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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和陶溺在江苏

萧致治

林则徐和陶甜，是清朝道光时期在江苏做官最久而又卓有成就的高官。陶溺

从 1825 年〈道光五年)出任江苏巡抚，到 1839 年(道光十九年)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在江苏主持政务整整 14 年。林则徐从 1823 年(道光三年)受任江苏按察使，到

1837 年(道光十七年)初由江苏巡抚升任湖广总督，前后也有 14 年(中间因故两度

离任)。他俩同心协力，恤民抚民，在江苏推行了一系列善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百多年来，他们在江苏的政绩广为人们传颂，受到广泛赞誉。

一、大致相似的人生经历

一个人的成就，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家庭教养、道德素质以及政治理念，无不有

密切的关系。林则徐和陶溺也不例外。而且两人的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些经历，对他们后来的为政处事，均有重大影响。

陶由和林则徐，两人都出生于清朝正在走下坡路的乾隆后期。陶谢生于乾隆

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1779 年 1 月 17 日)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

日(1785 年 8 月 30 日) ，两人相距不过 7 岁。这时的清朝，已是盛极转衰。随着土

地日趋集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继 1774 年山东

王伦起义之后， 1781 年和 1784 年甘肃相继爆发了回民起义， 1786 年台湾发生了林

爽文起义， 1795 年湘黔发生了苗民起义。到了 1796 年，波及鄂、川、豫、陕、甘、

等 5 省，时间持续 9 年的自莲教大起义又爆发了。 1813 年再发生了冀、鲁、豫三省

的天理教大起义。起义队伍还突入了禁卫森严的清朝皇宫。这些遍及全国各地的

起义相继爆发，标志着清朝统治已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拯救

统治危机，自然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当务之急。陶谢和林则徐都意识到，要稳定

统治，首先要安定民生。

林则徐与陶谢，两人都出生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陶谢生于湖南安化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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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乡陶家溪一个破落家庭里。高曾祖时代比较富有。到了祖父陶孝信时，家庭日

益衰落。父亲陶必佳和兄弟分居后，生计益发窘困，"老屋不三间，瓦缺元全橡。左

右交众木，支撑防其颠。清风出四壁，星月摇床边。"①他"少时常拾薪摘若芽，市米

以就学。在岳麓城南时，蔬菜日不过十钱。"②其妻黄翠兰(1757-1790)"居平茹苦

若荠，岁饥采黎霍以佐食，或数日釜炊无颗粒。"③1777 年，翠兰刚嫁来半月，陶必

锥要去参加长沙府院试，苦无旅费，翠兰"即脱替琪，复检家藏稻种数斗，自番之以

佐其行。"④谢弟陶槽，比谢小两岁多，因为家贫，读村塾一年即废学，随同堂兄从事

农业劳动，直到 18 岁家境稍有改善，才重新入学读书 o 同样，林则徐少时家里也十

分清苦，其父林宾日，幼时侍奉母亲"躬习劳苦"到十三岁才外出读书。当林则徐

母亲陈I肤嫁来时，祖父母已先后去世，"家元立锥，而宿遭山积。家居馆谷所人，尽

取偿焉。于是要飨恒不继，先批每忍饥饿不使家君知之。"⑤"当时贫妻之状，有非

恒情所能堪者。或劝令不孝则徐改业，府君惟笑不应。先她陈太夫人工针凿，又善

剪彩为草木之花，岁可易钱数十缮，稍佐家计。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橡，朔风怒

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工于斯，肤粟手鞍，恒至漏尽。"⑥这种

清贫的家境，促使他们成名之后始终没有忘记民间的疾苦，为后来成为体恤民情的

好官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陶谢和林则徐的父亲，都是勤奋苦读，很有才华的学者，而在仕途上则均不得

志，故皆着力精心培育子女，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谢父陶必佳(1755-1805) ，

六岁跟随堂叔陶学海读经书，旁及子史，领悟很快"下笔惊其座人，学海公奇之曰:

