 旋免去

其苏松太道之职 , 由 “品行端正 ”的上海县知县黄芳接

任;同时举荐他的丁未同年 、“诚廉慤正 ”的知府刘郇膏

署理按察使 、布政使。杨坊自知难免 ,乃于 1862年 5月

“禀请开苏松粮道”缺 , 李鸿章 “照例出奏”① , 并附片举

荐郭嵩焘 “学识闳通 ,志行坚卓”, 又有相当的从政和军

旅经验 ,建议 “擢授江苏司道实缺”②。从而夺回了掌管

海关税收的权力 ,后来从中截留了大笔款项用于购买洋

枪洋炮 、雇用洋人做军事教官。

淮军的军械装备也有两个来源 , 一是向外国购买 ,

二是自行制造。负责购买与管理军械的有李鸿章的门

生江苏江阴人沈保靖 , 李鸿章的外甥张席珍 , 安徽贵池

人刘瑞芬 、刘含芬兄弟等。由于外国制造的洋枪洋炮价

格太贵 ,为了节省经费 , 李鸿章又在上海设立了专门制

造军械的炸弹三局 ,分别由曾任江西万安县知县的广东

丰顺人丁日昌 、安徽寿州人参将韩殿甲 、英国人马格里

与江西庐陵人刘佐禹负责 , 马格里与刘佐禹主持的炸弹

局一度迁往苏州 ,改称苏州洋炮局。负责向前敌各部转

运粮饷 、军械的则有浙江慈溪人贡生严信厚 、李鸿章的

合肥同乡万年清与程国熙 、周沐润等。为了提高淮军的

战斗力 ,李鸿章还先后雇用了法国人毕乃尔(后主动申

请加入中国籍)、吕嘉 , 英国人金思立 、备雷 、哲贝等 20

余名外籍军人分任淮军各部军事教官 , 训练淮军使用洋

枪洋炮 、演习西洋操法。

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基本结束后 , 曾国藩奉命督师

剿捻 ,李鸿章于 1865年 5月署理两江总督 ,又以购运 、制

造军械的人员与机构为基础 , 创办了大规模的近代军事

工业 ,其幕府中又多出了洋务这一分支。他让时已升任

苏松太道的丁日昌出面买下了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机

器铁厂 ,将分别由丁日昌 、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炸弹局以

及由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一起并入其中 , 成立了

江南制造总局 , 委派丁日昌为该局督办 , 已升为总兵的

韩殿甲 、分发补用同知冯焌光 、候选直隶州知州沈保靖 、

候选知县王德均分别担任该局的总办与会办。同时将

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雨花台 , 改称金陵机器局 , 仍由马

格里与刘佐禹主持 ,时已获得三品顶戴的马格里为该局

监督 ,已升为直隶州知州的刘佐禹任该局总办 。

自李鸿章于 1866年 12月奉命替代曾国藩督师 “剿

捻”时起 ,至 1870年夏秋之间率部入卫京 、津时止 , 其活

动的重心是镇压捻军起义。

曾国藩承认自己 “打捻无功” ,清廷令其回任两江总

督 ,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 , 专办 “剿捻”事宜。 次年 2

月 ,虽任命他为湖广总督 , 却仍令其在前敌督办军务 ,湖

广总督先后由调任江苏巡抚的其兄李瀚章 、调任湖北巡

抚的其幕府人员郭柏荫署理。 由于捻军为适应北方平

原的地理特点而大量地 “易步为骑” ,采用飘忽不定的流

动作战方式 ,李鸿章不得不指挥所部淮军 、湘军与各省

清军 ,围追堵截于山东 、江苏 、河南 、湖北数省之间 , 对于

地方政务已无暇顾及 , 其幕府人员的配置 , 完全是从剿

捻军事需要出发的。

这一阶段李鸿章幕府中负责办理文案的主要有举

人出身的江苏无锡人钱勖 、廪生出身的江苏太仓人钱恩

棨与工部员外郎薛福辰等。专折奏留奉旨进京引见的

其会试同年安徽安庐道福建闽县人陈浚总理营务处 ,另

派进士出身的安徽望江人倪文蔚任襄办 , 成员有进士出

身的陕西长安人薛允升 、淮军濂字营统领李鸿章的门生

杨宗濂 、廪生出身的安徽寿州(今寿县)人戴宗骞等。

1868年夏 , 原先在皖北督师 “剿捻 ”的钦差大臣 、漕运总

督袁甲三之长子候补鸿胪寺少卿袁保恒自请到 “剿捻”

