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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
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第，巧于仕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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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光十七年，张之洞出生于父亲张瑛的任所——贵州兴义府的知府衙门里。
 张瑛的祖上在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到直隶，后定居南皮县。
明清两朝，南皮张家都出过不少官员。
张瑛的曾祖、祖父均做过县令。
张瑛本人二十岁中举，但接连三科会试未第。
清代定制，三科未第的举人可以得到一种优待，即这类人再进行一次考试，其中成绩一等者享受进士
待遇，外放知县。
这种选拔方式，叫做举人大挑。
张瑛即因大挑而放到西南边隅贵州安化县，后迁古州同知，积劳擢升兴义知府。
张之洞天资聪颖，在父亲、塾师的严格督促下发愤读书，十三岁便一举考取秀才。
十六岁那年他来到原籍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一名。
乡试的第一名又称解元，十六岁的少年解元，在科举史上极为罕见。
有多少读书人年届不惑，还在为取得生员的资格焚膏继晷；又有多少读书人，两鬓斑白还在为举人的
功名伏案苦读。
而张之洞，只用了十六年的光阴，便顺利地迈过许许多多人一辈子还走不完的科场苦旅!一时间，这个
出生在知府衙门里的小少爷成了全国瞩目的神童。
不料此后的十年，神童张之洞在通往会试的途中却连遭不利。
先是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进逼直隶，京师震动，寄居亲戚家的张之洞无法在京师安心读书，便离京回到
父亲任职的兴义府。
接着，兴义府被受太平军影响而起事的乡民所包围，失去了读书的安静环境。
不久父亲病故，他必须守丧三年。
丧期满后，正遇上己未科会试，张之洞正拟参加，孰料他的堂兄张之万被派为会试同考官，他不得不
循例回避。
他的这位堂兄张之万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是道光丁未科的状元。
丁未科在近代史上被称为名科，因为这一科里考中李鸿章、郭嵩焘、沈桂芬等人，张之万的试卷压倒
这些名流，可见他必有过人之处。
第二年，朝廷为咸丰帝三十岁举行万寿恩科，张之万又被派为同考官，张之洞无可奈何地再次回避。
待到同治元年，好不容易进京参加会试时，距中举已是九个年头了。
因为少年科场的顺利，因为九年的意外折腾，也因为有这位状元堂兄的榜样在前，从小抱负甚大、自
视甚高的张之洞，决心要在这次会试中大魁天下。
他极用心地做好八股文、试帖诗，文章花团锦簇，诗句珠圆玉润。
他对高中怀着必胜的信心。
他的试卷落到一个名叫范鹤生的房师手里。
范鹤生见到这份试卷激赏不已，认为文笔有《史》《汉》之风，亟力向主考官推荐。
却不料主考官并不赏识，张之洞落第了。
范鹤生为之惋惜，亲到张之洞下榻的客栈看望。
范师是个性情中人。
他一面安慰门生不要灰心，明年恩科再来，一面又为科场误人的历史和现状愤愤不平，说到动情处，
泪流满面。
张之洞心中十分感激。
河北平原上，有一座由西至东逶迤连绵的群山。
它西起潮白柯河谷，一直向东延伸，直至消失在山海关旁的渤海湾。
它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燕山。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无数悲壮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创造生命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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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这位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无声见证者，它与中华儿女同忧患，共欢乐。
古老的长城在燕山身上蜿蜒穿过，将中原和塞外划开成两个世界。
就在潮白河附近，有一道天然峡谷。
峡谷两边山势陡峭，巨石嶙峋，乃周围百余里南北必经之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就是万里长城上著名的关隘古北口。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便开始在古北口设立县衙。
唐代曾在此处设东军、北口二守提。
宋代时为使臣出辽必经之地。
金代在此建铁门关。
明洪武十一年重建古北口城，设东、北、南三道城门。
清初在此处建造行宫，为皇家消夏避暑之所。
康熙晚年在热河兴建避暑山庄，又扩建木兰围场，每年暑季皇室便迁往热河，此处遂渐渐衰落下来。
 当年，桑治平在漫游天下浪迹江湖之后，看中了这个地方。
他喜爱古北口的雄伟险奇。
莽莽苍苍的群山，高深幽冷的峡谷，朴拙厚实的长城，仿佛正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写照。
住在这里，似乎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一种苍老而凝重的脉膊在不停地跳动。
桑治平不喜欢这里的人烟不多，民风淳朴，没有尘世中的喧闹争斗。
或许是有过行宫的缘故吧，关注国事的流风遗韵依然存在，只要你用心搜寻，京师的大动向都可以通
过不同渠道传到这里。
况且离京城不远，倘若要打听个究竟，快马加鞭，朝发关口，夕至天街，也方便得很。
桑治平竟然是这等具用世之心的人，他又为何不到长安城里去闯荡闯荡，到潢池中去游戏一番呢？
原来，这中间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变故在内。
张之洞一行取道海路，沿着广东、福建、浙江的海运航线北上。
他素来厌恶官场的无聊应酬，何况在他现在的眼睛里官场上更没有几个人可以值得晤谈，故而沿途各