‘吾家神驹也， "其为学"务贯通，不为章句学。每开卷，纵横盈几案，批却多前人所

未发。于掌故穷源竟委，指数如掌上纹，年月甲子元一外漏。"1783 年后他先后就

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书院山长罗典"极爱重之"。早在 1777 年参加院试，

即补博士弟子员 ;1784 年，"食饨，为廉膳生"，⑦但参加省里乡试，十试均不顺，因

此未能中举。为了糊口，长期以教书育人为业。由于教授得法，培育了大量出类拔

萃人才，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敬重"虽不得志有司，而文坛执耳之称，远近无异

词"。③

陶渤从七岁起，即跟随父亲读书，朝夕不离。由于聪颖好学，深得父亲器重。

其父耳提面命，常常"语以古圣贤可敬可畏之事，以感发其志气。虽途间食顷，谆谆

① 陶溺:((乃有此庐落成二首)).((陶文毅公全集》卷 53.淮北士民道光二十年公刊，第 9 页。

② 陶溺:((显考英江府君行述)).((陶文毅公全集》卷 47.第 11 页。

③④ 陶溺:((显批黄安人行述)).((陶文毅公全集》卷 47.第 16 页。

⑤ 林则徐:((先她事略)).((林则徐全集》第 5 册，福州 2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0

页。

⑥ 林则徐:((先考事略))，((林则徐全集》第 5 册，第 446 页。

⑦③ 陶溺:((显直比黄安人行述))，((陶文毅公全集》卷 47 ，第 15 、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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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随事指点。夜则蹦以足而谙日间所学诗古文词，旁及假诡之文，皆听以意为之，

未尝限以绳尺，惟输惰必戒，夏楚不少贷。"①1789 年，陶谢随父就馆于监生王虎文

家，开始学习"八比之文(即八股文) ，凡一月而成篇，先生(指王虎文〉大惊喜，齿之

异于诸子弟。"②陶溺在父亲的教养下，从小胸怀大志。某年除夕，庆贺新年。陶

家却只能靠杂粮度岁。陶溺于是以父亲的口气拟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联云"红

薯、包谷、亮根火，这点福老夫所享 F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③这副

对联一方面反映了陶谢的安贫乐道思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从小希望能为国家为

人民干一番事业。在陶必锥的精心教导下，陶溺进步很快。 1795 年考入县学，补

邑诸生。湖南学政石瞌玉在谢的答卷上，盛赞其文"清新，元半点尘氛气"。④ 1800

年参加湖南乡试，获中第 30 名举人。 1802 年参加北京会试，殿试时原列一甲，定

为榜眼。因为策论内偶遗一字，才改置二甲第 15 名。随后参加朝考，授翰林院庶

吉士。⑤从此登上官运亨通的仕途。

和陶溺父子的境遇差不多，林则徐父子也有类似的经历。则徐的父亲林宾日

(1749-1827) ，少时因家贫失学，"年十三始就外傅。未晓文义，同塾生或笑之。愈

自激励，不期月而所为文出同塾生上 o 塾ø币奇之。"福建名宿陈时庵对他的文才十

分赞赏，特把比宾日小 10 岁的五女陈 I跌 (1759-1824)许配给他。 1777 年成婚。

第二年，宾日县试第一，补弟子员。林宾日由于刻苦读书，终夜不寐，结果患了严重

眼疾。 1780 年，参加福建乡试，主考官窦东泉对林宾日的考卷很欣赏，认为"理境

澄澈"，准备取为第一名，"而第三场以病目未与，阁中觅卷不得，叹惜久之。"不久，

朱笛河督学福建，宾日参加院试，获第一名，得食廉忧。 1788 年和 1789 年两次参

加乡试，均因眼病未能考完最后一场。从此，决心放弃科举仕途"孜孜于教诲子

弟，成就后学。"他教育学生，"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前后

门弟子发名成业登甲乙科者凡数十辈。"

林则徐才 4 岁，宾日即把他抱在膝上教i卖， 7 岁教他作文。别人怀疑发蒙过

早，宾日则认为f此JL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

也。"⑥由于宾日教导有方，林则徐成长很快。 1797 年参加府试，得第一名。第二

年考中秀才。 1804 年参加福建乡试，得中第 29 名举人。 1811 年，第三次赴京会

试，以殿试二甲第 4 名，朝考第 5 名成进士，改庶吉士，学习满文。从此，他也和陶

① 陶溺:<<显考英江府君行述))，((陶文毅公全集》卷 47 ，第 13 页。

② 陶溺:((上舍王虎文先生墓离))，((陶文毅公全集》卷 46 ，第 37 页。

@ 据陶溺家乡调查材料。石彦陶等编:<<陶溺年谱))，第 8-9 页，((益阳师专学报》编辑部

增刊， 1984 年。

④ 陶谢:((题石琢堂师独学书室图))，((陶文毅公全集》卷 54 ，第 18 页。

⑤ 《资江七续陶氏族谱))，转见《陶溺年谱))，第 16 页。

⑥ 本节引文均见林则徐:((先考行状))，((林则徐全集》第 5 册.第 445-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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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样，开始步入飞黄腾达的仕途。

