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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 府六省 裁 漕 蝇 囝蠲

杨 天 宏

咸、 I司 时期,正当太平军与清军逐鹿江

南、胜负未 卜之际,清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吏

奏准朝廷,先后在湘、鄂、赣、皖、苏、浙

六省,分剃情形,裁减钱漕浮收与正额。为什

么戎马倥偬之际,清政府会出此一招?其 目

的何在?有学者认为,涪政府六省裁漕,在
于设法

“
调动六省地主阶级的财力9达到军

事上镇压革命的目的
”
;认为裁漕足

“
地圭

阶级豉杈向农民政权反攻的一个重要步骤
”
。

这一意见虽不无道理,但却有些以偏概全,

不能尽然揭示事物的底蕴。本文试图从以曾

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经世派改良主义经济思

想以及实施这种思想主张的政治 条 件 等 角

度,重新考察一下这个问趁。

六省裁漕是对既有漕玻的一次规模较大

的清厘与改革。因此9欲论六省 裁 漕 的 目

的,首先应对漕政的弊害有所了解。清代中

叶以前,漕弊并不突出。史籍上所谓
“
国朝

轻徭薄赋,屡沛恩纶, (民 )久 已出水火而

登衽席矣
”

①之类说法,虽曰溢美,亦含有

信实的成份。这种情况沿及道光,乃发生了

明显变化。此时清政府的钱漕正 额 并 元 增

损,但是,在钱漕的实际征牧中,却衍出了

愈来愈多的流弊。其危害较著者,有如下三

端 :

其一,地方官吏浮收勒氵f。 钱漕乃清朝

的
“
天庾正供

”
,规定各省州县按章征收。

然而,因
“
州县廉捧元多,办公之需,全赖

钱漕陋规稍资津贴
”

②,故
“
按章征收者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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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③。业户完纳钱漕,分
“
本色

”
与

°
折

色
″

两种。若纳
“
本色

”
,除公然折扣外,

还巧立名目,征收犭t脚 费、验 米 费、灰 印

费、筛扌亳费等顼。几番盘剥下来,农民负担
“
自倍蓰至十百不止

”
⑧。至若

“
折色

”
,

浮收之数亦不在少。业户纳钱漕之前,有所

谓
“
由革

”
,须待缴贲;既 纳 之 后,又 有

“
串票

”
,亦须缴费。此外,再加上以零为

整的
“
收尾

”
等方式的收刮ρ ~其 征 收 折

色,每石折钱或五六于ρ或七八千,或十二

三千,或十五六千,竞有多至十八九千者
”

⑤。浮收勒折之弊,由此可以概见。

其=,书吏差役居闯勒索。 “
利于钱漕

之速完者,官也;利于钱漕 之 多 欠 者,差
也

”
⑥,此语道破了书吏差役借催征钱漕之

机中饱私襞的奥秘。清代承办钱漕的差役名

目甚多,有总头,有总总头,有都差,有图

差,有保差,有帮办之差,有垫办之差,有
上堂代受枷责的假差,此辈

“
皆指望百姓积

欠丁漕以养身者也
”

⑦。·他们声息交通,联
同一气,以勒索完漕百娃为职业。江苏巡抚

丁日昌记载丹阳县的征漕情形时有如下言 :

“
阳邑离城珥远,及零星小户赴 城 完 纳 钱

漕,所费不赀,往往就近托里运书科代为先

纳。该县阖境科书共有一百八九十入,联同

一气,借囹侵用,历为常经。皆缘田额推收

细册均在伊等之手,传为世业,秘雨不宣。

虽经州县斥革,而积习相沿,一 时 势 难 挽

回。
”

⑧丁日昌指斥之人,不唯丹阳,各地



皆有。他们利用承办钱漕之机,采取强索贿

赂、包完包抗、截串卖荒等手段欺蒙上司,

作贱下民,聚敛财富。清代潜弊,不数端雨

足'而其为恶最著者,恐诌推此。

其三,大户小户之差别。清代业田之家

有大小户之分,由 于社会地位不同,两者的

钱漕负担亦多寡相 异。例 如,在 浙 江,有
“
绅衿大户,正赋之外,颗粒不加,甚有把

持包揽等事。势不能不取盈于乡曲之小户,

以为旭此注彼之谋。¨⋯太小户长短不等,

最重之户,正澄一石,竟有完米至工
石七斗

以上者
”