前线效力 ,被清廷派往李鸿章军营。李鸿章以其 “久历

戎行 ,智勇俱全” , 且素与各军统将熟识 , 乃任命他为马

步全军翼长 ,让他负责 “联络诸军 ,妥筹防剿”③, 实际上

相当于高级军事参谋。

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第 25页。

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第 7页。

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3,第 56页。

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0,第 55页。

李鸿章奉命北上之初 ,即针对 “剿捻”战争战线太长

的特点向朝廷提出:“臣从军十数年 , 稔知军情利钝之

由 ,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 , 而在粮饷 、军火之难接济 ”④ ,

是以大力扩充淮军后勤机构。 当时负责供应 “剿捻 ”前

敌各军饷需的主要有四大粮台:其一是设于皖南祁门的

山内粮台 ,其二是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台 , 其三是新设于

南京的金陵粮台 , 其四是也设于南京的后路粮台 , 亦称

北征粮台。前三个粮台主要为湘军筹办粮饷 ,淮军各部

的粮饷则由后一个粮台筹措 。 “剿捻”时期淮军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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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来源于江苏的厘金 、关税等项收入 , 据记载:“淮军正

饷 、杂支”加上李鸿章的 “办公经费”, “每月约需三十七

八万两。所指进款以沪厘为大宗 , 每月十六万两 , 沪之

中国关(即常关)四万两 ,苏省牙厘二万两 ,地丁二万两 ,

共止二十四万两 ,不足之数 , 系沪之洋关(即海关)税包

补 ,所缺尚多 ”, 李鸿章乃提取 “淮北票盐预厘十万

两”①。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英 、法两国的赔款已经

付清 ,李鸿章又将上海海关划拨的四成关税截留下二

成 ,共四十万两 , 才算基本够用。 为了确保这一粮饷基

地不出现任何问题 ,他特意安排其得意幕僚丁日昌担任

江苏布政使 ,旋又让曾国藩奏保他为江苏巡抚。并加派

刘瑞芬进入淞沪厘捐局 , 专折奏调 “清操卓识 , 体用兼

备”的内阁中书安徽南陵人何慎修以加强对江苏牙厘局

的控制。后路粮台关系全军的命脉 ,则由陈浚与其另一

位会试同年江苏溧阳人陈鼐先后任总办 , 凌焕 、安徽广

德人张光藻与举人出身的湖北汉阳人洪汝奎曾参预其

事。后又分设徐州粮台 , 另派江苏常熟人邵璔为委员。

采购军械增加了举人出身的广东大埔人林达泉 , 管理军

械增加了举人出身的江苏宜兴人崔乃翬与军械所委员

冯瑞光等。

由于镇压捻军的战场远离江苏省的政治 、经济中心

南京与苏州 ,而淮军为了追击捻军又经常处于流动作战

状态 ,因而向前敌运送粮饷 、军械的任务十分艰巨。 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 , 李鸿章于苏北清江设立了转运局 , 并

随着战场的变更 , 选择适中之地 , 设立了多处转运分局

与支应所 ,另外还有随军转移的前敌支应局。清江转运

局先后由已被清廷赏加布政使衔的钱鼎铭与官至江苏

徐海道的浙江钱塘人吴世熊主持 ,该局委员已知的有张

进 、张凤翔 、张秉刚 、赵康侯 、江麟瑞 、蒋铭勋等 10余人。

此外 ,清江转运分局有委员张垤 、蒋浩 、王文治 、袁世功

等 ,江苏邵伯(今属江都县)转运分局有委员刘文棨 、杨

觐宸等 ,河南汜水(今属荥阳县)转运分局有委员李隰

馥 、于培庆等 , 山东德州收支局由委员安徽泾县人翟增

荣负责 ,张秋转运分局由委员浙江山阴人陈锦负责 , 济

宁转运分局由委员潘其钤负责 , 临清转运分局由委员吴

国恩负责 ,胶州转运事宜由吴炳辉 、叶清臣经办。委派

徐文达总理前敌支应局 ,秀才出身的安徽石埭人陈黉举

负责行营粮械支应事宜 ,进士出身的山东济南人杨福祺

负责转运军械事宜 , 江苏无锡人杨倬章为解饷委员 , 安

徽合肥人张士智为解运饷械委员 ,另外还有经办转运事

宜的陈洪钟 、许懋功等 , 可谓是机构繁衍 , 人员庞杂。 同

时 ,李鸿章还专门设立了报销局 , 委派童埏为总办 ,成员

有石东山等人。又设立清淮善后局 ,委派举人出身的安

徽六安人李元华主持其事。

“剿捻”军事结束 , 李鸿章于 1869年 2月抵武昌就

任湖广总督。 6月 , 李鸿章被清廷派往四川查案。次年

1月 , 清廷又命其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 , 3月改令其督师

援陕。 7月 , 李鸿章行抵西安 ,旋即奉命率部驰赴京畿一

带。这段时间 ,他四处奔波 , 根本没有来得及将其幕府

的活动重心由军事方面转向行政方面。

军幕时期 , 李鸿章幕府成员有三个主要的来源 , 其

一是同乡 、同学 、亲属 、朋友。李鸿章的幕僚以安徽同乡

为最多 ,如:周馥与道员徐先路是安徽建德(今东至县)