二、同官江苏，共谋民众福利

林则徐与陶溺考中进士之后，两人的经历也颇为类似。大体可分成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在京做官，间或派到外地执行一些差事，如赴外省任乡试正副考官，

监察御使、巡视槽运等;后一阶段都是从外放道员开始，由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

到总督。成为总管一省或数省政治军事的封疆大吏。

林则徐与陶溺何时结识?至今未见确切记载。按理，从 1811 年林则徐登进

士，到 1819 年陶谢外放川东兵备道，这 8 年间，两人多在京师，又同是南方人，完全

有可能彼此相结识。可是，查阅两人留下的诗文，却少有反映。现时能查到的惟一

资料是林则徐写的《题陶云汀给谏谢〈祷冰图)>)。这首诗写于何时?来新夏在《林

则徐年谱新编》中，依据诗中有"行将出监郡"句，论定为 1819 年外放川东兵备道前

夕，即是年的春夏之交，似有道理。但两人的相识也许还早于此时。

查陶溺乃嘉庆二十年(1815 年)四月迁户科给事中，九月二十四日奉命巡视江

南糟务，十一月初二日在江苏清江浦接印视事，十一月中旬沿运河南行视察渭运。

当他到达邵伯湖和高邮湖之间的露筋神女祠之际，北风劲吹，湖水冻结成冰。其时

北上糟船在回归途中出长江的，尚只有一半。陶溺"深恐贻误糟行，爱斋被为文，于

是月十八日斋祷于神。次日风回日暖，全河冰拌，篱师长年踊跃奋进，二十八日各

船出江告竣。其夕冰凌复合，造晓，一望蜡然。江南人传以为异。"由于这次糟船顺

利通过，致使第二年新糟运行很顺利"所运之米多于上年一百五十万有奇，而行期

反速至四十九日。"①

这件事，当是事机的一次巧合，不值得大肆宣扬。而那时却普遍认为是露筋神

女显灵所致。时任两江总督的百龄，和槽运总督李奕畴、南河总督黎世序等居然联

名会奏，请求重修祠宇。嘉庆帝不但欣然批准，并且下令把露筋女封为"昭灵普惠

之神"，祠字赐名"贞应"。还请野云山人绘图引志神应。陶溺除当时写了《告露筋

女神文》外，后来又写了五言长诗《渭河祷冰图八十韵》。文人墨客纷纷唱和。这些

唱和诗后来汇编成《祷冰图诗录》与《槽河祷冰图诗集》十卷。林则徐的题诗就是在

这个背景下写的。从事件本身看，可说是一次宣扬封建迷信的大合唱。

其实，所谓"露筋神女"，据陶谢考查，乃唐宋时期的一个传说。相传有姑嫂二

人黑夜路过这里，受到蚊子成群叮咬，被可得无法忍受。恰好路旁建有耕夫的田

舍，其嫂乃入舍和耕夫同宿避蚊。而少姑为了保持贞节，宁被蚊咬也不肯入舍。结

① 陶溺:((渭河祷冰图记>>.<<陶文毅公全集》卷 33.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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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活活被蚊子咬死后露出了筋骨，因而博得了"露筋女"的名声。此事在当地广为

流传，越传越被神化。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 ，圣祖玄烨南巡过此，听了这个传说

之后，亲书"节援芳踢"四字以资表彰。①经过康熙帝的肯定，这个活被蚊子咬死的

女子，摇身变成了"露筋神女"，特为修建祠宇加以供奉。百多年后陶谢经过此祠，

已经破旧不堪入目，"栋宇摧落，瓦砾棍集，坏壁苔生，而神像俨然。"②陶写的祷冰

诗和林则徐等的和诗，主流自然是宣扬封建迷信，反映了他们思想中消极落后的一

面。不过，陶谢在诗中也提出了正确的思想，值得肯定。陶认为"正德先厚生"，要

使槽运畅通，应该"利槽先邮丁，脚丁在省费，省费惟速能，裕民斯裕国。"③

这种重视民生的思想，也引起了林则徐的共鸣。林在和诗中称"岂惟筹糟然，

治民尽如此。"④陶林二人正是早怀重民厚生的志向，才有后来在江苏的一系列德

政。

林则徐与陶甜合作共事，共谋民众福利，主要是在 1831 年至 1836 年(道光十

一年至十六年)间。这时陶酣已升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林则徐则先后出任

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并且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两人同在江苏任