⑨。在湖北,州 县官吏征漕多收取

冗费, 
“
州县既多冗费,势 不能不向粮户浮

收;州 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刁民挟制。

于是太户折色之价日减,小民折 色 之 价 日

增
”

⑩。大小户钱漕负担的差异,非浙江、

湖北仅有,时入尝明白指出:这种差异
“
亦

天下有漕省分之积弊也
”
。①

漕政之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不

仅损及广大 自耕农和佃农岛i利益,使他们的

生活境遇每况愈下,就连多少能向佃户转嫁

损失的中小地主,也不能尽兔于难。道光以

来史籍多有
“
大户变小户,小户变贫户

”
的

记载,正如实反映了漕弊对社会不同阶层的

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钱漕收入亦

大受影响。据统计,清政府对江南六省的额

定田赋为每岁一千二百余万两,但是到道光

末年,每岁仅能勉强征到八百余万两、仅及

定额三分之二。严重的漕弊,将清政府弄到

了捉襟见肘、不思改弦更张便难以在经济上

安然度 日的境圮。

于是,早期漕另改良的思想主张应运而

生。道光时期'地 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包

世臣、缪梓、汤成烈、冯挂芬等人,对既有

钱漕制度下农户
“
田内所收不敷两税

”
,以

至
“
乐岁终身苦

”
的凄惨遭遇深表同情,在

揭露漕弊的同时,已初步酝酿成 熟 了 他 们
“
均赋

”
②一类改萆思想。虽然 终 道 光 之

世,他们的恩想主张一直被清朝统治者束之

高阁,但他们改革漕务的思想主张能够产生

这一事实却已说明'革除清代漕政的严重弊

害,乃是尔后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吏实施裁漕

的重要目的之所在。离开漕政的弊害而讨论

裁漕的日的,难免流于空泛,不得要领。

当然,仅仅从漕弊以及早期漕务改革思

想主张所由产生的角度,尚不能充分揭示六

省裁漕的目的。裁漕运动主持者的恩想主张

虽然与包、缪、汤、冯诸前驱的思想主张一

脉相承,但曲于时势变迁,后来者的思想较

其前驱的思想 ti有了某些变化。如果不对裁

漕主持者的思想动机作一番剖析,将仍然不

能揭示六省裁漕的正鹄。江南六省裁漕形式

上虽经旨准,实际上却是自下两上展开的。

主持裁漕的地方官吏有曾国藩、胡林翼、骆

秉章、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这些人为学讲

求经世致用,思想特征务实,是清朝统治者

中新崛起的改良主义恩想家、玫治家。他们

对清代漕政的弊害均有较清醒的认识并且一

直在寻求有以治之之法。例如曾国藩,还在

咸丰帝继承太统之初,便上了一道 《各陈民

间疾苦疏 》,将银价太昂、钱漕过重视为百

姓一大疾苦。他痛心疾首地诉说道:由 于官

吏的巧取豪索,百娃
“
昔日卖米三斗,输一

亩之课而有余;今 口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

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 小民暗加一

倍之赋
”
,弄得天下百娃

“
真有日不聊生之

势
”
,因 而他在奏疏中提出了

“
急为更改

”

⑤漕政的建议。胡林翼对漕弊的认识更是入

木三分,极为透辟。在担任湖北巡抚时,他

曾多次怒斥征收钱漕时
“
州县用费不足,则

以小户之有余,暗为取偿
”
、大小户钱粮负

担差别悬远的弊端为
“
湖北二百年之虐政 ,

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积弊
”
,因 而密奏朝廷,

吁请尽快革除
“
漕务积弊

”
⑧,以纾民困。

此外,如骆秉章等人,亦痛感漕弊甚深,为
恶巨大, 

“
小户穷民,尤受其累

”
⑩,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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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菔朝廷清厘漕政。

