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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清嘉庆十六
年（1811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江西、云南乡试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
杭嘉湖道，江苏和陕西等省按察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布政使。
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皇帝以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升为
东河河道总督，主持修浚黄河、运河等工程。
十二年升江苏巡抚，十八年（1838年）任湖广总督，严禁吸食鸦片，成效卓著，十一月，钦命为钦差
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在广东宣誓旦旦：“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英商义律等慑于林则徐的正气，被迫缴出鸦片2万多箱，即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林则徐因此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侮的第一个民族英雄。
　　 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病逝。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
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福州的林则徐祠堂额称“林文忠公祠”，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高大的牌楼式的大门樯，气势凌空。
大门前有一对石狮拱护，栩栩如生。
入大门是“仪门厅”，中间石铺甬道，两侧分立8尊青石雕刻的石人、石兽，两旁的回廊里，则陈列20
多面的仪仗执事牌。
在“紫禁城骑马”、“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江苏巡抚”、“陕西巡抚”等等。
有楹联曰：“焚毒冲云霄，正气壮山河之色；挥旗抗敌寇，义征夺鬼魅人心。
”令人高山仰止，感佩万端。
　　 “林文忠公祠”是于1982年改为“林则徐纪念馆”的，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临街的门墙新匾“林则徐纪念馆”，又左匾“中兴宗衮”，右匾“左海伟人”。
福州市人民教育委员会以“林则徐纪念馆”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基地。
这里在福州人民，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硕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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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国桢，江苏无锡人，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所长、博士生导师，
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国家超导联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秘书长，纯粹与
应用物理国际联盟量子电子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物理学报》、《科学通报》等杂志
编委。
在高温超导、光学物理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三项国家级奖和四项部委级奖。
1988年被授以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有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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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大概是因为林则徐位列清朝名宦的缘故，时人有意隐讳他的家世，牵强附会地把他家和赫赫有
名的“闽中甲族”——福州东林联系起来，说他“家传五尚书”，是簪缨世胄、封建官僚贵族后裔。
最早为林则徐写传的金安清，也煞有其事地渲染说：“林氏自唐后即为闽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
称其三世五尚书，皆以清德著”。
    “三世五尚书”，指明成化至万历间的林瀚一门。
林则徐青少年时代在一本读书札记上写道：    “瀚为南兵尚，[子]庭机为南礼尚。
庭机子燫，字贞恒，礼部尚书；燫弟烃，南京工部尚书。
瀚次子庭*，先为南工尚，所谓三代五尚书是也”。
    “三世五尚书”世居闽县濂浦。
据《濂江林氏族谱》《天顺壬午修谱序》称：“稽我远祖，五代间自固始入闽，卜居斯乡”，比九牧
林氏的远祖入闽时间晚了六百多年。
这与远在福清县杞店乡的林氏，世系毫不相干。
林则徐把他们看作先贤，并没有当成自己的先世。
封建官僚及史家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无非是在宣扬“世宦家族出良裔”，仿佛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
的出现，是他先辈积累的“清德”庇荫了的。
这种荒唐的史笔，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蒙上一层唯心主义的迷雾。
影响所及，近现代的一些学者，也误认他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至今还有人不加考察，沿用这种
说法。
    此外，说林则徐出生于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也是不恰当的。
因为林家的破落是在则徐祖父手上，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不是纯粹靠地租剥削的中小地主了
。
林正澄落魄中州，是一个穷教读先生。
在他晚年，则徐的伯父和父亲也是教读为业，他们都没有直接经营土地。