职。由于都注意体察民情，重视解救民众疾苦，因此在江苏从政期间，除了维护社

会治安，努力完成钱粮收入、盐税缴纳和糟粮运送等要政外，还尽力推行一些解救

民众疾苦、为民众造福的善政，使民众得到实惠。从而声誉鹊起，赢得了群众的拥

护与爱戴。

陶林两人合作共事，做的第一件好事是赈灾恤民，救民于水火之中。 1831 年

春夏之交，江苏在连年遭受水灾之后，又是大雨连绵不断，洪水使田庐尽被淹没。

特别是苏北各地"颗粒元收，哀鸿遍野。"⑤陶谢为了救济各地灾民，除在本省采取

各种措施外，一方面咨请邻省协余米麦;另一方面奏报清廷，请求调林则徐为江宁

布政使，驰赴江苏办赈。时任河南布政使的林则徐，接到咨函即派员赴商丘刘家

口、陈州、光州等地采办，分别经黄河、淮河运往苏北。待受任江宁布政使后，即于

七月十五日启程，路经商丘刘家口，采买小麦三万石亲自督带头起麦船运往苏北。

他一到达清江浦，就换舟亲往桃源、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等县考察，只见"民田庐

舍尚在巨浸之中，浅者淹及半扉，深者仅露屋脊。"⑥其灾情之重，为历年罕见。八

月初六日，林则徐抵达江宁(今南京) ，陶溺即与熟商有关办赈事宜。经与各方磋商

很快拟定《江苏办赈章程》十二条，作为全省办赈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总的精

①② 陶溺:<<渭河祷冰图i己))，<<陶文毅公全集》卷 33 ，第 7-8 页。

③ 陶溺:<<渭河祷冰图八十韵))，<<陶文毅公全集》卷 54 ，第 2 页。

④ 林则徐:<<题陶云汀给谏溺〈祷冰图) )) ，((林则徐全集》第 6 册，第 5 页。

⑤ 陶溺:((缕陈江苏办赈章程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 9 ，第 25 页。

⑥ 林则徐:<<接任江宁藩司日期并陈沿途灾情片>>，((林则徐全集》第 1 册，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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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努力调动各方面办赈的积极性，并把工作做好做细，务使灾民得到及时救济，

并使灾区尽快恢复生产。道光看了章程很满意，认为"所奏十二条，大旨俱巳详备，

览奏肤心稍慰，务须实力实心，详慎择人办理。"①鉴于苏北灾情特重，为了做好苏

北灾赈工作，林到任不久，道光帝又特命他总办江北赈抚事宜，于十月离藩司任前

往淮阳一带查勘督办。由于陶林二人协力同心办赈，使许多嗷嗷待哺的饥民得到

及时救济，从而获得了"林公来，我生矣"的美誉。②

陶林合作共事，在江苏办的第二件好事是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兴修水利。江苏

连年遭受水灾，陶谢和林则徐都认识到与水利失修有密切关系。而且江苏是财赋

重地，每年北运京都的四百万石槽粮，其中近一半仰赖江苏。因此，水利失修，不止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直接危及清朝的统治。有鉴于此，两人对兴修水利

特别重视。道光帝也认为兴水利，除水患，是"莫大之善政"。③早在 1824 年，林则

徐署理苏州布政使期间，为了根除水患，他就向江浙督抚提出疏渡三江(黄浦江、吴

据江、刘河)水道的建议。江浙大吏均很赞同，筹议两省联合兴修，并联合奏请林则

徐总司其事。后因林遭母丧，综理乏人，事遂终止。贺长龄继任苏州布政使期间，

曾将黄浦江作了疏渡。 1825 年八月，陶溺刚接任江苏巡抚，即筹议兴修全省水利，

并奏准拆除有害无利的吴据江口石闸。在陶的主持下， 1827 年以海运余款二十余

万两治理了吴据江 ;1829 年筹资治理了练湖及相关工程 ;1831 年治理了武进境内

的得胜、操港二河。 1832 年六月八日，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两人通力合作，在兴