曾、胡等人对漕弊深恶痛绝,与他们中

的一些人曾经跻身社会中下层,多少了解民

痪有关。如曾国藩在未仕 之 时, 
“
家 世 微

薄
”
,祖、父两辈充其盘算个小地主。曾国

藩尝为自己的
“
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

″

⑩而抱撼良涿。左宗棠在其年轻时节,家境

亦极为窘迫,他 曾经一度穷 因 到
“
身 无 半

宙
”
、被迫入赘妻家的狼狈境地⑦。这种起

于微贱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在地位改变后,

仍然能或多或少保留对社会中下层悲惨遭遇

的物伤其类的怜悯与同情。更 重 要 的是 ,

咸、同时期,随着清朝杈力结构的变化,曾

国藩集团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其社会

政治地位口益显要,成为清政权中举足轻重

的角色,但是,作为这一拔地崛起的政治集

团社会基础的中小地主阶级,其经济地位并

无大的提高,他们中的绝太多数人依然匍匐

在既有漕弊的重压下艰难地爬行,这与曾国

藩等人扶摇直上的政治地位是不相适应的。

这种情况,必然使曾国藩等人要
“
代表失意

的地主分子诉苦
”
,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社

会经济地位o既然漕弊使包括中小地主在内

的广大业户各受萁苦,不利于提高他们的经

济地位,改革漕政也就自然成了曾国藩等人

亟亟乎不可须臾等待的事业。可见,六省裁

漕的-个重要目的,乃在于改善和提高作为

曾国藩集团社会基础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经济

地位。·

从思想渊源上分析,曾国藩等人的裁漕

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思想尚存在某种

继承关系。农本主义的特点在于 视 农 业 为
“
本

”
业 ,ェ商为

“
末

”
业 ,主张实施重

“
本

”
抑

“
末

”
即重农抑商的玫策,以培护封建制度

的基础。曾国藩等人思想中的农本主义色彩

亦极为浓厚。曾国藩实施裁漕时曾说: 
“
今

日之州县,(当 )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

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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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役以妾其身,⋯⋯
要使农夫稍 有 生 聚 之

乐。
”

⑩胡林翼将这一思想表述 得 更 为 明

晰,他在一封信中透露裁漕的动机说: “
窃

尝考古今之迹,治世与乱世不同用,而爱民

之心则无不同。·⋯⋯农犹根本也,商犹枝叶

也。⋯⋯宽其意于钱漕,所扌1培本计而致厚

于农民;严萁法于厘金,所以开财源而致力

于兵事。非独苛于商贾也,商逐末取利厚,

缗算亦便;农力勤取利徼,损一分受一分之

益 ,所以培根本也。
”

①曾、胡牛人重农抑商

的思想主张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姑不具论。

所须指出的是,在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占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本主义必然内涵民本