林正澄死后，家庭经济已经完全和土地切断了联系。
尽管林宾日思想上信守孔孟之道，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上拿着封建国家剥削收入的
余羹——廪生的固定津贴，但实际上已是“自食其力”，主要靠脑力劳动和部分靠体力劳动为生的自
由职业者了。
这个家庭，“半饥半寒”，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某些相近之处，但“累传皆儒业”，它的毛依然
是附在地主阶级的皮上，为地主阶级政权选拔人才服务。
说它是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比较符合事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下层封建知识分子面前的出路，无非是两条：要么“学优登仕”，
从科举正途挤进封建官僚的行列；要么失意落魄，直至沉落为劳动人民。
林则徐出世时，林宾日正走在前程迷茫的路口。
不言而喻，林宾日艳羡的是前者。
他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耗尽了精力，朝思暮想的是金榜题名，扶摇直上，取得封建官僚的
身份地位。
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他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而且把希望灌注在儿子身上。
林则徐一来到人间，他的父母就已经为他设计和安排了这样一条生活的道路。
    《辰龙冈》、《飞云岩》、《即目》、《鱼梁江》、《牟珠洞》诸篇，描写沿途奇情壮采，“起笔
陡峭，收笔淡逸”，“飞腾而入，用笔如神”。
“诗不矜奇善道情”，这些山水诗，横溢着他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
《即日》一首，形象地勾描了贵州群山起伏的壮景：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
    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
    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
    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耒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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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峦叠错，峥嵘险峻，犹如“弹丸脱手”，跃然于纸上。
    他如凭吊之作，则反映他对历史人物的敬慕。
《淮阴渴岳忠武祠》：    不为君王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
    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
    尺土临安高枕计，大军河朔撼山空。
    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庙犹严草木风。
   歌颂岳飞抗击女真族贵族侵扰的英雄气概，呵斥秦桧等屈膝投降的罪行，满怀对岳飞“黄龙未饮心
徒赤”的无限感慨。
    《使滇小草》中的这些抒情之作，如实地反映了林则徐京官时期的精神面貌。
    林则徐在两次外差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受到清廷的重视。
一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到任不久，便于四月九日出疏严劾福建澎湖协副将张保，指责官僚中“滥保市恩，渐成风气”，主张
“严纪律，择将帅”，不让投诚之人滥膺专阃，或驻守要地。
此时，河南巡抚琦善(字静庵，一七九○——一八五四年）因上年马营坝决口甫堵，而仪封南岸又决，
徒费国帑，被褫职以主事衔留办河工。
他仍措置无方，料贩乘机囤积居奇，影响河工的进行。
林则徐得知这个情况，又于五月八日上奏揭露料贩囤积居奇，建议敕令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平价收
买，以济工需”。
这两次言事，均被嘉庆帝重视，加以采纳。
十日，林则徐在京察中名列一等，带领引见，记名以道府用。
六月三日，实授杭嘉湖兵备道，外擢浙江。
    伊犁，我国著名的边城，西陲的重镇。
天山南北路，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  由驻节此地的伊犁将军所统辖。
西陲边界的另一侧，便是自清初以来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还有浩罕等中亚的封建汗国。
对于清代的戍边而言，这里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
雄踞天山东麓一带的戈壁沙漠，广阔无垠，沙飞似浪，“瀚海苍茫一望迷”。
可是到了这里，却是另一派风光：地势平坦，婉如白莽中原；霜封树条，好似满目瑶林。
    林则徐到达惠远城的当天，邓廷桢，庆辰等人赶到前路迎接，陪同进城。
他首先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宇子谦，一七九一——一八八○年)。
参赞大臣庆昌报到，然后来到坐落在南街鼓楼前的东边第二条巷——宽巷，把行李安顿在该巷内的一
座房屋。
这房子便是邓廷桢通过庆辰帮助觅定的寓所，房东固山达(伊舒亭)答应借给，已经代为裱糊，并略备
桌椅数件。
这是一所当地群众的普通民房，屋内多被炕子占去，这对于过惯南方生活的林则徐，自然显得“未见
合式”。
但他并没有多加计较，略为布置之后，便出门拜会领队大臣皂兴(乐亭)、开明阿(子捷)、花沙布(毓堂)
、常清(靖亭)。
他们四人以及庆辰在当天也先后到宽巷回访。
林则徐最关心的是了解政治时事以及和关内互通信息的办法，从他们的口中，知道“此间看报，将军
处为最快(现看到九月十一、二日之报)，大率五十余日可以看到，惟我们须等其看过数日，方能向借
耳。
⋯⋯此间寄信，总须央求将军用官封，别人的官封不准出境”。
他估计这“大抵是向来做就规矩，以为事权归一，不欲人漏信与关内之人耳”。
关内外驿站，还常常私自拆信检查，“用纸刀一直割开取阅，并不为粘好”，有时甚至将来信“转打
回去”。
对于谪宦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监视，林则徐对此深为不满，但“虽极可恨，而无之何”，只是暗
地咒骂“不知何任作俑”而已。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则徐传>>

     “伊犁并无产物，凡所食用，皆从红庙而来”。
