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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言

曾被称为军事学家的蒋方震①说过：“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

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

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

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

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③

湘军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请谈谈湘军的历史。

湘军的首领是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曾国藩。他以礼

部右侍郎丁忧在家乡。皇帝委任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他却

复奏皇帝，说团练无济于事，正规军绿营已不堪作战，主张改弦更

张，另练新军，就在长沙开始招募这一支反革命军队湘军。

曾国藩和湘军第二大头目胡林翼都认识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

级斗争的势不两立。狂吠什么“盗贼充斥之时，非比叛国、叛藩可

以栖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叛国”，指国家给属国灭了：“叛

藩。，指皇位给权臣篡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分子还可以

栖隐起来，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却是你死我活，无地可避。因

此，他们号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起来，为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而

①监蒸壁一九。五年在旦查±宣!塑毕业。一九一二年任堡童呈宣
兰撞校长。抗旦战争时，代理鳖墨盘堂校长，赴校途中，病死亡酉宣
坐。他著有鼹匿墓谗、堑爨劁复踅墨婆等书，被称为军事学家。

@觅盗丝毫垦夏士笺憋毫变夔蜜，载皇煎堕一九二三年编印的照
錾童真±蔓专刊中。

④塑盐翼给度宝旦信，见塑塞颤叁照堡卷七十四蜒是三蜷致魔塑垂塞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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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为“卫吾道(孔、孟之道)”而战。这样，湘军就由书生来率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他选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

固的封建书生，士兵刚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

营为单位，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

官辖于统领，统领辖于统帅。营官由统领拣选，统领由统帅拣任。

将领在营一天，这个军营就存在一天，将领战死了，这个军营就解

散，使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

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死党。曾国藩要用礼来统治国

家，他建立湘军，就制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

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穿到营制里去。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

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Jlf家规两种，而

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于首要。他的军歌唱遭：“规矩要肃

静：有礼，有法，有号令”，把礼教放在法律和命令之上，用一副无形

的镣铐套在士兵的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萱旦蓝

在日记里曾经透露过这一个狠毒的伎俩，说什么“用恩莫如用仁，

用威莫如用礼”，他毫不掩饰地把仁和礼的反动实质自供了出来。

胡林翼还从用兵上自述用的也是儒术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

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又说：“敬慎不败，儒修之要领，亦兵机之上

策。”堕旦整生平自吹的“结硬寨，打呆战”，塑±￡翼叫嚣的“愈老愈

坚(越守得久，越坚固)，湘军之本领也”，确是都从程、朱遭学家学

来的伎俩。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

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并且用堡学来指

挥作战，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军队。

在湘军以前，八旗早已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

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国家对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17著于兵

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

部。至于军饷，则由户部拨给。故其时全国绿营兵权，垒握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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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恰

恰与绿营制度相反，敌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到垩H至制度f§骛了

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代替了兵权掌握于兵部的世兵制

度，于是兵制起了根本的变化，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就立即跟着改

变。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i照垩兵为将有的制

度。早在显逭八年(一八六九年)撰塑姜查的至盥运经过塑鱼城，
目击其情况，如行芒剌中，他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重至之势”，

“知乱不久矣。。

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

巡抚。清代定制，行省建置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

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开Ⅱ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

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

所得而干预，唯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

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就来控制

着他们。全国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道堂时文学家焦堕壹论渣代

中央集权，“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确是不错。

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要

有作有为，不愿受牵制于两司，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

臣的命令，他们手中有兵有将，终于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于是

督、抚专政的局面便形成了。在盛主年问，依靠塑至的塑童巡抚鳖

秉章已经是“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

置两司，兵、饷皆自专。了。判光绪宋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

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

小国”。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皇朝中央无权，遂移清祚。

当年曾经挽救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书生，而今还是由他们手造的

晚清督，抚专政局面，把清皇朝断送了。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当初曾国藩欺骗他们，