主义。于是,曾、胡等人困起于卑徼而白然

产生的对社会中下层命运的问锖便升华为基

于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
“
爱民培本

”
一类的

信条。这样一来,曾、胡等人改革漕务的主

张也就在理论上成立并完善化了。雨咸、同

间江南六省裁漕,不过是为了实践曾、胡等

人改良主义经济主张从雨从根本上维护封建

制度的基础罢了。

当然,探讨主持裁漕者的行为动机、也

不能不看到曾、胡之辈有利用裁漕来缓和迫

在眉睫的粮铜危机的意图。太平天国运动发

生后,道光以来各地零星的抗漕罢漕斗争置

现出与太平天国运动合流的趋势,由单纯经

济斗争逐渐转化成旨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

政治斗争。抗漕罢漕斗争的升级,使清朝地

方官吏无不深感
“
新漕大为棘手

”
④。尽管

清政府-再严加督责,地方官吏亦想方设法

追比催科,道光以来钱漕收入锐减的势头仍

然不能遏止。到咸丰初年,江甫六省的钱漕

每年只能勉强收到六百佘万两,比极不景气

的道光末年又减少二百万两'仅 及 定 额 之

半。

钱漕1攵入在锐减,而清政府的财政支出

却囚对付太平天国的战争而激增,弄得清政

府捉襟见肘`一筹莫展。据统计,截止 1853



年,各跨清军糜铜总额已高达二于九百六十

≡万两'户部库存银仅余二十二万余两。以

后,战 争兢摸扩大,太平天因变郜金陵后,

迅速开辟了北伐、西征及东苡苏 杭 三 太 战

场,这就更使清玫府均军贲丌文有增元已。

以Ⅱ56年苏、鄂、赣、皖四省兵营所需钔欲

丽言,其总数已高达一千四百余万两,稆当

于汪南六省实征钱潜量的二点三倍。清政府

园受漕弊之累9在太平无事沟年天已有入不

敷出之度。此时,战争扩 太'举 曰 烽 灾
'

“
部J革益形文绌,而各省庄征土L丁唐稂莹关

各项,亦多不能征解足钣,其被乓省仕,芟

属竭蹶不遑
”

④。牧文 F勺 互大矛盾,佼活∴

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清玫府为摆脱财政危机,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包括创设厘金、推行捐输捐乌1、 湓制

钱币以及增加关税叙等。这些拈施`在一定

程变上缓和了财攻收文的矛盾。特别是厘金

io∶ 度' 自i353年 刨戍后'戍为清朝营兵和扪

军的最重 T∶ t财源。仁走,严重乩则浊危机

井次有三:rL∶ |攻大油圩△, 清朝≡Ξ队的饨项

仍

'远
远洪不应扌。 13jΙ ⅠF冫 后,清军江北

太苷出现了
“
粮句专:△ ,众兵待哺嗽嵌

”
○

这一前所未l羁 的危急 ^∶考况。在湘军兵营,平

亲纶养便十分缺乏,兵士严重缺囱t,寅 rL卯

粮。∶∷匕羽更出现了
“
丙三月未绐铂

”
, 

“
汪

以j衷 J馆度
"”

①的画境。据坑计p泊i军历年

真士欠讷总额达五百余万两。以至身为湖北

巡抚的氵扌s军太帅胡林舆,亦囚
“
言货则月少

十万两之锃.=f食则一省之大,公家元三五

冂之粮
”

而△i影 白怜,衷 叹白已的处境
“
与

燕雀处堂何异
”

④?大舛说且牢骚满腹,兵
士就更加怨声载道。于是,更 为严重的后果
—ˉ真心不围接踵雨至。”、13V乍起,清军

发生了多起哗溃事件,其中太多 t田 于 欠

含1。 在这种请况下,曾、胡、骆、左竿
'人
、J苎

焦姜在已有的诂施之外,寻求新自t办法以臼

解脱,而裁漕便是他们所找到的一种行之∷

效淘 自救办法。王闾运分析左宗棠、骆秉章

在湖南实施裁湾的动机￡刂
′
曾迸: “

秉章以军

锏不绘,始清压店稂浮折
”

③。王闾运乃局

中之人,其分析庄该t|是 L匕 较中肯的。

汾了筹拮军钠外'曾、妾之之辈利用裁

滂与太平天口争取民心乩意囹岜颅为明显。

早∮j太 ll天 。起义之初'曾、胡 :七:人 即钕锐

坫茶觉 r这次起 j迢 与涫英淘关系,认为敲平

宅 i毪 义,首先立该萆除 F曳 1Lt塬 9《朗军志 》

丨: 
“
玩林

`jⅡ

平寇之要不在攻歧,饪t亢省

垃,则 奏竭汪互等四十六州县田粮,以苏叉

囚。
”

⑩1ε
j。 午底,当 湖北菽扌 行 将 举 行

时,扭林△给瑚≡上了一遒奏扌F'颅能说明

其争取民心垧用志,豇 F彳 : 
“
湖北牧令多不

俜人,¨ ⋯夫吏治之不修,兵祸 之 所 曲 起

也 ;士 气之不振,民心之彦F由芟也。⋯⋯五

狂大熟,州县乃或裉灾,经 豇驳斥在案 ;六
年大饥'丿

!i县转不报灾,垤 泛驳斥在案。以

丰为欠,是病国计 ;以 欠为丰'是害民圭。

臣恐湖北之民 i曷 竿Fit右 ,不必 粤 寇 之 再

至,而 存盗礻于潢注也。
”