人 ,凌焕与知府方鸿是安徽定远人 , 刘瑞芬 、刘含芳兄弟

是安徽贵池人 ,薛时雨与道员张保衡是安徽全椒人 , 涂

宗瀛 、李元华是安徽六安人 , 徐文达 、何慎修是安徽南陵

人 ,韩殿甲 、戴宗骞是安徽寿州人 , 徐宗亮 、吴汝纶是安

徽桐城人 ,翟增荣 、吴廷斌是安徽泾县人 , 王翬翎 、吴赞

诚是安徽庐江人 , 赵继元 、王恩培是安徽太湖人 , 胡燏

棻 、杨士骧是安徽泗州(今泗县)人 , 程鸿诏是安徽黟县

人 ,王德均是安徽怀远人 , 章洪钧是安徽绩溪人 , 倪文蔚

是安徽望江人 , 袁大化是安徽涡阳人等等。龚照瑗 、龚

照玙兄弟与刘文棨 、余思敏 、郭道直 、万年清 、张进 、鲍国

治 、蔡良杰等则都是李鸿章的合肥小同乡。此外 , 刘郇

膏 、郭嵩焘 、陈浚 、陈鼐都是李鸿章的会试同年;沈保靖 、

杨宗濂等是李鸿章的门生;蒯德模 、蒯德标兄弟与王学

懋是李鸿章入仕前的好友;官至江苏候补知府的费日启

是李鸿章的妹婿 ,张席珍 、张士珩兄弟是李鸿章的外甥 ,

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 ,官至江苏候补道的孙传樾是李

瀚章的女婿等等。其二是曾国藩的幕僚。 如:郭嵩焘 、

陈鼐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 , 又同被曾国藩目为

“丁未四君子”;涂宗瀛在曾幕中位列 “三圣”之一 , 曾任

江苏知县的莫友芝为曾幕中的 “七贤”之一;此外 , 在曾

国藩生前由其幕府转入李鸿章幕府的还有凌焕 、冯焌

光 、郭柏荫 、候选通判高梯 、官至两淮盐运使的洪汝奎 、

官至徐州兵备道的程国熙 、官至候选道的陈艾 、官至候

补道的程鸿诏 ,以及吴汝纶 、倪文蔚 、华蘅芳 、徐寿等;在

曾国藩死后进入李鸿章府的主要有薛福成 、张裕钊 、李

兴锐等。其三是上海官绅。主要有刘郇膏 、薛书常 、应

宝时 ,赵炳麟 、冯桂芬 、钱鼎铭 , 以及在籍刑部郎中潘曾

玮 、丁忧回籍的武昌盐法道顾文彬等人。难以列入以上

三类的人也不是没有 ,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期仅

仅是极少数。

①王尔敏:《淮军志》, 第 264页。

这一时期 , 李鸿章虽然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

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 , 但洋务运动尚未全面展开 , 其

幕府成员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旧式人才为主的 ,尤其是跻

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者 , 除了郭嵩焘 、丁日昌等极少

数著名的洋务派官僚外 ,大多数在思想观念上仍属于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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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派 ,至少其开放的程度远远跟不上李鸿章的思想节