3



说太平军抢劫掳掠，不论贫富，一概寸草不留，nq他们起来保卫身

家，把他们骗了入营。到入营后，又骗他们说如同父兄带子弟一样

来带领他们，望他们成立，人人有好前途。可是，做将领的靠了他

们卖命，升官发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他们在

家受地主剥削是够惨了，但还不致于要卖命。如今当了兵比在家

做佃农还要惨。他们醒觉了，就加入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来。在攻

陷天京前，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了。到攻陷天京，被

解散回乡后，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反起来。那些从士兵立功得到

保举而无缺可补的官员同是受欺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保举，到无

法为生时，拿到街上去兜卖，一、二品大员的功名，只值得百十吊

钱{他们也参加了哥老会领导士兵造反。此后年年在湖南起义，并

以湖南为根本，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

时，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二

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反革命

的湘军，转变而为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正同乾、嘉之间(一七九

三——一八O二年)，安徽农民被骗当乡勇去打白莲教，他们觉悟

受了地主阶级的欺骗，到自莲教失败，他们被解散回敌乡后，就起

来组织捻党，其后五十多年，便成为强大的反清革命的捻军，先后

如同一辙。这说明了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历史

上即使有些农民曾经受过地主阶级的蒙蔽和欺骗，一旦幡然觉悟，

就会以更仇恨的烈火去烧毁地主阶级。这也粉碎了有人把太平天

垦与塑军的阶级斗争，说成“分明是农民打农民”①的谬论。

湘军是整垦藩组织的新军。蒋方震把它认为是民兵，和前人

把湘军认为是团练同样错误。作为湘军将领的书生是地主阶级，

它的士兵则为农民。湘军崛起的目的，不是如同蒋方震所说，要达

到二千年来书生的至高理想，作为“王者师”，而是为保卫地主阶
．．．．．．．．．．．．．．．．。．．．．．．．．．．—-—-——-●．．．．．．．．．．．．．．．．．一 t

①这是熊翌塞表垩菱量垒望煎毫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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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这与古代民族问战争，民兵与其率领者共同为保家保国而战

的性质不同。湘军士兵与其将领的关系是敌对阶级的关系，、其矛

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被蒙蔽，受欺骗，幡然觉悟

的时候，就加入受益垒来反抗地主阶级，推翻煎麴统治。整壹重

说：“明乎书生、民兵．官僚、土匪之四种关系，而i噬之奇迹可以解
矣。”①其实，整壁直并没有认识到这种阶级斗争的关系。而塑垩
的始末，稽考起来，也还原原本本，一清二楚，绝不是什么“历史上

一奇迩”的。

上面只谈谈湘军是不是奇迹的问题，作为本书的引子。下面

才是正文，要对湘军的全貌进行观察，作一些探索，一些扼要的

叙述。

D见整立垂巾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霉。



笫二章太平天国革命扫荡了清朝
权力的工具绿营

一八五一年一月(清道光三十年十--'I)，太平天国在广西桂

平县金田村起义，清朝立刻派钦差大臣调动它的最主要的军队绿

营向革命进攻。从革命开始，太平天国就在广西给反革命军队的

绿营以坚强的打击，乘着胜利，进军两湖，定都天京(令南京)，经过

十年艰苦战争，到了一八六。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成丰十年)

春，就把以绿营组织成的驻在浦口的江北大营和驻在天京城东的

江南大营先后打垮，那些未经征调留在本省的绿营也都被革命军

打垮，于是作为清朝权力的工具的绿营经过了十年革命的扫荡全

部都粉碎了。

清朝在成丰前的军队有两种：一种由旗人编成的叫做八旗，一

种由汉人编成的就是绿营。绿营兵约六十四万，八旗兵约二十五

万，绿营兵数较八旗兵多过两倍多。八旗兵大半卫戍北京，小半驻

防要地，其实八旗自入关以后，就开始腐化，清朝自康熙以后，实际

上是依靠绿营维持它的统治。在对抗太平天国战役中，清廷也曾

调动一些八旗作战的，据成丰三年七月初七日山东巡抚李德上奏

咸丰帝说在河南怀庆府战役亲见黑龙江旗兵见太平军“即走”，比

较绿营“更易误事。①。这一役在籍筹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李棠阶

记清朝军队抢掠事也说：“黑龙江兵尤甚，打仗则闻炮即遁，唯日

肆搜抢，至民间桌椅门窗鞋袜等物，零星杂货皆掠卖之，竞至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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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①。成丰十年督办河南军务原任钦差大臣的胜保行文各路军营

