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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南路西征主帅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统领太平军南方余部转战于
赣、闽、粤三省之间。
李世贤率部攻占漳州后，列王朱义德、天将宋北斗也随之攻入云霄，占据厅城长达七个月。
漳南要邑诏安县也在太平天国天将丁太阳的铁蹄之下，惨遭屠城之祸，邑令赵人成及城内绅衿力战而
死。
云霄、诏安、饶平和海阳县诸乡勇齐聚云霄莆美城，同太平军“相持二百余日，首尾几一百战”，展
开殊死的对抗与周旋，力捍此堡不破。
闽浙总督左宗棠率湘军、淮勇与英法联军大举入闽，围剿侍王所属太平天国余部。
败退后的祥王黄隆云命天将陈仔领太平军三百余人，会同云霄岳坑朱姓民众留踞梁山土堡楼寨牵制清
军，被淮军提督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强行突破。
藏匿于龙溪齐云楼的太平军及楼内民众，随之遭攻陷和杀戮。
转战于广东嘉应州的太平军汪海洋残部，也最终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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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毓贤，福建去霄人，复大学历史系文物与物馆学专业毕业，研究馆员，漳州市管中青年专家。
长期从事文物、涉台民俗与文化学研究，有120篇论文在国家级、省市级与海外刊物发表或获奖，有专
著《云霄城隍文化》，主编《吴原享堂》等。
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出席文化部全国青年论坛。
曾获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省职工自学成才奖，入载《中国当代文专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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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序序二序三序四引子第一章　侍王挥师克漳云城弱守沦陷第二章　莆阳备御鏖战众力独撑漳南第
三章　清将浴血松关侍王雄镇漳城第四章　列王平和乞师莆城鼙鼓不歇第五章　莆城森严壁垒杨添阵
斩枭将第六章　南诏告警调兵战局急转直下第七章　天将兵逼诏城中军乞援潮郡第八章　天兵掘地陷
城南诏赵令死节第九章　霞勇围诏救云天兵南寨丧魂第十章　楚军会战漳境侍王败遁平和第十一章　
万善同归黄土千秋节义永存第十二章　漳南灾后余事诏城赵令归葬第十三章　梁峰备御清剿岳坑喋血
抗暴第十四章　岱山清军扫荡天国残阳西坠尾声附录一  岳坑古战场寻古附录二  云霄“万善同归”义
冢由来附录三  140年前。
漳州惨遭“长毛反”——文史专家汤毓贤历时四年寻找太平军屠城血证附录四　一部探讨闽南“长毛
皮”的力作——读汤毓贤的《南阳残阳》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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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侍王挥师克漳云城弱守沦陷清同治元年（1862年）初夏四月，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领湘军十
五营陆师突破太平天国长江防线，在天京（南京）城南雨花台扎下大营，与闯入护城河停泊的兵部侍
郎彭玉麟的水师互为犄角，逐步收拢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包围圈。
次年九月，清军无情地逼近天京，缴获了太平军储积的上百吨蔗糖和5万担谷物，造成太平军粮草恐
慌，粮道绝门。
岁末，太平天国军事统帅忠王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困，屡次突围往湖州、常州征粮失败，连补给官收集
的最后大批粮草也于翌年年初被清军截获。
随之，剩余粮库相继陷落，城中缺粮，李秀成劝天王洪秀全弃城遭到拒绝。
严重的粮荒，销蚀着天京守城将士的锐志。
李秀成派其堂弟侍王李世贤率来王陆顺德等四路人马杀开重围，分进江西就粮，以获得粮食补给，并
相约于3个月后回援天京城。
然而，严峻的战局迅速击碎了忠王周密的用兵计划。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己午时分，清军统帅曾国藩率兵在天京城东墙下挖掘出一条
地道，点燃了填好的炸药，毁坍太平门东侧城垣20余丈。
清军从缺口蜂拥入城，太平天国建都11年零4个月之久的天京城沦陷。
李秀成自太平门败回，赴天朝宫殿接护仅登基49天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出走，转移至清凉山暂避。
当夜，李秀成率众由太平门缺口突围，被曾国荃马队跟追。
4天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天京东南方山被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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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年常听长辈们说，太平天国残部曾攻入云霄。
