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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家族，因李鸿章的命运，先是大红，后是大黑，悬殊之大，有若天渊。
这部家族沉浮史，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很值得研究。
这个大起大落的家族，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
学家、艺术家，散处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地，这种众多人
才出于一家的现象更值得研究。
家境、家风、家教、遗传基因、个人气质、逆境的锻炼，都在家族演变中发生作用。
这样的家族，实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极好个案。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憾，解决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加深了人们对李氏家族及近代历史的理解。

    在作者潇洒流畅的笔下，本已非凡的故事，被娓娓道来，时而风轻云淡，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哀怨
缠绵，让读者或忧或喜，时惊时叹。

    这是一本资料、文理、词章三长兼具的书，在存史、教化、娱情三方面，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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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路霞，女，1952年生，山东济南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现为自由撰稿人。

    多年致力于上海文史学故和近现代家族史的调研和创作，著有《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的豪门
望族》、《百年收藏》、《盛宣怀家族》、《回梦上海大饭店》、《回梦上海老洋房》等著作。

    《李鸿章家族》是作者历时五年辛勤耕耘的力作，史料详实，内容丰富，叙述生动，图文并茂，再
现了200年间中国上层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展示了李鸿章家族这个超级大宅门，在历史风云际会中的
百年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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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个脸上长了麻点，蹬着一双大脚，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
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
但她不知道，有⋯。
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
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彳i得人家受苦。
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
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见丁德照、陈索珍编著《李鸿章家族》)。
    孰料新娘子有很强的帮夫运，她的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
原来她也姓李，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
的智慧。
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
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
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
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风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
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
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
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八十三岁，比丈夫李义安多活了二十
八年。
    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了过，在总督衢门星当她的太大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
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
她的儿子们帮助清廷打败太平天国后，有一年总督“换防”，李鸿章从湖广总督的位子上北调京畿，
去任直隶总督，留下的湖广总督的职位恰好内他的哥哥李瀚章接任。
当时她正跟儿子住在总督署内。
总督要掉换了，而老母亲是同一个，老太太是不需要“挪窝”的，走了一个总督是她的儿子，再来一
个总督还是她的儿子。
乡间邻里小无羡慕地传出话来：“人家李家是总督换防而老太太不用换防。
”其福份真是人人仰之，无以复加。
此后两个总督又有过几次这样的“换防”，老太太仍是“他们换他们的防，不关我事”。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
P21    现在流传的李鸿章的一静悼亡诗，是悼念他那侍妾的，诗云：“莲房粉坠梦京华，戎马飘零何处
家?无那江城传一一纸，隔江犹唱落梅花。
”就连悼亡诗也没轮到周氏，可见周氏的嫁李，实在是不合算。
    近年来，据安徽社会科学院淮军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翁飞先生考证，周氏夫人的蕖地不在合肥，而在
桐城和庐江交界的。
个山庄边，离古书上描写的《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刘兰芝“两家求合葬”的慕
地小远。
只是焦、刘的墓地已成旅游胜地，游人如织，而周氏之墓小仪外界少有人知，而_日，李家人很少来
拜奠，只能永远杂草丛生。
现查阅李鸿章去世后，李经方等人的分家《合同》上面确是写明，将李鸿章在安徽桐城内的四处产业
，留作了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的开销之用，证明周氏的确是葬在桐城的，这就很能说明她的处境。
    按说，封建社会里元配夫人的地位非常重要，死后是应当与支夫合墓的，而周氏既没有显赫的家族
背景，又没留下儿子(儿子经毓早夭)，她的元配夫人的“待遇”就受到了挑战——最后与丈夫合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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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的继室赵氏夫人。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所谓的“规矩”是非常虚伪的。
    李鸿章的继室赵氏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赵氏夫人赵小莲出生在安徽太湖一个著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年问的状元，嘉庆五年做
过清廷册封琉球国王的正使：父亲赵昀是道光年问的进士，还当过咸丰皇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是间
治年问的进士，侄儿赵曾重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一门全是读书人、做官人，赵氏从小耳濡目染，也是
个知书达理之人，其“身价”自然不同一般。
赵家的后代中还出了一个现代名人，即著名的宗教界人士赵朴初先生。
    赵氏夫人的父亲赵昀原先是李鸿章在京城当翰林时的同事，太平军打到安徽后，他们一起随吕贤基
回乡办团练，有一段同事加战友的情谊，发展到翁婿关系是后来的事。
1863年，凭军功已当上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发妻周氏已去世上一年多了，很想再成个家。
他战绩显赫，功成名就，志满意得，这等身价自然是已经具备了向老同事求亲的本钱，于是由其大哥
出面，代其向赵家求亲。
赵昀自然对李鸿章知根知底，何况李某正在上升时期，前途未可限量，于是很快就有了赵氏夫人的“
来归”。
当时赵氏已二十四岁，在乡下已算是老姑娘，她非将才之辈小嫁，也说明了她亦非等闲之辈。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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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滴水能看到大海，一个家族的百年史，就是浓缩的大历史。
一个家族，因李鸿章的命运，先是大红，后是大黑，悬殊之大，有若天渊。
这部家族沉浮史，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弥补了以往研
究中的一些缺憾，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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