修水利方面更谱写了新的篇章。

三江之一的刘河，绵长七八十里。由于淤塞多年，"几成平陆，旱捞俱无从灌

泄，田畴即渐就荒芜，钱糟亦愈难征比。"④原已屡经奏明，为必应办理之工。因为

工巨费繁，一直拖着未办。林则徐任巡抚后，经与陶谢反复筹商，联衔奏请借拨缓

槽米价、现在水利经费专款等分阶段兴挑，于 1834 年三月八日动工，四月底完竣。

前后历经十年的三江兴修工程，至此全部完梭。

兰江之北的白茹河，自为一支，与三江相表里，久已淤塞，原也奏明分年办理。

由于需费繁多，迟迟未能动工。在修刘河同时，陶林等决定发动官绅捐款，以工代

赈。他俩带头各捐一千两以为之倡，计共集捐银十一万多两，于 1834 年七月施工，

至十二月底完工。由于以工代赈，民夫得资口食"水利以兴，穷黎以济，彻为一举

① 陶谢:<<缕陈江苏办赈章程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 9.第 25-32 页。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6 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

第 254 页。

③ 陶溺:((陈奏劝修水利附片>>，<<陶文毅公全集》卷 28 ，第 6 页。

④ 陶溺、林则徐:<<筹挑刘河白茹河以工代赈折>>，<<林则徐全集》第 1 册，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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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得。"①

武进境内的孟渎河，原巳奏请与得胜、澡港两河同时兴修。由于工长淤甚，又

值江潮异涨，直至 1831 年冬天，积水仍未消去，不得不推迟施工。林则徐接任苏

抚，即督同司道府县将各河未挑工段复勘，并与陶溺会同检查督办。 1833 年四月，

三河挑竣工程全部完工。

长江以南的徒阳运河，北起丹徒境内的江口，南到丹阳境内的吕城，全长 140

多里。因缺水源，全赖江潮灌注。由于潮沙龄垫河床，必须年年挑竣才能通航，成

为糟运一大障碍。陶谢经过踏勘，认为治理丹阳运河的关键在于引练湖水济运。

所以于 1829 年修建了黄金闸和黄泥闸，拦湖蓄水。 1832 年八月，林则徐又赴练湖

运河一带履勘。 1834 年四月，陶谢阅兵路过这里，再做了复勘。两人反复函商，相

度机宜，认为修建练湖堤坝吁埂"不特济运有资，即农民亦咸沾其利"，②于是又在

练湖修建了张官渡、吕城闸、减水石坝等一系列工程，使糟运和当地农民种植两沾

其利。

在陶溺、林则徐共事的几年中，除了上述几个大工程外，还在苏南、苏北修泼了

大量小型的水利工程。举其要者有 2

1.道光十二年冬借司库银修筑六合县被冲决堤埂 40 多丈 F

2. 道光十三年借司库芦课正项银修筑江都运河堤埂 401 丈 z

3. 道光十三年动用司库芦课款兴挑丰县护城河、肠山减水河道等;

4. 道光十四年借司库节年地丁正项银兴挑踊山县利民、永定两河沙士、搬土

20 多万方;

5. 道光十四年动用地丁银挑修帷宁县护城堤河两千多丈 5

6. 道光十四年借地丁银挑建桃源县河道草闸 p

7. 道光十四年借拨灾借、驿站用剩款挑修萧县减黄河堪，借河库银挑修铜山天

然等闸 F

8. 道光十五年动员官绅富民捐修宝山华亭被冲海塘 5200 丈、石塘 190 余丈 5

9. 道光十五年、十六年以修刘河节省银挑修七浦河、宝带桥、杨林河等;

10. 道光十五、十六年动员官绅捐资挑修苏松太等地 15 州厅的水利工程 167

万多方;

11.道光十五年劝谕通州绅董捐挑姚港、白蒲镇等处河道，使之加深加固 3

12. 道光十六年，垫借芦课、杂税等修筑盐城皮大河、丰县顺水堤河。

以上水利工程的兴修，都是利国利民的善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① 陶溺、林则徐:<<验收白茹等河工并出力人员请奖折)).((林则徐全集》第 1 册，第 337-

339 页。

② 林则徐:((筹办通糟要道片)).((林则徐全集》第 2 册，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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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陶林合作共事做的第三件大事是体恤民惰，奏请缓征新赋。 1833 年夏秋之