幸好伊犁将军布彦泰和参赞大臣庆昌，对林则徐颇为尊重。
到戍的次日，就“馈米，面，羊、豕、鸡，鸭等物”，第三、四天，又相继亲赴宽巷造访。
林则徐向他们借阅邸抄，托寄信件，倒没有受到阻难。
林则徐从和他们初次的交往中，得到好的印象，在寄郑夫人的家书中，称布彦泰“人材儒雅，公事亦
甚明练”，庆昌“由巴里坤总兵新擢来此，到任月余，其人一味老实”。
四领队和林则徐的关系也极为融洽，不时来寓所晤谈。
    布彦泰派给林则徐的差使，是“掌粮饷处事”。
粮饷处是“专管钱粮支发文案及年终造册报销，并关涉户，工二部事件一切稿案”的机构。
林则徐决心为戍边事业多做一些好事，但是，由于“衰龄病骨，风雪长征”，林则徐的身体十分虚弱
，“途次煨炉食炙，积热于肺经”，加上不适应当地“粟烈寒威，日甚一日”的气候，到戍后的第三
天，就开始“感冒，兼患鼻衄”，后且发展成为慢性病，长期“咳嗽颇多，鼻红又复常发，夜间多不
能寐”，以致“体气衰颓，直是废物，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卅行”。
布彦泰关照他，让他安心调养；他自己却对力不从心，使“荷戈之事，但存其名，终日萧闲，一无所
事”，深感内疚。
    为了适应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林则徐征得房东的同意，拆炕改造了住屋。
到戍之前，本来议定要交房租，这时房东却表示坚决不收，这使林则徐十分过意不去，每逢过节，他
都要给房东送点礼物。
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精神负担，林则徐还经常和流放在这里的老友邓廷桢、前东河河道总督文冲以及
当地的官员，或赋诗论事，或观看弈棋，以娱心目。
林则徐早年善弈，但在革职以后，他才有较多的时间弈棋或观棋。
他的棋术高明，在伊犁偶尔下了几次，竟遇不到强手。
现代新疆象棋名手中“闽派”棋路的不乏其人，传说就是当年林则徐传下来的。
    养病期间，林则徐密切关注国事。
他经常向布彦泰借阅邸抄，和关内的故友，家人保持通信联系，并在书信中畅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十二月十日，即到戍的当天，林则徐接到凉州镇长松亭的来信，知道牛鉴被革职，锁拿进京，并闻
此事“系因御史参其镇江失守，不行救援，即引兵退回金陵”。
当晚，他在家书中，对此评论说：    “镜堂(即牛鉴)议和之请即已准行，乃尚未办妥，忽又拿问，近
事之反复不定如是，真难测度。
若罪其失守，则同罪之人尚多，果将穷治耶?抑或异罚耶?如因御史参出即加之罪，似近日言路又太有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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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竣村老人、竣村退叟，是鸦
片战争时期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
他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和探求西方知识的努力，在近代历史上起了先驱者的作用，留下积极的影响。
因此，写一本比较详备的林则徐传，对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和功过作出科学的评述，对于了解昨天的中
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六零年，我不揣微力，有心探求，开始涉猎有关的史籍，访查林氏遗稿。
在此基础上，我于一九六六年前写出了一束传记草稿。
一九七七年冬至一九七八年夏，又在进一步搜集整理史料的过程中，重新改写了一遍。
一九七九年夏，在北京作了修订。
虽然经过几次改动，但这部稿子还是极不成熟的，我愿借这次出版的机会，向中外同好者求教，并期
望通过学术交流和讨论，修正错误，提高书稿的质量。
    林则徐的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官场上度过的。
他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他的对于后人起过影响的进步思想，都是在政治实践
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
根据这个特点，本书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为十五章。
至于他的思想、性格、爱好、家庭生活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则分散在有关章节，略加阐述。
    林则徐的学术性著述极少，但他处理政事的文稿、译稿、札记以及诗文、书信，却是大量的，以前
也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
除中华书局整理印行的《林则徐集》奏稿、公牍、日记外，仅散藏的书信，就有一千封左右。
本书有选择地利用了这些原始资料中的一小部分，有的是比较真实地透露林则徐的思想，具有历史价
值，有的可以更正历史著作中的某些错误。
对于后者，一般只作正面的叙述，个别比较重要的，在文中或注中作了简略的辨正。
本书所有的年代、月日，都经查对历表，改用公历，但在注中保留旧历，以利查考换算中可能出现的
疏忽和错误。
    在搜集史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承蒙厦门大学历史系领导和师友们的激励，林氏后裔和各地史学界朋
友、文物图书保管机关、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六月，正值广东抗英战争爆发一百四十周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又是林则徐逝世一百三十周年。
谨以此书，作为对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先驱者们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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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则徐传(增订本)》是一本非常详细的关于林则徐的传记，作者对林则徐的思想活动和功过是非做
出了非常客观的评述，这对于了解昨天的中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则徐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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