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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曹可凡，因为对书法、书画艺术的爱好进而去接触其作者，去探求作品背后的故事，因而这
本讲述上海老画家、书法家故事的书在知人论世、手泽犹存之后，读来格外有趣、有料。
对人物事件和海上文化的熟稔，也使得本书充满海派文化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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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早年受道光皇帝赏识，入值上书房，为年幼的咸丰及恭亲王等授课。
后来肃顺独揽大权，清除异己时，幸亏有了这层关系，翁心存才幸免于难，绝处逢生。
父亲去世后，翁同龢蒙召，入值弘德殿，专门给同治讲授张居正《帝鉴图说》。
相对于徐桐的疾言厉色和倭仁的老气横秋，翁同龢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让同治感到亲切、放
松，学习也进步神速。
同治帝因天花痘毒并发被夺取生命后，翁同稣因深得慈禧宠眷，同时又走“朴园路线”，获醇亲王青
睐，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皇帝。
光绪自幼离家人宫，又非慈禧亲生，太监宫女也不敢与之过于亲近，唯恐招来老佛爷猜忌。
因此，可怜的德宗常常郁郁寡欢，情绪波动较大，有神经质倾向，动辄以泪洗面。
父亲醇亲王又“望子成龙”心切，一味苛责，这让光绪备感压力。
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道：“盖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谀之病，亦当深懔。
”好在翁师傅善于揣摩光绪心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如果光绪有逾越礼教的现象出现，翁同龢也会给予严厉的训诫。
这种宽严结合、收放自如的教育方式，使得光绪进步神速。
翁同龢对光绪是寄于厚望的，“敬从光绪当阳日，追溯康熙郅治时”，他期待这位年轻的君主能够以
自己的雄才大略，重振康乾盛世。
而他经世救国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光绪，为日后光绪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打下了伏笔。
翁同稣在毓庆宫行走长达二十一年，力图变革、胸怀大志的光绪对师傅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信任。
但翁同龢绝不会想到，皇上的信任竟会成为自己人生悲剧的直接导火索。
 　　翁同龢为人公正，书生意气，在以内阁学士派署刑部右侍郎期间，曾参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
案的平反。
浙江余杭葛品连离奇暴亡，家属怀疑葛毕氏（即小白菜）与举人杨乃武通奸，遂用砒霜毒死葛品连。
杨乃武在乡间常包揽讼事，冤家对头在所难免。
余杭知县刘锡彤仗着有大学士宝望做靠山，为所欲为，未及细审，便罗织罪名，并用酷刑将杨乃武与
小白菜屈打成招。
最终判决为：杨乃武斩立决，小白菜凌迟，并上报刑部。
翁同龢在阅读卷宗时就发现疑点重重，故奏请“驳令再审”，但浙江巡抚杨昌溶草菅人命，欺上瞒下
，案情始终未能水落石出。
随后杨家人接连赴京告状。
以汪树屏为首的数十名浙江籍京官联名向刑部控告，于是此案又发交浙江学政胡瑞澜重审。
可胡氏也是个糊涂官，结论竟是维持原判，于是，舆论哗然。
迫于社会压力，慈禧下旨开棺验尸。
结果发现，葛品连全无中毒症状，系因病死亡。
但丁宝桢、桑春荣仍坚持反对翻案，而翁同龢、潘祖荫等力主有错必纠，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慈禧
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一锤定音，下令平反。
由此，翁同龢清廉、正直、亲民的形象跃然而出。
　　在晚清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与曾国藩同朝为官，获取功名也仅差一年。
李鸿章为曾国藩门生，所以，为突出老师的形象，李鸿章一直把属于晚辈的翁同龢称为“大”，以示
尊重。
有人认为，翁、李两人的矛盾缘于“家仇”。
当年主持安徽军务的曾国藩弹劾翁同书处理苗沛霖团练团不力，并在定远失守时弃城私走寿州等，致
翁同书被褫职逮问，获判斩监候。
翁心存闻之大惊失色，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积忧成疾，魂归道山。
翁同书虽然后改判为遣戍新疆，但年过半百的他精神倍受折磨，苦不堪言，终因息血痢死在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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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兄长在短时间相继亡故，翁同稣悲痛万分，他曾哀叹道：“执法者欲如是，周内真无可如何矣
。
”据传，曾国藩的弹章便出自于李鸿章手笔。
但据此断定翁同稣“公报私仇”，处处克扣北洋水师军费，最终导致甲午海战大败，则实在是有失公
允的。
　　其实，翁、李两人的分歧更主要缘自于他们不同的个性。
李鸿章为人精明圆滑、首鼠两端，但他曾出访俄、德、美诸国，与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以
及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等有交流，因此，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
而翁同稣毕竟一介书生，是孝悌君子，个性又温厚懦弱。
况且，他对军事也一窍不通，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概莫能知
，过于听信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
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息”的空泛论调。
所以，借用高阳先生的话说，翁同稣“只宜于做育人材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乱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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