⑧曾田洛任两汪

总督准舞裁 滂 H刂 也 说过美似灯话: “
军兴

太久'邛i方廉烂。鄙志一面治军钿贼,一面

扦支安 F弓 ,二 哲方:不 可偏重。
”

⑧可见,对
于民心离异白l讦

0扯
忱,确实对六省菝湾丘J

实施产土过一它饣
.0用

。 江是,苫目藩守人利

用栽艹未芳讠军北并争取民心的用意,应该

而且也只能犭铲为佗们改良主义思想主张汐

红戊衤分。如呆认为只要裁漕主持考有某抻

什对太ΙF天 河的意图,便淡 1′上什么改苹盯

只镗斥之为
“
地主阶级玟衩 |∶刂衣民歧权反攻

的运要步辣
”
,坏么 r势 闼历 史上也就汪仃改

萆韶j没有了,囚 为历 j赶上所谓改萃考由i玫 治

行为,大多带有类似均
“
反 攻 倒 堡∷

”
沟 性

丿寅。

至七, 肖有一个问洱忌而本 l乓:既然曾

田芯钅人往孚就酝略成熟了改革 蹭 政 的 主

Fi∶ ,叉儿什么钪绞耍苑列18G7年 以后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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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漕呢?要解开这一疑窦,首先 应 当 认 识

到,裁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清代漕

弊为害甚大,但也有不少人从中受益,他们

是漕弊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漕政方面的改革

都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包世 臣等人的早期

漕务改革思想不能付诸实践的原 因 即 在 于

此。因此,笔者怀疑,六省裁漕发生在1857

年以后,除了此时的战争形势有 以 致 之 而

外,可能还与在这以后曾国藩集团的主要成

员才陆续膺任疆寄,实际控制地方政权,从
而具各了实施裁漕的政治条件有关。

如众所知,湖南裁漕始于1857年 ,此时

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不久。也正是此时,左宗

棠在骆秉章幕府策画, 
“
巡抚专听左宗棠 ,

宗柒以此权重
”

⑧,左、骆同心协力,湖南

的裁漕方得以实施。 湖北裁漕,时间是在胡

林翼实授鄂抚、以政治手腕扼住湖广总督官

文,湖北
“
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

”
⑩之时。

曾国藩1860年 总督两江,节制四省,次年江

西即厉行裁漕,安徽、江苏亦次第举行。左

宗棠1862年 任浙江巡抚,未及一载浙江亦效

尤各省,删减钱漕。这不应看作巧合。湖北

开始裁漕后,户部越俎代庖,欲将办法推及

苏、浙,胡林翼不愿从命,他在给友人钱萍

孑工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思虑,信中写道 :

潼释 :

①《湘乡县忘》巷 3《赋役》, (同治十三年刻

本 )。

②⑧《骆文忠公葵议》卷12。

③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娃。

④《氵相潭县志》卷6《赋役》。

⑤⑩《胡文忠公遗集》卷23《革除漕务积弊 并减

定漕章密疏》、 (咸丰七年 )。

⑥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6,页 49。

⑧丁日昌:《抚吴公牍》(同治)卷 32。

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z7,下。

⑩ 《胡文忠公遗集》卷60《致罗淡村方伯成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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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漕折事仍照旧。部中则通行各省,意欲仿

照。浙江情形不同,尚须从轻 (缓 )。 江浙

州县痼疾太深,亦恐非目今长官所能钤制。
⋯⋯异日如以骆以涤办江浙督抚之事,均力

能及此。非欲迟也,盖有待也。
”