起初窃想，攻入云霄？
那就是推翻清朝政府在云霄地区的统治了！
而对于陷身这场战争的云霄民众而言，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词，认为那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我从事南方后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纯属云霄文物工作赐予我的一次机缘。
县内多处文物点常见碑碣提到“发逆陷云”之事，集中起来也就不是小事了。
从2000年开始，我从各件碑刻着手，参照了各观点并存的太平军人云资料，特别是与其同时期的文人
们所珍贵的纪事诗文抄本，查阅了大量地方史和太平天国史等文献资料，并追寻历史的足迹，多次赴
粤东、闽西及漳属各地进行实地考察访问。
本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重新审视140多年前这段历史风云，自觉颇有所获。
这才开始撰写《血染岳坑》、《万善同归》、《华庙案刻》、《从几处史迹看太平军余部在云霄的活
动》、《岳坑古战场寻古》、《云霄“万善同归”义冢由来》、《太平军岳坑之役》等学术论文，相
继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文物报》、《福建文化报》、《福建史志》、《闽南日报》、《漳州论
丛》、《漳州今古》、《漳州人大》等报刊发表。
不过这种学理性强的文字，一般读者不愿问津。
但如果用活泼的语言描述和较为通俗的纪实方式，把漳属各地有关著述和民间盛传太平军人漳的情况
如实地再现出来，写就一部长篇历史纪实，不就可以填补这类课题的缺憾吗？
也就有读者乐于问津了！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史事输入脑海，竟然形象而鲜活起来。
但也常为此嗟叹不已，泪流满面。
于是顿觉情与境会，顷刻万言注入笔端。
我开始在《云霄文艺》连载《太平军陷云与岳坑之役纪实》，获得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时云霄县史学界耆宿陈嘉音先生在阅罢本著初稿后，慨然赠诗云：云霄故郡傍漳江，雄镇闽南重一方
；天国兵临遭战祸，莆阳抗暴世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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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字优美，内容详实，史料丰富，与其说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部历史作品。
它的属性定位，应当是史学类的，只是通过纪实文学的形式，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了解，这也是一种
创新。
　　——原福建省文联主席、著名评论家　许怀中他从散落于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料中搜集创作素材，
用虔诚的心灵仔细聆听古人倾诉，宛如越过一百四十多年时空隧道的一名“战地记者”，在金戈铁马
的麈战场所采写战地报告，记录下了历史长河中这一幕幕珍贵的瞬间。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采访、考证与写作时，没有刻意去描写人物和渲染情节，只是把事件发生的过程
放在太平天国末期历史大背景中，根据自己的构想取舍写作素材，并按时间顺序进行平易的表达，力
求真实地表现事件主线，揭示灾难本质，昭示“只有天下太平，才有太平日子”这一主题。
　　——福建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福建省文物局局长　郑国珍有关太平天国的论述，向来是将之作为
农民革命战争来颂扬，认为是广大农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正义战争，很少提到其给社会造成危害的
负面影响。
这大概是“史讳”之故吧，对所颂扬者“虽有其恶，不加毁也”。
然而，在《南国残阳》中，汤毓贤先生却不为世俗所左，把这些攻入漳南的太平天国残部称为“寇”
，认为他们“早已染上流寇土匪习性”，“到处劫掠财物，殃及城乡民众”，已无什么积极因素可言
。
似汤先生敢于如此“秉笔直书，善恶直书”，非有一定的“史德”与“史胆”不可。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导　李金明太平军南方余部走向败亡的历史，中国近代通史从
略，福建地方史叙述非常简略，只字不提太平军使人民遭受的血刃之灾，却给予“悲壮”的赞颂。
《南国残阳》著者，查阅史籍和民间文献，踏勘考古，访录口碑，钩沉考证，对这段历史做了全面、
详细的拓补，对历史做了重要的重新发现。
一些文学成分的介入意在使史实生动传神和流畅链接，并不影响此书历史纪实的性质。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导　郭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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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国残阳:太平军南方余部烽烟纪实》是太平军南方余部烽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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