拍。李鸿章自谓:“每恨今世学人侈诩著述 , 毫无实济 ,

误尽苍生;又自恨久羁尘网 , 贻不学之诮 , 未免矫枉过

正。”尝慨叹:“吾党如补帆(王凯泰号补帆)、调甫(钱鼎

铭号调甫)、振轩(张树声字振轩)、仲良(刘秉璋字仲

良)联翩而起 , 不可谓非才 , 仅比于乡党自好之流 , 孰是

忧国如家 、视远若近者? 其余更不可知。”①难怪他在兴

办洋务时有 “尝苦有倡无和”之感了。

三 、政幕时期:以近代化新式人才为主

1870年 6月天津教案爆发 ,法 、俄 、英 、美 、德 、比 、西

七国驻华公使调集军舰至大沽口外示威。 清廷令率部

前往陕西协同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 、刚刚赶到西安的李

鸿章 “移缓就急” , “酌带各军克日起程 ,驰赴近畿一带相

机驻扎”②。适值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 直隶总督

曾国藩奉命回任两江 , 李鸿章于 8月接任直隶总督 , 11

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其幕府亦随之转入以行政事务

为中心的政幕时期。

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一落

千丈 ,其幕府一度基本解体 。此后虽曾先后以文华殿大

学士入内阁办事 、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外放两

广总督 、转任直隶总督 , 但其权势已今非昔比 , 幕府人员

寥寥可数。所以 ,政幕时期亦以马关议和为界自然地呈

现为两个阶段。

概略而言 ,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 20

余年间 ,其幕府班子大致可以分为政务 、军务 、洋务 、外

交四个部分。当然 , 其中有不少人是一身多任 , 同时兼

任好几个职务的;也有一些人是一专多能 , 先后承担过

几个方面事务的。

在政务方面 ,首先是代李鸿章起草章奏函牍并协助

他处理日常公务的文案人员 , 主要有深受曾国藩器重的

薛福成 、晚清桐城派著名代表人物吴汝纶 、进士出身的

广西贺县人于式枚等。其次 , 当时直隶境内河道长期失

修 ,连年发生水灾 , 除周馥每遇水患必参预治理 , 并一度

署理永定河道外 , 曾任直隶清河道的安徽怀宁人叶伯

英 、贡生出身的浙江绍兴人娄春藩与戴宗骞 、吴廷斌 、林

木减等都曾主办过治水工程。大灾之年 , 饥民嗷嗷待

哺 ,临近直隶的河南 、山西等省也经常发生灾荒 , 李鸿章

曾花费不少力气筹款由其它省份购运粮食 , 赈济灾民 ,

协助他办理赈务的有金福曾 、顾肇熙 、盛宣怀与出身于

沙船业世家长期承办海运漕粮业务的朱其昂 、早年经商

致富捐得同知官衔的江苏无锡人李金镛等。此外 ,他曾

先后聘请进士出身的贵州贵筑人黄彭年 、曾国藩的另一

得意门生湖北武昌人张裕钊与吴汝纶主讲保定莲池书

院 ,受他聘请主持讲席的还有进士出身的安徽望江人陈

树屏与王季樵等人。又请黄彭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 》、

整理咸丰年间何秋涛所撰有关北部边疆形势的著作《朔

方备乘》,进士出身的浙江桐乡人劳乃宣与王树楠等参

与其事;推荐进士出身的安徽黟县人程鸿诏主持修纂

《安徽通志》;委派举人出身的安徽太湖人王恩培办理山

东全省书局兼任山东通志馆总理 。先后礼聘秀才出身

的安徽肥西人吴光大 、举人出身的安徽望江人金简丞 、

进士出身的安徽全椒人彭倬 、安徽颍上人郑芷馨 、江苏

南通人范当世 、留学美国归来的广东香山人刘玉麟 、曾

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与北洋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人丁家

立等做他的家庭教师 ,不但要其子 、侄学习经史诗文 ,而

且要他们学习英文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很新潮的。

在军务方面 , 首先是营务处 , 直隶的省会当时是保

定 ,直隶总督以前一直驻节于保定。李鸿章兼任北洋大

臣后 ,清廷令他 “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 , 至冬

令封河再回省城 ”③ , 其权力的重心逐步移向天津。起

先 ,他分别于天津 、保定各设了一个淮军营务处 , 天津营

务处又称北洋海防营务处 , 先后由安徽怀宁人叶元琦 、

袁甲三的另一个儿子袁保龄等负责 ,周馥曾任天津营务

处会办 ,以知府分发直隶的湖南长沙人郑业斅曾任该处

提调;保定营务处则由叶元琦兼管。中法战争爆发时 ,

李鸿章又设立了海防各军营务处 , 奏派曾任山东布政

使 、一度署理山东巡抚的李元华为总理。随后又于旅顺

设立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 , 先由刘含芳负责 , 后又委派

其合肥同乡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龚照玙为会办。同时

设有威海卫水陆营务处 , 以牛昶炳为提调;北洋海军营

务处 ,由马复恒任总理 , 聘用德国人毛吉士为翻译。甲

午战争期间 ,还专门设立了前敌营务处 , 委派周馥为总

理。由于北洋海防延绵数千里 , 淮军分防各地 , 平时李

鸿章不便也无暇亲自过问各军事务 ,因而营务处还负有

协调各军的责任 ,于是又有诸军翼长等职务的设置 , 如:

袁保龄任职于营务处时同时受命总办水陆军防务 , 周馥

曾兼任北洋行营翼长 ,李元华曾兼任海防各军翼长。此

外 ,以清流派主将而名震朝野的直隶丰润人张佩纶尝三

入李鸿章幕府 ,李鸿章极为赏识他的才华 , 甚至在其被

朝廷处以充军之罪后 ,仍把自己宠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

做了继室。张佩纶在李鸿章幕府中当然也受到了特殊

的礼遇 ,其身份相当于李鸿章的高级参谋。

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2,第 26页。

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6,第 34页。

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7,第 10页。

其次是军需供应机构 ,李鸿章先是设立了淮军银钱

所与直隶练饷局 ,前者由广东人吴鄂与买办出身的江西

婺源人吴懋鼎负责 , 后者由叶元琦与他的怀宁同乡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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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出身的吴传绂经办 ,筹措的粮饷分别供应淮军与驻防

直隶的其它各军之需。奉命督办北洋海防后 , 李鸿章另

设了北洋海防支应局 , 委派周馥与其安徽建德(今东至

县)同乡 、廪生张观成负责 , 筹措北洋水师所需的粮饷 、

军械与构建北洋海防所需的经费 、装备。安徽泗州(今

泗县)人胡燏棻于 1874年考中进士 ,已被选为翰林院庶

吉士 ,三年后散馆却被外放为广西灵川县知县。他不愿

到偏远的广西省去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县官 ,遂加捐为道

员 ,分发到直隶 , 李鸿章也曾令他管理北洋军需。 80年

代末 ,李鸿章还将已被清廷任命为驻日本公使 、因病而

未能赴任的湖南浏阳人李兴锐奏留于直隶 ,委派他办理

北洋海防支应局。甲午战争爆发 , 李鸿章又设立了后路

粮台 ,委派已升任直隶按察使并被朝廷赏加头品顶戴的

周馥兼任总理。稍后 ,已经升任广西按察使的胡燏棻于

进京觐见后 ,赴天津谒见李鸿章 , 也一度奉派管理粮台。

为了确保淮军各部的军械供应 , 李鸿章专门设立了北洋

军械局 ,先后委派刘含芳与自己的两个外甥张席珍 、张

士珩主持。承担军械制造任务的 , 除了几家大型的近代

军事工业外 ,李鸿章还设有天津行营制造局 , 由江南制

造总局调来王德均主持其事。同时 ,北洋军械局还经常

从国外大量地购进洋枪洋炮。

在洋务方面 , 直隶原先设有天津道 , 李鸿章兼任北

洋通商大臣后奏称:“天津道承办海运 , 每年南漕百万

石 ,由该道陆续接运赴通(即通州 ,今河北通县), 烦难已

极 ,未能兼任洋务 , 致有偏废” ,要求另行添设天津海关

道一缺 , “专管洋务及新 、钞两关税务 ”与 “华洋交涉案

件”① , 并保举四品衔记名海关道刑部郎中陈钦署理该

缺。天津海关道道员作为李鸿章的洋务助手 , 虽属国家

命官 ,实乃其洋务幕府之首脑。

李鸿章首先加紧控制各大军事工业。 他接管天津

机器局后 ,立即奏派已升任湖北补用道的沈保靖总理该

局事务 ,同时将广东惠潮嘉道安徽庐江人吴赞诚调入该

局。后来又陆续委派举人出身的浙江余姚人邵友濂为

该局总办 ,安徽人潘骏德为该局会办 , 宋春鳌 、高从望 、

童恒麟等为该局提调 ,通过他们对天津机器局加以大力

整顿和扩充。崇厚为该局聘用的洋总工程师密妥士原

为英国商人 ,曾任英国驻宁波副领事 、丹麦驻天津领事 ,

对机器制造并不内行。为了加强该局的技术力量 ,李鸿

章毅然将其撤职 ,改聘英籍工程师麦考瑞斯为该局厂务

监督 ,英国人施爵尔为教习 , 德国人沙富尔为栗色火药