有“京营禁旅、蒙古番骑，非初历戎行，即素性怯懦”的话，这一个满

洲统兵大臣更把八旗，包括清朝统治者用来唬吓人民的“京营禁

旅”在内的纸老虎垒部拆穿，以致远近“骇异”@。当时八旗武力的

无用可知。所以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的时候，清朝是完全依靠绿

营武力对抗革命，就是到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溃败以前，也还是企

图要依靠绿营武力来对抗革命的。

但是，绿营这一个工具，在乾隆以前，对维持清朝的统治是起

过大作用的。而到乾隆末年以后，在它的制度里面，那些本来适合

于顺治、康熙时代的，到这时候，由于条件变化发生了缺陷，那些立

法原有问韪的，到这时候也发生了弊病。积弊一天深过一天，绿营

就逐渐地向着腐朽的路上去。在塞廛初，业、蕉鱼董垫起义之役，
清廷不得不召募川，陕、楚三省“乡勇”帮助绿营作战，绿营的腐败

已经暴露了出来。道光问鸦片战争之役，清廷命将调筛劐广州作

战，“奉调之初，沿途劫夺9，“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到战时，“望见

夷船，急发空炮数声，卷包而遁”@。而给英国侵略者以打击的乃

出于三元里人民。绿营的腐败更暴露在人民的面前。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鸦片战争后十年起义的。在初起义至进

攻桂林的时期，势力不算大，约在一万人左右④。当时广西绿营额

①见奎塞堕奎塞骧叁璺碹盛主三年七月记事。
③据盛主十年十一月癸巳谕军机大臣，见玉燧蹙圭壅望鐾量卷九

十七。

④据王钧宰金壶七墨全集金壶浪墨卷二附羊城日报七砸B疲兵。

④据奎星堑叁裘蓑判垒邑嫂睡星琐调堤壤表爱域堂疃呈要说盘垩垂旦
盒迢起义时有“万余”人(见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又据盛丰二

年三月丁卯亡耍巡抚望!塑奏盘垩呈攻挂盐时人数说·“此次攻城
贼匪约有二、三千人，该匪扬言尚有六、七千人踵至”。同月癸酉塑

堕熊奏：“侦探贼众男妇约四、五千人”(都见王杰递盛主壅趣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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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二万二千人@，又征调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安徽、四川等省绿

营入桂，反革命军队的绿营是以压倒的优势胜于革命军。清廷在

陈亚贵攻入修仁城后，就派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桂督

师，林则徐半路病死，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并命前

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与李星沅会办军务，后来李星沅与周

天爵闹意见，不久李星沅病死军中，再派大学士赛尚阿出督师，清

廷对付革命又是十分凶狠地当机立断没有失掉时机的。但是绿营

腐朽了，这一个作为维护封建皇朝的工具已经不再发生作用了。

在战争一开始，就暴露出了绿营的弊病：第一，是绿营的调遣

方法。曾国藩与江岷樵信说：“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

字。彼营出队，此营张日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

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共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

出而援手拯救干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盖缘调

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

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

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

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

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徊。绿营用这一种零星征调的方

法，到前敌的时候，必须经过一番有效率的组织训练，使兵与兵相

习，兵与将相知，然后才能够作战的。但要谈得到有效率的组织与

训练，就必须有好兵良将为前提，这时候的绿营，兵正是疲兵，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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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同年四月十一日上谕说：“亡酉巡抚塑!啦另片奏称省城内
外兵勇二万余人，贼匪男妇约共五、六千人，垩压、盟垩、蒸擅等处已
无会匪滋扰，垒帮俱在其内。是该匪除妇女外，真贼不过数千人”

(见塑宣煎塑堕藏盛圭二年夏剿捕档)。据此，盔王玉鱼在出亡煎前
不过一万人左右。

⑤据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二平贼事宜状。

④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是官气沉沉的官僚，如何能够把从各地零星征调来的散漫的队伍

