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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钦商盛宣怀》作者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
逝世于上海），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
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
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
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
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
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
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
线。
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
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
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
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钦商盛宣怀》结合时代大背景，选取盛宣怀一生的主要活动加以描述，以期能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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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数月的考察下来，凡盛宣怀所经手诸事，李鸿章皆十分满意，觉得很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承担
要任，符合他用人的标准，尤其是致用的能力很突出，于是李鸿章逐渐开始将一些洋务重任交于盛宣
怀去办，盛宣怀开始涉足洋务。
清政府规定直隶移驻天津，一切洋务海防事宜交于直隶总督经管，并添设津海关道，专管原三口通商
大臣办理的中外交涉事件(不能处理的事才转直督)及新钞两关税务，天津成为极其重要的洋务重镇。
盛宣怀后来常居于此，天津也就成为他的发祥地。
这一年的秋冬及次年初，盛宣怀继续到上海办理购置淮军装备等事，此时起常往上海，2月中旬回常
州度岁。
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个年，老父亲也为儿子这一年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鼓励他再接再厉，说跟着中
堂大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历练的呢。
年后盛宣怀依依不舍地辞别家人，继续回天津办差，此时已经是同治九年：1871年。
从办天津教案的教训、经验中走出来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于这年的7月联名上衔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外
洋各国留学，以加速培养新式人才，半月后朝廷给了答复：奉旨依议。
随侍李鸿章左右的盛宣怀不忘老友马建忠，其实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李鸿章已从宣怀处对马建
忠有所耳闻，觉得他是个可用之才，曾向盛宣怀提起过招他人幕，因为办洋务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盛宣怀于是告知马建忠暂不肯出来人仕，而是打算考了公费的法国留学生学成归来后再为国效力，李
鸿章不断地点头称赞，虽未谋面，但已经对马建忠有了很好的印象。
然而这次朝廷允准的是先由留美归来的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带领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工程技术(后来成名
的中国早期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之一)，李鸿章说，待这批幼童学有成效后，他们准备再
说服朝廷选派赴法国的留学生，专门研究学问。
说到这里，他保证，将来一定给马建忠留一个名额，但仍狡黠地开出条件，那就是学成回来后要为他
所用，宣怀赶紧替建忠做了保证。
这样，好友留学的事也就放下心来了、只等朝廷派遣赴法公费留学生的公告，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眉叔。
盛夏乃洪水暴涨时节，这一年，直隶又遭巨大水灾，饥民遍野。
盛康虽然丁忧在家，但秉承父愿，时时不忘关心民生疾苦。
他组织捐赠棉衣2万件与灾区难民，并命宣怀赶赴淮南北及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劝募，集资
购粮，由上海雇轮船海运发放到天津。
灾情紧急，整个秋天，盛宣怀遵从父亲的意志，都在奔走于江浙各地，大力开展对直隶的赈灾工作，
灾区所需，他尽力去募集，有时甚至星夜发往天津。
以前随父亲在族人中办义学、建义庄等乃是小范围的救助活动，而这次救灾实为盛宣怀办理赈务之始
。
由于成绩突出，灾情及时得到了缓解，盛康被李鸿章奏请赏加布政使衔。
这年冬天，又因克服洪岗等处贼寨，绥远将军定安保奏，诸功并加，盛宣怀获以道员补用并被赏加三
品衔及花翎二品顶戴。
无论办赈务、军事还是外交，盛宣怀都日益成熟。
1871年秋冬时节，盛宣怀还受李鸿章委派，赴日本查看中日通商情况，这是他的首次出外考察。
事情起源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的一份奏折，他主张与日本立约通商，随后
曾国藩又补充提出，与日本立约不可有“利益均沾”之词。
于是日本于上年即向上请求答应和中国立约，并于4月派伊达宗城、柳原前光为使臣前来议约。
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事务。
七月二十九日(9月13日)，李鸿章与日本伊达宗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这是近代史上中
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
此条规大体上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主要内容为：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
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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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后，中国去日本经商者甚多，加之又是初次通商，因而秋冬之时，盛宣怀受命去日本考察。
此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改革，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盛宣怀到各处游历，在横滨时又与日本友人中山氏叙谈数次，深切体会到改革的神奇功效和必要性，
仅仅十几年的工夫，日本已经由一个备受欺凌的小国成长为一世界强国。