教习 ,司图诺为东局子总工程师 , 约士为火药厂设计师 ,

并曾雇用英国人特尔纳为该局安装炼钢炉。同时 ,他还

尽力抓住金陵机器局与江南制造总局不放。将 “人甚懞

懂 ,管局十年 , 只知赚钱 , 不解制造”的金陵机器局总办

刘佐禹 、该局洋监督马格里先后撤职 , 改派段寿虎 、候补

道郭道直 、委用道龚照瑗等为该局总办。 此后 , 该局一

直未再雇用洋匠 ,一段时间全靠龚照瑗 “有三分内行 ,指

挥调度”②。而江南制造总局的历任总办杜文澜 、汤寿

铭 、刘麟祺 、沈秉成 、黄祖络等 , 历任会办林志道 、钟启

祥 、倪人涵 、聂缉槼 、唐寿嵩 、蔡汇沧等 , 历任提调华世

芳 、华蘅芳 、徐寿 、张鼐 、黄恩诏等大多由其委派或出自

他的推荐。甚至连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 ,他也要找

机会插上一手。 1875年夏 , 左宗棠举荐的福州船政大局

沈葆桢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 , 李鸿章马上推荐丁日昌

接任福州船政大臣 , 清廷虽采纳了他的意见 , 却又同时

任命丁日昌为福建巡抚。 李鸿章再推荐时已升任顺天

府尹的吴赞诚出任福州船政大臣 , 终于一度间接地控制

了福州船政局。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7,第 11— 12页。

②《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第 4页。

自 70年代初起 ,李鸿章又主持兴办了一批近代民

用企业。其中 ,轮船招商局起先由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

府朱其昂 、买办商人唐廷枢任总办 , 朱其昂之弟朱其诏 、

另一位买办商人徐润与盛宣怀等任会办。中法战争后 ,

改由盛宣怀任督办 , 马建忠与谢家福任会办 , 沈能虎与

美国人马士任帮办。开平矿务局曾由天津道丁寿昌 、天

津海关道黎兆棠任督办 , 唐廷枢 、候补道张翼先后任总

办 ,候补知府吴炽昌 、徐润曾任该局会办。该局曾聘用

英国人马立师 、巴尔等为矿师 , 聘用比利时人沙德温为

监工 ,聘用英国人柏爱特 、金达为工程师。先是由金达

主持修筑了唐胥铁路;随后成立开平铁路公司 , 由伍廷

芳任总办 、吴炽昌任会办 , 将该路展筑至芦台;再组成中

国铁路公司 ,由沈保靖 、周馥任督办 , 伍廷芳 、吴炽昌分

任正 、副总办 , 将该路延长至大沽与天津。唐廷枢还在

开平煤矿附设了唐山细棉土厂 , 生产水泥 , 聘用英国人

飞赤为技师 、芬治为监工。天津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

办 ,周馥任会办 , 聘用丹麦人博来负责技术问题;上海分

局由郑观应任总办 , 谢家福 、经元善先后任会办。漠河

矿务局 ,又称黑龙江金厂公司 , 由以道员用候补知府李

金镛任总办 ,候选知县安徽涡阳人袁大化任提调。 1890

年李金镛病死后 ,由袁大化总办局务。李鸿章曾专片奏

调坐选广西宜山县知县志燮 、直隶州同知衔吉林委用通

判姚岳松 、湖北另补知州刘棫林等前往漠河相助 , 并曾

聘请美籍矿师阿鲁士威赴矿区察勘。上海机器织布局

先由道员魏纶先 、四川候补道彭汝琮等筹办 , 未有结果。

李鸿章再令浙江候补道戴景冯 、其叔父翰林院编修戴恒

等筹办 ,戴恒邀请曾任英商太古洋行买办的郑观应 、沪

上商人经元善 、候补道龚寿图与李培松 、郎中蔡鸿仪等

协助 ,于 1880年设局招股 , 聘请美籍工程师丹科到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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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携带当地所产棉花回美国试验 , 以便选购合用的机

