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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鸿章与淮军》作者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套路，对李鸿章进行简单的评价，而是让事实说话，以
文学化的笔调细致地描绘了李鸿章的真实面目：建海军，造炮舰，派遣留学生，签和约等。
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到的不仅是一个名为李鸿章的个体起伏波折的人生曲线，也是一个时代、一
个没落王朝的苦苦挣扎，从而引发对近代中国的深入思考。
　　说到晚清的外交，人们自然会想到李鸿章。
常言“弱国无外交”，在那风雨飘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东西方列强，李鸿章代表大清政府
屡屡与列强打交道，在战则败、败则和、和则割地赔款的形势下，大清国民无法不愤怒，他们痛斥“
李二先生是汉奸”，是个多次出卖国家主权的“罪人”。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大清朝廷，在选择谁做代表去与列强谈判的问题上，毋庸置疑是会精心选择
最为优秀的外交官的。
这不仅是出于民怨沸腾的局势，也关系到大清帝国的“颜面”，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切身利益。
李鸿章去世之后，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自称其“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撰就第一部李鸿章传记，国内对李鸿章作出评价并致悼念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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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丰吉，原名程启贵，安徽芜湖人，1966年生。
当过几年中学教师；史学硕士，文学博士。
1992年至今，一直供职报界，编辑、记者兼而任之。
有史学、文学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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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今天的安徽省芜湖市北，有一座一百多岁的老砖瓦厂，名日“四褐山砖瓦厂”。
这座砖瓦厂始建于晚清，在如今不断涌现的众多同行厂家中，虽说它已渐失往日鹤立鸡群的地位，但
在一百多年前，却是当地唯一拥有进口设备的砖瓦制作场。
更为当时人们关注的是这个厂的创办人乃“当朝大员的少爷”，所制作的砖瓦也几乎全部供自家倬用
。
　　这位少爷到底有多大的家业，需要有这样规模的厂来为其添砖加瓦？
　　此话说来确实不假，这位少爷名为李经方，那么，当朝大员就是其父亲李鸿章了。
　　李经方（1855一1934），名为李鸿章的长子，实际上是李鸿章从他六弟李昭庆家过继来的。
李经方在李鸿章的三个儿子中，显得精明能干，李鸿章对他比较钟爱，因此，家中很多产业都交由李
经方掌管。
根据文献记载，李坞章家族产业雄厚，在合肥、芜湖、安庆、上每、南京、大连等市都有大量的房产
和地产。
也的儿子李经方是这些房产和地产的主要经管人。
李经方在这些城市经营房产和地产，成为这些城市较早的房地产开发商，有的是最早的开发商，在当
时是颇有名气的。
　　晚清著名的揭黑作家李宝嘉，在他的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回“听主使豪外学模金，抗官威
洋奴唆吃教”中，曾有这样的描绘：　　其时正有一位大员的少爷，在芜湖买了一大片地基，仿上海
的样子造了许多弄堂。
弄里全是住宅，也有三楼三底的，也有五楼五底的⋯⋯而且，这片房子里头，有戏园，有大菜馆，有
窑子，真要算第一个热闹所在。
　　小说中的“大员的少爷”，李氏后人都肯定地说是指李经方。
小说的作者李宝嘉是江苏武进人，他怎么熟悉李经方及芜湖的“市情”？
李经方在芜湖的产业到底有多大？
以此为缩影，可以知道李鸿章家业及其兴衰的大概情况。
　　走进芜湖，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及地方文史研究者会告诉你，李经方在芜湖经营的堂名为“李漱兰
堂”，李漱兰堂是晚清芜湖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时间大约在1876年前后。
　　当时，大清与英国因为马嘉理事件而签订了《马嘉理条约》。
依据这一条约，大清增开温州、芜湖等地为通商口岸。
以此，洋人的触须伸进芜湖，但客观上也对芜湖的城市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起初，芜湖的城区在青弋江的南岸，集中在“羊毛埂”方圆五里地之内。
芜湖被作为通商口岸后，城市（特别是沿江地区）经济更为活跃。
到了1882年，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他阔别二十年的老家合肥。
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将原在江苏镇江七浩口的米市迂到芜湖。
由于芜湖地处江边，长江两岸的水稻种植面积广、产量大、米质优，而且运输方便，所以，李鸿章的
这一奏请得到了朝廷的许可，芜湖也自此而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朝廷对米市布局的这一重大调整给江边小城芜湖带来无限商机。
于是，李经方将巨额资金投到芜湖的房地产行业。
　　李经方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芜湖的老城区“羊毛埂”，而是跨江买下现在市中心的一大片土地。
他先在沿江的华盛街建起一座别墅，像一幢公馆，然后，由这座别墅向内岸延伸，先平地修路，再建
造商品房。
　　李经方买下的地块有多大？
　　现在芜湖市中心地带的吉和街、北京路、新芜路、滨江大道，总共半边城市所占地面原来都是李
经方买下的。
李经方买下这些地块之前，这里是一片芜野，而且水沟纵横，是典型的江边滩涂。
　　李经方买下这块地后，一边建路，一边填滩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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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建起来不久，这里的人气就兴旺起来，正如李宝嘉在小说中写到的，不仅有戏园酒楼，而且还有
妓院等等。
　　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当然离不开一个大型的砖瓦厂。
四褐山砖瓦厂就是缘此而诞生的。
　　这些商品房建成后，有一部分是出售的，还有一部分一直出租，而且出租的房屋占大多数。
从解放初期房屋登记过户情况看，李经方当时卖掉的商品房有200间左右；出租时，房租账务主要是由
李经方聘请的大管家周孟文掌管。
　　周孟文与李经方是否有亲戚关系，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李经方对周孟文却非同一般。
李经方的长女嫁给了一位姓杨的，李经方去世前分给她的遗产仅7万大洋，而留给这位大管家的却是
李氏所属“利洋轮船局”股份10股。
利洋轮船局的资产当时值30万大洋，共作30股；单这10股股份，就值10万大洋，已远远超过给他长女
的。
除此之外，李经方还在遗嘱中将他所有子女的财产监护权委托给周孟文。
由此可见，李经方对这位管家的信赖程度可谓无以复加。
周孟文也是江苏武进人，与创作《官场现形记》的李宝嘉是同乡。
李宝嘉在写作清官小说时，对这位非同寻常的服务于李鸿章家族中的大管家不可能不关注，因此，研
究《官场现形记》的人都认为这篇小说中所提的芜湖的“一位大员的少爷”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少
爷”确指李经方。
　　周孟文日常为李经方收管房租，然后分文不少地将房租寄给李经方。
当时周孟文手中掌管的出租房是很多的。
解放后，这些李氏出租房几乎全部捐献给了芜湖市政府，用以创办芜湖市私立中江中学。
当时，这批房共分三批捐献，总共有214幢、900余间。
还有一部分地产——尚未建房的，面积达280亩。
　　李经方于1934年卒于大连。
弥留之际，他告诉子孙们：“便宜不可占尽，势力不可用尽！
”他曾跟随父亲走过世界上不少国家，自己也充任过驻日大使，当过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
他去世后，其儿子李国焘成了芜湖“李漱兰堂”的第二代主人，但家业已开始衰落。
主要原因是李鸿章作古后，李家便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撑和依靠，“便宜占尽”、“势力用尽”了。
否则，李经方的一番临终之言便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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