中国要自强，大办洋务乃当务之急，盛宣怀心里这样想着，由于在日逗留时间不长，加之封建官僚的
出身都决定了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去认识日本明治维新中更深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过去的两年，李鸿章幕中人事也稍有变动。
杨宗濂经李鸿章保举，奉旨外放湖北荆宜施道，管辖荆州、宜昌、施南三府，他希望多年的实缺道台
终于实现了；薛福辰也外放山东泰安府知府。
两人去京中觐见皇上、太后请训时，李鸿章特地写信给时任军机大臣的好友沈桂芬，托他照应，并送
两人各银票三千两，以便京中打点使用，李鸿章爱护幕僚之心由此可见，他也因此可以网罗到人才并
尽其所用。
薛福辰赴任后，在曾国藩幕中做事的薛二先生薛福成，于1872年3月曾国藩病逝后，被李鸿章慕名邀至
幕中，补其兄福辰之缺，周馥本可外放道台，因无人顶替，李鸿章又舍不得他离去，所以暂时留在幕
中做总文案。
盛宣怀由于资历浅，文书又不及幕中周馥、薛福辰，营务不及郭松林等，所以仍留在幕中，以待后用
。
但从陕西到直隶，短短两年的时间，他就由知府升为道台，擢升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重要的是他在清政府准备大办洋务的关键时刻走近了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身边，这给他提供
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李鸿章善于用人，知道营务、文书都不是宣怀所长，就派他去办理北洋外交事务及其他洋务事宜，盛
宣怀从此开始涉足洋务、并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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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晚清中国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社会剧变，自强求富、抵御外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盛宣怀就成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中。
他的祖父盛隆曾做过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为清末举人，官至湖北武昌盐法道，候补浙江道。
他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刻苦读书，希望将来能做大事、得高官。
三次科考不第，使他绝意科场，改走它路。
变动的时代给了盛宣怀实现人生理想的另一条途径——办洋务。
在这方面，他有着非同常人的首创精神。
自1872年开始参与筹划轮船招商局起，盛宣怀就没再停下他办实业的步伐。
有学者统计，他曾经开创了洋务新政史上的十一项“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在山东创办了第一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的
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
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第一个全国勘探
总公司；他自己出资买书公诸同好的上海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可谓创造了
中国近代商业史的奇迹！
他也因此成为了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
这些业绩的取得，除了盛宣怀独有的睿智和开拓精神外，还因为有他所依附的强大后盾——清政府。
有着清政府的支持，他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庞大的经济体系，且悉数为他掌控。
在此过程中，盛宣怀也实现了他做高官的另一人生理想，位及人臣。
他一生历任官职包括：湖北开采煤铁督办，轮船招商局会办、督办，电报总局总办，上海华盛纺织总
厂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以督办身份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
矿、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理并为公司大股东；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
天津河间兵备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授工部左侍郎、会办
商务大臣，授邮传部右侍郎，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传部大臣，加太子太保衔，着赏头品顶戴等，辉
煌至极。
识时务者为俊杰。
从最初李鸿章鞍前马后的“文案”，到晚清第一官商，盛宣怀的成功得益于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抓
住了洋务运动的机遇，从而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
他自始至终都是个成功的商人，当时声名卓著的绅商和全国性的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是“一只
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从一个侧面也看出了盛宣怀对中国近代工业和商业所作出的突出的贡献。
当然，随着清政府帝国大厦的崩塌，他连缀起来的实业体系也一下子散掉了；同时，由于庞大实业的
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他也一步步陷入为外人掌控的境地，这并非他所愿。
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点也是时代强加于他身上的悲剧。
他一生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创造商业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盛氏家族的鼎盛，他的个人财富当时无
人能与之匹敌。
盛氏家族的儿女们又多与豪门联姻，大家互相攀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盛家为中心的上至京官大员
、下至江南富豪的庞大家族网络，气焰尤盛。
本书结合时代大背景，选取盛宣怀一生的主要活动加以描述，以期能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物。
在展现人物魅力的同时，也力图勾画一个时代的风云。
如何立体地刻画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努力思索的一个问题，并希望能尽自
己最大的能力做到人物描写丰满、客观、真实。
但限于个人能力，难免有粗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非常感谢崇文书局社长李尔钢先生的辛勤工作和所提出的许多宝贵建议。
他的认真精神着实让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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