间，长江大水，沿江州县十之七八被洪水淹没。江苏全省受灾县达 63 个、卫所 8

个。为此，林则徐已将秋禾被灾情形查明，请将新旧钱粮蝇缓。可是，祸不单行。

十月以后，大雨仍然涝沱不止，致使晚稻完全失收，木棉收成只-二分。林则徐在

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见其一穗所结多为空秤，半熟之禾变成焦黑，

实为先前所不料。"①按照常例秋实不出九月。九月以后的灾情不许奏请缓征。违

背常例奏报，不但无奏准之望，还会受到申斥。可是，由于灾情确确实实，而且特别

严重，又不容不报。特别是正在缮折陈奏之际，连接上谕，指责"近年来江苏等省几

无岁不缓，元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

还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元受惠

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囊，大吏只知博取声誉"。②皇言如纶，在这样严词谴责

之下，一般人是再也不敢奏请缓征的。但是，林则徐体恤到民间疾苦，而且认识到

国计与民生的密切关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

筹国计"，"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所以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恳切陈述

实情"今冬情形，不但无垫米之银，更恐无可买之米。川4、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

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③恳请将今年新赋，待到来年带征，于国库收入

并未减少。考虑到风险太大，同时估计道光会批示陶溺复核实情，因而单衔上奏。

果然，道光收到林奏后，即密谕两江总督陶谢复查，特意追问常州府属一律普

缓并免于造册一事。陶溺接到谕旨后，即将情况透露给林则徐。林则徐于十二月

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两拨吱信陶谢，说明原委，并相应作J了一些解释。陶翻在复奏

中陈明林则徐所奏均属实情，请求照准。道光接到陶奏，只得允林所请，同意缓征。

据说，林则徐这份冒死为民请命，叩λ;心 4去的奏折传出后，"争相传抄，远远为之纸

贵。小民闻之，皆睡叹聚泣，庆更生。"④

陶林合作共事的第四件善政为在江南推广双季稻，发展农业生产。苏南一带，

土地肥沃，本宜种植早晚两收的双季稻。但是苏南农民由于传统的习俗是"麦予伺

农而稻归于业主之家"，因此徊农皆乐于种麦，而不愿种早稻。以致每年夏季才插

秧，到入冬才能收获。 1833 年秋冬，由于雨雪连绵，造成晚稻失收;而且因为雨雪

过多，以致到 1834 年春天，田中仍然积水，二麦元法播种，麦收自然无望。林则徐

认为，为了不致因麦种无望而使广大农民受饿，必须及时提倡种植早晚两收的双季

稻。于是一方面从福建家乡及其他地方买来早熟的占城稻种，在抚署前后租赁民

8 

① 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全集》第 l 册，第 281 页。

②③ 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全集》第 1 册，第 283-284 页。

④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6 册，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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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数亩，和有经验的老农一起种植，以为之倡导;另一方面又请在粤西做官时，推广