器。旋因内部发生纠葛 ,郑观应 、经元善相继离局 ,先后

由龚寿图 、龚彝图兄弟与马建忠等接管。 90年代初 , 在

杨宗濂 、杨宗瀚兄弟主持下建成投产。 旋遭火灾焚毁 ,

李鸿章又派盛宣怀赴沪督办 , 改名华盛机器纺织总厂。

70年代中期 ,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后 , 设立了

工程局 , 由安徽六安人史克宽主持 , 负责建造炮台 、营

垒。同为进士出身的安徽舒城人王元超 、安徽绩溪人章

洪钧都曾办理过北洋海防。后来又成立了旅顺船坞工

程局 ,先后由袁保龄 、刘含芳 、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龚照

玙任总办 ,营建旅顺船坞 、威海卫军港作为北洋海军基

地 ,构筑北洋沿海防御体系 , 周馥 、戴宗骞 、郑藻如等都

曾参与其事。聘用退役的德国陆军要塞工程师汉纳根

负责工程设计与技术指导 , 聘用德籍工程师舒尔茨与善

威等作为汉纳根的助手 ,聘用法国人吉利丰 、邵禄 、李维

业与葡萄牙人路笔纳为旅顺船坞监工 , 雇用英籍挖泥船

技师勒威负责疏浚旅顺军港 , 任用受德国克虏伯炮厂委

派来华推销军火的瑞乃尔与额德茂为旅顺炮台教习。

筹建北洋海军过程中 , 最先由薛福成草拟过水师章程 ,

后经周馥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正式制订《北洋海军

章程》。北洋海军的主力船舰 , 大部分是通过驻外公使

曾纪泽 、李凤苞 、刘瑞芬等从英 、德两国订造的。 1879

年 ,李鸿章曾保举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为驻德国使馆

二等参赞 ,令其协同驻德公使李凤苞访购铁甲舰。并先

后聘请英国人葛雷森 、琅威理 、马格禄 , 德国人式百龄 、

汉纳根为北洋海军总教习;英国人哥嘉 、章斯敦 、泰勒等

为教习。聘用英国人鲍德均 、伊尔文 、郝尔德 、克尔克 ,

法国人道礼思等为北洋海军的医生。

李鸿章还创办了一些西式学堂 ,除了早期筹建的上

海广方言馆和 1880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之外 , 其余

的基本上都属于军事性质的 , 其中以天津水师学堂和武

备学堂成效最显著 ,影响也最大。前者由前任福州船政

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任督办 , 二品衔分发补用道吴仲翔

为总办 ,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赴英留学归来的严宗光

(即严复)初任洋文正教习① ,后升任会办 、总办 , 聘用英

国人马莱绪 、美国人马吉芬等为轮船驾驶教习 , 嘉格蒙

为帆缆教习 ,麦赖斯为洋文教习;其中的管轮学堂聘用

霍克尔 、希耳顺为洋教习。后者由周馥 、刘含芳等负责

创办 ,初由道员杨宗濂任总办 ,后由候选知府联芳接管 ,

聘用德国军官黎熙德为总教习 , 举人出身的安徽黟县人

金庆慈任汉文教习 , 湖北沔阳人卢靖任数学教习 , 聘用

德国人李宝 、那珀 、巴恩士 、坤士 、艾德 、李喜脱 、敖耳等

为洋教习 ,后又聘请德国人瞿思图为该学堂铁路教习。

同期创办的大沽口电气水雷学堂聘用美国人满宜士为

教习 ,旅顺口水雷营学堂聘用德国人施密士为教习 , 旅

顺口鱼雷营学堂聘用德国人福来舍为教习 , 威海卫鱼雷

营学堂聘用德国人哈孙克赖乏为教习 ,天津电报学堂聘

用丹麦人璞尔生为教习 ,北洋医学馆聘用英国伦敦会传

教医师马根济与美国医师阿布德为教习 , 天津西医学堂

聘请英国医官欧士敦拟定课程。李鸿章协同曾国藩倡

议选派的赴美留学生 ,由翰林出身的四品衔刑部候补主

事陈兰彬任监督 、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任副监督 ,

主事容增祥 、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先后任驻美肄业

局总办 ,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浚 、江苏试用县丞沈金

午 、同知衔容思济为汉文教习 , 五品衔监生曾忠恒任翻

译。李鸿章与沈葆桢 、吴赞诚等由福州船政学堂选派的

留英 、留法学生 , 由李凤苞 、原福州船政局监督法国军官

日意格任监督 ,马建忠为随员 , 陈季同为文案 ,罗丰禄为

翻译。

在外交方面 ,李鸿章因接办天津教案而调任直隶总

督 ,随即又主持签订了中日 《修好条规》, 很快成为中外

公认的清朝统治阶级中最擅长于外交的官员。从此 ,他

一次次被清朝统治者推上谈判桌 , 其政治生命也与外交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办理外交的需要 , 李鸿章十分

注意搜罗和培养外交人才 , 一批具有近代意识 、了解西

方世界 、熟悉国际事务的新型知识分子先后汇聚到了他

的幕府中。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班子成员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商讨对外政策 、处理涉外事务的助手 ,