级地方官员的盛情邀请及登船拜访等等，他一概谢绝，甚至连闽浙总督卞宝第的面子也不给。
船至闽江口，福州府近在咫尺，他既不上岸进城去看卞，也谢绝卞上船来看他的好意。
张之洞的此种举动，为官场所少有。
有说他不近人情的，有说他清高的，也有说他居功骄傲的，他都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佩玉劝他不必如此固执，像上海道、浙江巡抚、闽浙总督，这些官员地位既重要，资格也老，不妨见
见聊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张之洞冷笑道：“什么地位重要资格老，尽是些尸位素餐之辈!”桑治平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心里想：
他这是在高标耿介绝俗的为官操守呢，还是因成功而滋生了目空一切的骄慢习气?不管如何，张之洞的
待人接物已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张之洞充分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大量阅读有关湖北湖南两省的书籍。
从历史沿革到近世建制，从文化源流到风俗物产，从江汉荆襄往日的大事名流到晚近湖湘人物的风云
际会，他都一一装在胸中。
在他看来，这些湖广省情要远比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别有所图的殷勤款待重要得多。
惟一中断的一次是在得知彭玉麟病死衡阳的讣闻时，他整整半天伤感不已，并亲笔写了一封悼函，寄
给老将军的亲属。
从广州到武昌的数千里航程中，张之洞只接见了一个人。
那一天，船在上海黄浦港刚刚停泊时，一个衣着阔绰态度谦卑的人，自称是上海电报局的局员，有一
封重要信函请转交给新任湖广总督张大人，希望立刻得到回音。
大根对来人说：“我家大人很忙，说不定他这会子还没有工夫看你的信哩。
你不要在这里等，回去吧!”那人说：“我在这儿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若无回音，我就回电报局。
”大根拿着信走进船舱时，张之洞正在吃午饭。
大根不想打扰四叔，正要退出，张之洞叫住了他。
他只好把信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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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便放下碗筷将信笺抽出。
匆匆看过后，便要大根告诉在岸上等候的送信人：晚七时，在轮船上接见。
大根大出意外，兴冲冲地快步下船来到岸上，对电报局的人说：“你家主人是个什么角色?一路上的巡
抚总督，我家大人都一概不见，走了几千里，你家主人还是第一个得到召见的人。
快回去告诉他，作好准备，晚七时来轮船上拜见我家大人。
”电报局局员听了这话，喜滋滋地回去复命了。
还未出元宵灯节，张之洞便着手处理汉阳铁厂的事。
他冒着严寒到铁厂去过多次。
近一年来化铁炉每天只出少量的铁水，这只是为了不让炉子冷却，究其实，五六天开一次炉子足够了
，仓库里堆着不少钢锭铁锭，有的已生了锈，一半以上的匠师和工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处室中那些
办事人员多半是一杯清茶三五闲聊，就这样打发日子，个别人竟然在办公时间里抽起大烟来。
还有的一连几天不来，人影也见不着。
但每个月的薪水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而且薪水很高，几个职位较高的洋匠月薪一千两银子，全部三
十六个洋匠月薪水高达一万余两。
钢铁卖不出去，开支异常庞大，铁厂督办蔡锡勇焦急万分，早就盼望张之洞回来了。
在湖广总督衙门议事厅里，张之洞召集蔡锡勇、陈念扔、徐建寅、梁敦彦，以及洋匠总管德培等人一
起会商铁厂的整顿。
蔡锡勇将铁厂的情况如实向张之洞作了报告。
耗费他一生中的最大心血，寄托他徐图自强的宏伟理想，曾被洋人誉为亚洲第一大企业的汉阳铁厂，
在他离开武昌仅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落到如此地步，这个打击对他是沉重的。
“我离开武昌的时候，将铁厂之事郑重委托给谭抚台，他对铁厂关心得如何?” 张之洞在江宁这段时
间里，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
对于张之洞提的这个问题，大家一时都沉默着。
谭继洵仍是湖北巡抚，说他的不是，得罪了他总不是好事。
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陈念礽在这方面的顾虑少些，他见老岳父的话没人回应，遂答：“谭大人只去
过铁厂一次，平时也几乎不过问铁厂的事。
”张之洞非常不悦：“其他人呢?湖北的藩、臬两司呢?”张之洞走后不久，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
先后调迁外省，接任的藩司员凤林、臬司龙锡庆也都对洋务不热心。
见大家依然不做声，陈念礽又答道：“他们也不过问铁厂的事。
”“啪”的一声把大家惊吓一跳，张之洞拍打着桌面火道：“铁厂又不是我张某人的私产，我一走，
湖北的人都不过问了，岂有此理!”蔡锡勇息事宁人：“铁厂没管理好，总是卑职等人的责任。
我们是要湖北腾挪银子给我们，他们拿不出银子，所以也不好意思问我们的事了。
”张之洞问：“铁厂目前缺多少银子?”徐建寅答：“至少要一百万两才能全面转动起来。
”“向户部去要嘛!”梁敦彦说：“户部不给，说前后拨了两百万，再也拿不出银子来了。
”张之洞问蔡锡勇：“铁厂总共花了多少银子?”蔡锡勇答：“五百多万两。
”张之洞心里也猛地被堵了一下：花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还是这个样子，六年前筹办铁厂时，可没想
到要花销这样大。
张之洞转脸问洋匠总管德培：“铁厂技术上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英国人德培虽来中国多年，仍听不懂
更不会说中国话。
陈念礽把岳父的话译给他听，他想了一下，叽里呱啦地说起来。
陈念礽翻译：“德培说，煤和铁矿的质量都有问题。
煤里含硫较多，铁矿里含异质过多，可能与炼铁炉不配套，需要把铁矿送到英国去化验一下。
”张之洞不耐烦地说：“铁矿还要送到英国去化验吗?没有这个必要，先前不也炼过好铁吗?”陈念礽