④话说得

再清楚不过了,如 果没有曾国藩、骆秉章这

号铁腕人物掌握江浙督抚大权,要剔除那里

的漕弊,绝非易事。囚此,胡林翼宁愿江浙

漕事暂且不办,待曾国藩或骆秉章谋得那里

的督抚位置后再说。胡林翼的这番思虑,解
开了裁漕运动的时间之谜,并说明了六省裁

漕与清朝权力结构变化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江南六省裁漕是

掌握清朝地方实权的曾国藩集团改良主义玫

治经济主张的一次实践。裁漕的目的固然有

针对太平天国的一面,但这方面因素并不突

出。改革漕政是曾、胡等人一贯 的 思 想 主

张,这一主张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前已酝酿

成熟,即使不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只要掌握

了足够的政治权力,曾、胡等人改革漕政的

动机亦足以导致裁漕运动的展开。因为封建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这样做,要维护曾

国藩集团的既得利益,提高他们所代表的中

小地主阶级的社会经 济 地 位 也 需 要 这 样

做。

②参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致 前大司

马许太常书》;《皇朝经世文续 编》卷34,汤 成 烈 g

《治赋篇》;缪滓:《缪武烈公遗集》卷 1,《拟改银币

折钱疏稿》一;冯桂芬: 《显志堂稿》卷9,《均赋劝

绅V范》。

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

④《胡文忠公仝集》卷8,《抚鄂书牍》(一),致

罗淡村方伯》。

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

⑦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1。

⑧《曾文正公全集·杂 著》卷3,《劝 诫 州 县 四

条》。

⑩同注⑥、《致陈秋门给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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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物内心的能力。我们看到了一个痛苦的

灵魂'看到一个因幻灭而引起迷惘和绝望的

心。那没有写出的地方,就是一个无限的空

间,读昔可以任意【茨想和想象。别林斯基说

到文学作品坤艺术性时指出: “
仅用一个特

征 ,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

法表现的东西生动而充分地表现出来。
”

⑦

不仅如此 ,作家写腓特力
“
在雨中走回旅馆

”

时,便嗄然煞住,结束全书,使那已造成悲

剧气氛的感情惯性继续运动,收到言尽而情

元限的艺术效果。这比菲茨杰拉德的写法似

乎更胜一筹。

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的确富有魅力,

注释 :

①②马尔科姆·考利, 《福克纳评论集》。

③《西线无战事 》后记,外国文学出版社。

④本文小说引文分别引自《永别了,武器 》、

《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菲茨杰拉德

小说选》、《一位女士的画像》,人民文学 出 版

社。

⑤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 卷,上 海文 艺

版,1959年。

⑥《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版,1963

年。

⑦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 ,民文学出版社。

⑧罗曼·罗兰: 《法国作家论文学》,三 联 书

店,19“年。

也可以看到构成他的魅力不仅仅是某一个方

面。英国作家欧·贝茨说,海明威的作 品后

面, 
“
有一种出于个性,别人永远无从效法

的节奏,有一种本八独具的节奏,个人内心

的悲郁,对于死的深沉的忧惧。
”

⑧这些东

西,构成了海明威的思想特质和艺术特质 ,

而这种特质又渗透到他的作品之中,与 它们

浑然一体,形成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

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模仿者可悲的地方就在这

里。世界上,艺术的魅力永远不会相同,否
则就不会有自己的光彩,真正的魅力产生于

作家独特的气质之中,海明威是这样,福克

纳也是这样。

⑨巴里耶夫斯基《福克纳评论集》,中 国社科出
版社。

⑩同上。

⑧马尔科姆·考利《海明威,这 头老狮 子》,

《世界文学》1979刂 期。

②同上。

⑩詹姆斯: 《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

⑧同⑤。

⑤赫·欧·贝茨《现代短篇小说》,上海译文出版

社。

⑩同⑥。

⑦同⑩。

(上接第58页 )

⑧《清朝续文岢t通考》卷69, 《国用》。

②⑧何良栋编:《十一朝东华录分 类 辑 要》卷

18,页 18-25。

②《胡文忠公全集》卷 3《托鄂书牍》(一 ),《致严

涓春观察》。

⑧⑧王闾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④⑧⑩同注⑧《湖北篇第三》。

⑧《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王2、 《复郭意城》。

①同注⑧《致钱萍l工枢密》。

④《吴煦档案选编》四,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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