主要有毕业于伦敦的林肯法律学院曾在香港任大律师

的伍廷芳 、留学法国获得多科学位的马建忠 、被李鸿章

举荐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等。第二类

是协助李鸿章谈判签约的随员 , 如协同李鸿章起草并签

订中日《修好条规》的署理江苏布政使应宝时 、江海关道

涂宗瀛 、天津海关道陈钦 , 随同李鸿章签订中英《烟台条

约》的翰林院编修黄彭年 、户部主事钱荣增 、道员许钤身

与朱其诏 、直隶州知州薛福成 、知县徐庆铨 、诸可权等。

第三类是外语翻译 ,大致有同文馆毕业的英语翻译张德

彝 ,留学德 、奥的德语翻译荫昌 , 随同李鸿章赴日本马关

谈判的日语翻译罗庚龄 、卢永铭 , 以及罗丰禄 、曾恒忠

等。此外 ,李鸿章还曾任用德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

协助自己办理外交 ,聘用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毕德

格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作为自己的外交顾问。

甲午战争期间 , 李鸿章于旅顺失守之后被革职留

任。 1895年 2月 13日 , 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

臣 ,赴日议和;令前任云贵总督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

马关议和后 ,清廷于 8月 28日命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

士入内阁办事 ,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大大削弱。

①参见姜鸣:《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 》,

《历史研究》 200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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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失势以后 , 已无需大量的幕僚相助 , 也供养

不起那么多没有薪俸收入的幕僚了。名为入阁办事 、实

则投闲京师时期 ,原幕府人员中仅有于式枚 、伍廷芳 、罗

丰禄等少数人相随左右 ,后曾国藩的孙女婿原直隶怀来

县知县吴永 、道员李征庸 、洪恩广 , 知府胡溁等先后加入

李鸿章幕府。 1896年 2月 , 李鸿章奉命前往俄国庆贺沙

皇尼古拉二世加冕 ,顺道访问欧美各国 , 除李经方 、李经

述二子外 ,又奏准以兵部候补主事于式枚 、分省补用道

塔克什讷 、记名海关道罗丰禄 、升用道分省补用知府联

芳 、候选知府林怡游 、浙江试用同知薛邦龢 、升用直隶州

补用知县柏斌 、直隶试用县丞麦信坚 、北河试用县丞张

柳 、分省试用县丞洪冀昌等为随员;聘用俄籍五品衔副

税务司柯乐德 、德籍二品衔税务司德璀琳 、法籍三品衔

税务司穆意索 、英籍花翎头品顶戴税务司赫政 、美籍三

品衔税务司杜德维为参赞。

1899年 12月 19日李鸿章奉命署理两广总督。 督

粤期间 ,李鸿章幕府成员主要有商务随员二品衔候选道

陈日翔 、道员张振勋 、委员方政 、遂溪县知县崔广沅 、银

元局委员知县薛培榕 、广东绅士卢绍华 、富顺等。奉慈

禧太后密令 ,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本谋刺康有为和梁启

超的刘学询 ,也成为李鸿章的机要幕僚。李鸿章曾在广

州设立商务局 ,令其主持。

辛丑议和期间 , 李鸿章任用于式枚 , 并奏调已被革

职的张佩纶为文案;奏派周馥任直隶布政使 , 作为其主

要助手;奏请以盛宣怀 、徐寿朋会办商约 , 令驻俄公使杨

儒与沙俄交涉接收东三省事宜;命胡燏棻在北京试行警

察制度 ,委派道员郑业斅帮办直隶善后事宜 , 任用曾国

藩之孙兵部员外郎曾广铨 、曾留学法国的刘式训等为翻

译。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随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 ,李

鸿章幕府的构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 ,李鸿章延

揽幕僚的重心开始转向具有各种专长的近代人才;另一

方面 ,原有的李鸿章幕府成员也有一部分受西学影响而

发生转化;于是 , 李鸿章幕府的近代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中包括近代著名数学家华蘅芳 、化学家徐寿及其子徐

建寅 ,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唐廷枢 、徐润 、盛宣怀 、杨宗

濂 、杨宗瀚兄弟与吴懋鼎 、严信厚等 ,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

级代言人薛福成 、马建忠 、郑观应等 , 著名的资产阶级启

蒙思想家严复 ,以及辛亥革命后长期追随孙中山的伍廷

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甲午战争以前 , 李鸿章幕府中

汇集着一批国内最先进的人才 , 堪称是中国当时独一无

二的近代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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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人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方　英

(上接第 26页)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各自运用人力股制

度的不同:如山西票号人力股份有 “全份 ” 1分的上限 ,

而北京五金商人则无;山西票号人力股持有者去世后其

故身股不可由子女继承 , 而北京五金商人则可;山西票

号人力股份增幅弹性不如北京五金商人大等。看来 , 以

人力股制度为核心的五金商铺的激励机制 ,比晋商更能

体现以人为本 、注重协调劳资双方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先

进理念 ,这不仅对五金商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

用 ,而且对于理解今日北京乃至全国私营商业企业人事

管理及发展动力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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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人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科部讲师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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