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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是中科院史学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文集。
文章所写内容多为中国近现代史话题，包括《“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梁启超百年前憧憬
“上海世博会”》、《新文化与新教育》、《沉重的“外交笑话”》、《贝多芬中国“获胜”记》、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相对论“遭遇”中国政
治》、《“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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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颐，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先后当过知青，军人、工人，然后考上大学，
再读研究生。
这种经历，使他成为“把历史作为现实参考的著名学者”。

    主要作品推荐：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荣获二○○八年度十大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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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末路的罪与罚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清末“国有
”与“民营”的激斗　“官不过问”的失败　失败的乌托邦：“天国”悲剧　历史的见证者：容闳的
独特意义　“二张”的命运　“有学有术”张之洞　总督的抉择第二辑　民国的新意义　梁启超百年
前憧憬“上海世博会”  　“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五四”的力量　梁漱溟的意义　教育总
长蔡元培　大学不是衙门　新文化与新教育　“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第三辑　新鲜的记忆　沉重的
“外交笑话”　“蔡文姬”向“曹操”忏悔　“灯塔”与“大桥”的命运　贝多芬中国“获胜”记　
“抒情”的解放　“流行”的流行　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沉
重的疑问　文章千古事　莫让岁月空流逝　“国学热”中说“国学”  第四辑　历史：何以至此　列
宁为何讨厌瑞士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森有礼
的悲剧　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　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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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在清代是江苏省城。
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
，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
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
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
在谭绍光领导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
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
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
常胜军首领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
，兵不血刃地攻克苏州。
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
永宽等原就是熟人。
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
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
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其部下性命，
并给副将以上的降将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
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趁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了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
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名降将。
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地准备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外的武弁立斩
八人之头！
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
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地
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
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
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愤愤然地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
“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
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
章下台。
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
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
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
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
，不能为汝认错。
”伯郎只得“一怒而去”。
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
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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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
万，难以安置”等理由。
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
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
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
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
“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
。
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
散忠党二十万之众”。
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人
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
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
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
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
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
，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
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
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
陛下赏赐的东西”。
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
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
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
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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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
的权利。
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
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列宁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
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
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
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
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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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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