见老岳父一口否决德培的意见，便没有把这个话翻译给德培听，德培也便不再说话了。
其实这位洋匠总管正是说出了铁厂技术上的症结，可惜让外行而执掌大权的张之洞给粗暴地顶了回去
。
真知灼见被扼杀，铁厂因此得再受若干年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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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锡勇见张之洞脸色不好看，一句话几次欲出口又给压了回去。
这时，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不少人说，不如将铁厂改为商办，银子的问题便可解决。
据说，户部也有这个想法。
”“什么户部，是翁叔平他想卸这个包袱!”张之洞怒气冲冲地说，“商办，商人惟利是图，没利的事
他们能干吗?他们难道比我还对国家对朝廷负责任?我明天亲自去看谭抚台，要他先拿点银子来帮铁厂
过眼下的难关。
”张之洞态度如此坚决，蔡锡勇不好再说什么，大家也都不再提这事了。
会议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
第二天，张之洞放下总督的架子，亲往棋盘街巡抚衙门。
六十多岁的谭继洵这一年来既当鄂抚又当湖督，事情比先前自然要多得多。
他又是个拘谨的人，故更感到劳累，多年来患的哮喘病一到冬天便加重，今年冬天则更严重。
入冬以来，他连前院衙门签押房都没去，就在后院卧房旁边的书房里办事接待来客。
昨天接到督署巡捕的来函，说张制台今下午要来看望他。
张之洞身为总督，是决不应该在后院书房里接待的。
谭抚台赶紧命令仆役将衙门中庭的会客厅打扫好，连夜生好炉子；又吩咐厨子去买点时鲜的菜蔬来，
要请刚回任的总督在家吃餐饭；又在入睡前加重剂量喝了一碗鹿茸参芪汤，以便明天精神充足。
他还不放心，又叫儿子谭嗣同明天决不能离开衙门。
一是让他见见制台大人，和制台大人说说话，建立好关系；二来有什么事好随时呼应。
老三机敏强干，谭继洵知道他不仅远胜自己，就连衙门内那些号为干员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午后，张之洞如期来到巡抚衙门。
谭继洵带着儿子及抚署里的总文案、文武巡捕、师爷总管等早已来到辕门外，又打开中门，放炮礼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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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
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
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的把柄。
为谋求中国的富强，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
强的影子。
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作为官方大员，此人第一个大力倡
导“中体西用”。
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
此人是谁?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
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
“中体西用”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
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可不能圆，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
这些，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
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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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记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拐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
这也是一个备受奚殡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
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的把柄。
　　为谋求中国的富强，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
家富强的影子。
　　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作为官方大员，此人第一个大
力倡导“中体西用”。
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禾嘲弄。
　　此人是谁？
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
　　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
　　“中体西用”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
 　　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
　　这些，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
　　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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