过水稻种植并取得成功的苏州按察使李彦章，将种植的经验编辑成文，以便推广。

李彦章很快将种植水稻的时间、地士、品种以及种艺之法，汇编成十条，取名为

《催耕课稻编>>，意为现在二麦已不能下种，希望赶快改变旧习，抓紧种植早稻。为

了扩大影响，陶谢和林则徐都亲为该书作序。陶商在序中说"吴民终岁树艺，一麦

一稻，麦毕刘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J患，一不熟即无可接

济。计莫如易麦而为早稻，其皆收则大善，不幸不得其两，犹得其一焉。于是，中主

于官脚后为田亩，令老农种早稻以为之倡 p 而兰卿观察(即李彦章〉方权桌事，手辑

催耕课稻编，凡早稻之种，早稻之时，早稻之法悉备。昔宫粤西劝民种早稻有效。

中翠今又举早稻亲试之吴民，第取一麦一稻较其所得孰赢，必能知其所以从事

矣。"①林则徐在《叙》中则论述了做官的首先要尽心竭力使民得到温饱，而推广早

稻种植，则是当前解决民困的救时良法。他还一一批驳了各种拒种早稻的论调，指

出推广早稻完全是为了解决民食"以晚易早，民或不乐 F早晚兼之，又何不宜!"希

望"业田之家贷徊农以籽种，及其获也仍以种麦例之，则愿从者众矣。"②

据林则徐日记记载: 1834 年四月初五日，后园田内插秧，二十七日，趁陶谢到

苏州检阅营伍和验收刘河等水利工程之便，于本日到抚署后园观看水稻长势。布

政使陈牵为后园竹亭取名"后乐"陶甜亲书"后乐"悬于亭额。林集苏句"宦游到处

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作为檀联，陶溺又亲为书写。足见两人对农事皆很重

视。

五月十八日，"自辰至申，断续雨三四寸，插秧甚得其益"二十二日"丰圃

中种晚稻一区"。

六月初二日，"丰圃中所种早稻已秀齐'气十五日，"署前所种早稻俱已升

、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

七月初七日，"连日收获早稻，约计一亩可得米二石"。③

以上记载表明，为了解决民食而推广种植双季稻，林则徐很重视。陶谢也很支持。

这年早稻收成不错，成效可嘉。这件事对发展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民食，是有重大

意义的。

林陶合作共事的第五件善政是反对外国侵略，主张严禁鸦片。他俩在江苏出

任督抚之际，正值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这种祸国殃民的毒品，此时正在全国泛滥成

① 陶溺:<<江南催耕课稻编》序.<<陶文毅公全集》卷 35.第 4-5 页。

②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林则徐全集》第 5 册，第 392-394 页。

@ 林则徐:((甲午日记>>.<<林则徐全集》第 9 册，第 167-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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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凡是有点爱国爱民之心的人，莫不为此痛心疾首。林则徐到达苏州履任江苏

巡抚的时候，正是英国为侵华作准备的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到达江苏洋面进行窥测

活动之际。 1832 年五月二十二日，阿美士德号抵达江苏羊山洋面停泊。陶谢得知

后即密派巡洋水师进行堵截，迫使折回广东。六月初八日林则徐到达苏州接任巡

抚，复加札飞馈速办。十一日，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亲自督押，迫使退回浙江洋面。

可是，英船驶入深水大洋后，复驶向山东境界，继续进行窥探。当时，清廷的沿海督

抚只见英船北上，并不知其意图，以为只令其离开自己管辖领域，就算完事。陶林

等人算是稍有见识。当他们得知英船继续北上的消息后，怀疑英船"尚有夹带违禁

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因此，他们联名向道

光帝建议采取严禁政策，"若再入江境内洋，停泊海口，即当密派文武大员前至该夷

船严行搜查，如有鸦片烟土等物，伤令尽数起除，传同夷众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

剩。"①

随着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贵钱贱日益严重，造成商民交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提出各种主张，如建议禁私铸，收小钱，定洋钱之价、禁止

以洋钱易纹银、禁止纹银出洋等等，希望扫除棋弊，丰富财源。陶溺和林则徐认为，

这些固然可以考虑，但根本问题并不在此。根本问题在于鸦片大量进口，才造成银

贵钱贱、商民交困的严重危机。他们尖锐提出"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致成色全亏。

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

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有鉴于此，他们再次提出

严禁鸦片人口、杜其来源的主张。建议"密伤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

严加巡逻，务绝其源 g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

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井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文，

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②鸦片这种毒品，由于大量输入，此时已成为危害国计民生

成严重的问题。陶谢和林则徐早在战争爆发前七八年即提出严禁主张，并提出严

查进口、杜绝根株的政策，是很有见地的，是一项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

正确主张。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陶溺和林则徐在精简政府机构、改革弊政、推行海运和票

盐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同程度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人民带来了-定

程度的好处。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体恤民情、关心民瘦的良好风范。

① 陶溺、林则徐:((英船主日夹带鸦片即伤令全数起除当众焚烧片))，((林则徐全集》第 1 册，

第 120 页。

② 陶溺、林则徐:((会奏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林则徐全集》第 1 册，第 267-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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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人民尊敬陶溺与林则徐