组织得严整、训练得一心一意起来，而只有造成“败不相救”的结

果。这是当时绿营第一个大弊病。

第二。是绿营官气深重。绿营兵士伺应差使，讲隶应对趋跄的

仪节，就有一种衙门人役的习气。这一种习气，一天深重过一天，

势必发展为取巧、偷惰、钻营、逢迎等等官僚习气。江忠源条陈军

务疏论当时绿营的积习说：“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越

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圈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

求便私图。”①曾国藩与文任吾信论绿营败不相救说：“以是相率

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②垫林翼致翁学使祖庚

信说：“额制之兵，无一可以御侮者，以其巧滑偷惰，积习已深。”@

李鸿章上奏清廷说：“绿营习气太深，兵力大半骄惰，将弁又不一

心。”④从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的话可见

官僚习气对绿营腐蚀的深重，尤其是取巧的习气，使绿营败不相救，

使绿营临敌以逃避狂奔为得计。这是当时绿营的又一个大弊病。

此外j绿营“中鸦片之毒者多，能披坚执锐者绝无其人”@，其

中川、黔、皖各省兵更是疲弱，复沿途骚扰@。绿营“全无技艺，临阵

唯恃炮火9，远放枪炮，不能伤中敌人，到敌人迫近，就抛弃枪炮而

①

②

⑤

④

⑤

见盎自塑壶圭厶编辑塞塑续婆耋鱼卷七十三。

见暨塞耍给是垫卷二。
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四。

据显煎七年七月戊戌奎蝗童奏，见至墅釜旦煎蹇戋璧垂卷七十三。
见奎塑堕錾露圉鉴星童述在亡煎亲见的生某语(见壁崖辑臭翅续世
塞垄塞鳓卷八十)。盛主三年四月十五日上谕也说：“有人奏所调兵丁
多有吸食鸦片烟者。”(见抄本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

⑥据艇墨匪友堕卷十三，盛主二年五月初六日记事，厦圣叁燮赋
壅!￡萎卷九，堕主元年六月丁巳上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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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会办军务大臣同天爵督战，手斩逃兵而不能止①。据钦差大臣

赛尚阿大营翼长姚莹说，屡次战败的原因都由于此。这种疲兵，却

勇于私斗，在广西时，“楚兵与黔兵不和，镇箪兵又与常德兵不

和”@。又敢于不服从命令，据赛尚阿奏钦差大臣李星沅将广西提

督向荣部下湖南兵赏银一两改为三钱，军中就鼓噪起来，誓不出

力④。以上所述绿营种种弊病，都在战争中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在

革命的扫荡之下，就不得不崩溃。

当时由钦差大臣赛尚阿统帅入广西抗拒太平天国的绿营大

军，初败于乎南县官村，而永安州被攻下，再败千永安州古苏冲而

桂林被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年)四月，太平

军就从广西向湖南进军。办理防堵的前任湖南提督余万清正在道

塑布防，弃城不守，塑亡总督垂煎墨出驻煎塑督塑宣边防，闻警也

匆匆登舟北走。五月，太平军人道州，连克江华、永明等城，从嘉禾

进向鳖塑通§丛，“如入无人之境。④。七月，进攻篮盐。这时候，量

沙城内城外河东河西绿营兵共六、七万人，将帅则住城一大学士，

二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的两总督⑤，都各率军环

盔垩墨四面而营，其河西一面，壅堂塑特调提督亟苤率万人防堵，

以塞盘垩墨西北的大路。十月，查王墨乘夜渡塑西行，天明遭星望

敌垒无人，走相告，将帅愕视，不知所往，而太平军已从容破益用，

渡塑廑，十一月就克复垂丛。初盔垩茎既入塑童，塑些提督熊麴鲎

武奉旨特派前去岳州防堵，以保武昌，闻太平军将到，与道府各官

和量丛参将匦壹壅堕弃城出走。堕塑整煎自量型逃出后，由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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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

