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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直系军阀的胚胎

第一节 李鸿章出任主管淮军进入直隶

一、李鸿章出任直蕾

[李鸿章与灌军]李鸿章( 1823-1901 年) .字渐甫，号少茎，辑清

重臣，淮军统胁。 1823 年(道光三年)①二月出生于安徽合肥东乡磨

店。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人翰林皖。在他赴京途中，曾写

下黠炙人口的《人都》诗 10 苔，为世人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

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德人"的名句4 之后便开始了仕途生嚣。

1851 年 1 月，洪秀全在广西金回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风卷

残云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推进。 1853 年 3 月，攻克金踵，更名天京，

定都于匙。清廷震惊，命被太平军波及各省的在籍大臣举办困练，配合

绿营军与太平军作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命黯罔工部左侍郎吕贤基

因安徽办理西练。此碍，在长沙举办本省团练的曾国藩5编成潮军，逐

渐成为各地主武装中最强大的一支。 1858 年李鸿章投身曾国藩幕府，

或为湖军的一员。 1860 年〈咸丰十年〉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

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黯军费成了清

政府镇压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被授两江毡督和钦差大臣，总揽军权，

① 本书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历用汉字表示，包括年、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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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军得以迅速扩充。此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直捣杭艘，威逼

上海，清军孤守镇江。上海危机，沪绅请求梅军支援，曾国藩应付江南

西省的战局，兵力已惑不是，但经过镇重考虑同意出兵援救，在组建援

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李鸿章之

所以成为湘军扩张营伍的人选是因为:第一，李鸿章与曾国藩有世交。

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与曾国藩是 1838 年(道光十八年)同榜进士，又同

为京宫，结为世交。李鸿章于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中举后回入曾

国藩门下，一直师事曾匿藩。第二，李鸿章人曾民幕府后，由于他翰林

出身的背景，以及他有在皖北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功绩，深得

曾国藩的器重，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崩手。"曾国藩之重用李鸿章，不钗

是信任其统兵的才能，商呈镀此在思想现念上赤复相同;不强以鸿章为

得力的部属，而且把他看作事业的同志。"①曾国藩认为他"才可大

用..保奏留在幕中，协理军务。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

发、撞"交乘的皖中Jll地民部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居练武

装，以合}Je!西乡三自〈郎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张树珊，属

盛波、建盛传以及刘铭传三股势力为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曾国蕾

为扩充期军势力，命李鸿章固其家乡庐州举办团练。李回乡后，尽心竭

力，迅速组建了一支由旧西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 13 个营 65∞人。

其中重要的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树字营，刘铭传

的铭字膏，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

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史称淮军。 1862 年 4 月 6 日，上海宫绅

雇佣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摄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军的镇

压。 1862 年李鸿章授理江苏巡抚之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积极扩充

淮军力量，通过回皖乡招募、改编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的防军、倍将带

①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4 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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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收编两淮匪练和太平军薛众等方式，新增营头 30 多个。与此同时，

不惜重金买洋栓洋炮武装淮军，并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淮勇，全面加强淮

军作战能力，并与英法干涉军联手对付太平军。准军从 1862 年 3 Jj创

建至 1864 年 7 月，先后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域地，计有 z南汇、江阴、

无锡、苏州、宜兴、漂醋、嘉兴、常捕等 20 多个府井i县，杀戮和诱降了大

批太平军将士，大大削弱了太平军前有生力量，对揭军攻陷南京发挥了

重要的配合作用。以至清廷在"论功行赏"时，封李鸿章为一等肃毅伯

并赏戴双眼花错。淮军以 13 营的兵力进驻上海，至天京陷落时全军已

发展成为一支近 120 个营六七万人的强大武装。之后，淮军又成为清

政珩剿捻的主力。太平天国革命失敷后，捻军成为最活跃、最有力量的

抗清武装。 1865 年 5 丹，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出东曹州歼灭了清军的主

力军队，主姆钦差大臣僧格林将被打死，清廷大为震撼，命曾国藩为钦

差大臣赴山东督师辑推。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后，大部已

被裁撮，因此"剿捻"的主要兵力是淮军。曾国藩的八万剿捻大军中有

六万是配有洋枪洋炮、武备精良的淮军。由于谁军一直听命于李鸿章，

以至曾国藩摆动起来不能得心应手，致使剿捻失敷。 1866 年清廷改费

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李借鉴了曾国藩黯捻的经验教训，实

行"划商圈地"、"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这样，从 1866 年 12 月李鸿

章领命剿挂起至 1868 年 1 月赖文光被害，仅 1 年又 1 坏月的时间，东
捻军就被淮军镇压下去了。同年 8 月，淮军又击败了西捻军。此时淮

军达到鼎盛，兵力有 7;万多人。

按清代制度和横倒，无论何种军事行动，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

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我埠，固勇那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姆各归

建髓。然商，自僧格林沁战死后，清廷已派遣不出统兵大将，而国家正

规军八旗、绿营又不足恃，因此淮军在剿捻后，虽然有所载撤，但大部得

以保留，仍是清廷的重要武装力量。



6 直系军阀史略

期军与淮军的承袭关系，罗尔绢先生的《湘军志》和王尔敏先生的

〈淮军志》均有精辟之论。一般认为李鸿章的淮军出自于漏军，它继承

了福军的基本制度及基本精神，这是湘淮拥摞关系的根本所在。组淮

军又不同于指军。首先，淮军使用洋雄、仿效西法。李鸿章新部水陆各

蕾共7 万余人，大部改用洋栓，每营多赔 4∞余杆，少则 3∞余杆，除扶

勇以外，几乎全用撵栓，劈山炮亦逐渐减少，小枪、拾枪、万矛，则尽摄革

去。 u淮军最弱之营其火力亦超过海军两倍以上"。①

其次，淮军设炮队建制。准军各营除改用洋枪之外，进一步采用西

洋辉煌。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在致曾菌藩的信中就表示对洋人的撞

短十分镜报。他说"洋兵数千拾炮并发，所当辄囊，其落地开花，炸弹

真神技也。"②"密令我营将弃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

亦得切磋观感之益J'并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嚣匠人由

香港购买造嬉器具。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姐数尊，自该国寄来，因此淮

军军事素贡较据军高。特刻是淮军中至提北招葬的当地农民，选兵亦

以忠勇朴实为原则。"后来虽然有权宜的变革，但就整体现之，乡土的

本色钙为淮军所长期保持"。③据王老王敏先生《淮军志》所列 432 名有

籍贯可考的淮军将领统计，皖篝者 279 人，占 649毛，部籍 41 人，占

10% ;其余为各省及洋将或无籍可考者。④由此可见，淮军仍保持着浓

重的乡土特色J

[李鸿章出任直督]1868 年(同治七年)七月，剿捻军务完成，此后

一年间，谁军大致无事。至 1870 年(同治九年}十二丹，李鸿章一度奉

Q)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 19盯年版，第 95 页。

② 吴汝纶;{李文忠{鸿章)朋僚函稿》卷 1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四编，第 33 辑，第 40 页。

③ 王尔敏是淮军志)，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76 页。

④ 王尔敏:{淮军志上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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