④

⑤

据奎塑堕葵孽勇绫星毫。
据蟋壁史复堂遭萤卷=垩堕皇i噬。
据麴翌烹匪查蹙卷六，盛圭元年七胃乙酉塞崮匿奏。
据盛主二年七月壬申上谕(见王丝遴爨圭壅!堂霉卷十六)a
据翊直巡抚墅垂室肇塞是叁自熟鬟麟。



谷城改装易服逃到清江，又潜到京外黄村，假名图匿①。阿克东阿

逃到武昌后，主使兵士捏报殉难，并亲自装点棺殓②。提督是一省

军营最高的将领，参将也是绿营的大员，他们的怯懦狡诈，正是绿

营将领的典型代表。太平军既入岳州，在土星港得清军防长江所

遮留的民船几千只，乃尽取载军，向武昌挺进。十=月，克复武昌。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A．五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

昌，分水陆两路东下，沿途势如破竹，从九江的占领，到安庆的占

领，不出一星期，二月就克复南京。计自金田起义，不过两年三个

月，便以疾风扫落叶的声势席卷了东南，扫荡了桂，湘、鄂、皖、赣、

苏六省绿营的经制，和打败了云，贵，粤、湘，皖、川应调入桂的绿营

军队。

这时候，全国绿营最多的地方，是在江南的提督向荣部，和在

江北的前大学士琦善部。两人都被任为钦差大臣。向荣在太平天

国克复南京后十多天带追兵到城外，结营城东孝陵卫，叫做“江南

大营”。琦善与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带直隶，陕西、黑龙

江马步各军不久也赶到扬州，时太平天国已克复扬州，琦善等分营

于城外j叫做“江北大营”。而江南大营尤为绿营重兵所在，在它被

打垮以前，清朝统治者一直是把打平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于它。且

看这一个军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有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叫

做金和把他亲见的情况写成了诗篇。在兵闷里有说：“何知汝身

在，身在心死久f烟床鸩毒甘，博局枭采负，帐下畜村童，路上珧村

妇，村民米与衣，结队恶声取，纵免将军诛，可告汝家否?”@将问有

说：“神州之兵死亿万，以罪以病不以战，大官之钱费无算，公半私

半贼(地主阶级咒诅太平天国的称谓，以下同)得半。奏捷难为睡

④据威主三年四月己丑上谕(见垂盘鲎鏖圭蠢堡重卷二十二)。
@据盛主三年十一月己巳上谕(见至盘重壁圭壅釜垂卷二十九)。
④见塾蟪啥绩建搀卷三塑月B墓下。



后心，筹粮几夺民家爨f今春自楚东下时，贼船如马江头驰，顿军何

事来偏迟，坐令严城入贼手，五月不能攻下之l公等尚学饮醇相，白

头老尽连营师。”①这种军队，兵则吸鸦片，嗜赌博，奸民妇，纵劫

掠，将则老师靡饷，畏葸不前，还不是和其他的绿营一样的腐败。所

以金和在十六日至秫陵关遇赴东坝兵有感记东坝告急，江南大营

军队赴援，逗留不进，说：“九日行至此，将五十里也f”@双拜冈纪

战记川、楚兵因强奸民妇私斗，说：“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日武t”@

六月初二H纪事记向荣行酒誓师，准备明晨出战，而其结果却“日

中才听怒马嘶，但见泛泛如凫鹭，兵不血刃身不泥，全军而遢归来

兮”④，已经把江南大营的懦怯描写出来了。而初五日纪事更说：

“前日之战未见贼，将军欲赦赦不得。或语将军难尽诛，姑使再战当

何如7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

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鸟狂风

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日雨且至，士谓将日此可避。回鞭十

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

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

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

战亦不战。吁嗟乎f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

不寒亦不暑，H月不出不风雨l”⑤金和这一首诗更把江南大营的

懦怯无能刻划尽致了。金和这一地主阶级分子痛恨江南大营不能

尽它作为对抗革命的工具的作用，而把它的腐败暴露出来，据他自

述：“笔端何事好讥弹，公是公非欲掩难，尚留百分为国讳，敢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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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见秋蟪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下。

见秋蟪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上。

见秋蟪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下。

见墼蟪唑臻凌鸷卷兰爨瓞上。
见塾楚唆绩凌垫卷兰搀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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