陶谢和林则徐在江苏做官期间努力为民众谋福祉、行善政，使江苏人民多方面

得到实惠。特别是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人民，由于得到及时救助，解了倒悬

之危，无不感激涕零。

过去办理赈灾，流弊甚多，刁生劣监、恶绅土棍，常常利用赈灾，贪污中饱。他

们利用办赈的机会，或"强索赈票，不许委员挨查户口。如不遂欲，则抛砖掷石，泼

水溅泥，翻船毁桥，甚至将委员挪至空屋肩铺其户，以为要求必得之计'气或听说查

帐，"即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或"当报荒之始，即造具灾形图册，详载区图斗

剿，谓之‘注荒';追给赈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在在需费"，……种种弊端，不

胜枚举。 1831 年，经陶谢等奏定《办灾章程))，力除积弊，"责令委员户必亲填，人必

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材即将户口榜诸通衙，悔人

人共闻共见。......其委员吏役薪水、纸饭，皆由督抚司道捐廉优给，免陪累而杜需

索"。此外，还另派大员密查核实。由于增强了透明度，加强了监督检查，使这年的

赈灾"积弊为之一清，道路传言，皆谓之‘清赈'"。①

1833 年，江苏水灾益发严重。林则徐为了做好赈灾工作，除认真贯彻 1831 年

和陶谢制定的《办赈章程》外，又采取新措施，决定改派书院诸生散赈。他在苏州

"集诸生于学，亲为拣派，每图一人，查明户口人数，先付执照以凭领赈，各造所坐户

口清册呈阅。"②"各学诸生一百八人，按图查勘详报后，悉于大除夕给发第一赈。"

③由于在书院读书的诸生，一般比较纯洁，派遣他们前往各乡村散赈，杜绝了吏青

土棍插手之路，发放的一钱一粟，皆可送到灾民手中，因而受到广大灾民的衷心拥

护。为此，诗人严寅在放赈歌中云"向时放赈徒务名，此次设赈民欢忡" "忽得中

主放赈钱，夫妻父子欢迎面。吁磋嗷嗷数万人，感恩早被仁风扇。况乃由城渐及

乡，善政行看遍州县。"严寅还集民谚成诗五章，热情赞誉"大宪台，善救灾，荒年谷，

去复来。去复来，派秀才，亲见人家无絮胎。秀才过，三日哭，秀才不来哪能坐。中

主心，小民腹，小民腹饥中Æ哭。中翠哭，为民福，擎天之柱需此木。"④

如果说，赈济灾民和请求缓征钱粮，只是一种消极的救民疾苦;那么兴修水利，

推广双季稻等等，则可称是一种积极的扶民办法，是从根本上解决民困的有效措

① 林则徐:((复奏查办灾赈情形折))，((林则徐全集》第 1 册，第 288-290 页。

② 韩药:((韩桂龄手订年谱》道光十三年条，转见杨国板:((林则徐传))，北京 2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增订版，第 129 页。

③④ 严寅:((介翁诗集》卷 8 ，转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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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江苏从 1823 年后的十多年中，几乎无年不灾，而且灾情日益严重。自从陶溺

和林则徐在江苏境内大力兴修水利之后，面貌很快改善，而且受到群众的普遍欢

迎。如 1834 年刘河工程开竣完工后，陶谢、林则徐等前往验收，"父老夹道欢迎，咸

言百余年来所未有。"①"沿途香花载道，……欢欣异常"。这年秋天"苏松一带大

雨倾盆，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蚊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由于河道得到疏梭，漫山

遍野大水，"滔滔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②因为兴修了水利，抗灾能力大

为加强。即使遇上水害大灾，灾情也可大大减轻。"如甲午(1834 年)秋之大雨，乙

未 (1835 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赖水利治，岁仍报稳。"③

由于陶甜和林则徐在江苏推行了许多有利于民众的善政，人们对他十分感激。

对于林则徐"吾吴之民安公之教化，响公亦最深。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

众，虽乡曲妇人葡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名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④"综公

生平，武功在滇 F而文德所被，则吾吴最久。今距公去数十年，心歌腹咏，如公在

时。，，@至于陶甜，逝世后"扑音所至，僚吏军民，莫不陨沸。"⑥纷纷为之作传，为之

画像。淮北士民感谢他推行票盐制，迅速改变"十载无课，遍地皆私，店闭商逃，岸

悬引绚"的残破局面⑦，自推行票盐制后"全活生灵百万"，特在淮北板浦镇为他建

立专祠③，同时入祀江苏和海州的名宦祠。淮北士民还公刊了《陶文毅公全集))，以

广流传。

公道自在人心。陶林为江苏民众做了大量好事，因而赢得人们的敬爱，乃人情

之常，理所固然。

原载《江海学刊 ))2004 年第 3 期

① 魏源:<<陶文毅公行状)).((陶文毅公全集》卷末，第 14 页。

② 陶溺、林则徐:((陈奏开竣刘河工程并建石坝涵洞全竣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 28 ，第

57-59 页。

③ 林则徐:((姿水文征》序，<<林则徐全集》第 5 册，第 405 页。

④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 120 光绪二年校筛庐刊，第 3 页。

⑤ 冯桂芬:((林文忠公祠i己))，((显志堂稿》卷 3.第 15 页。

⑥ 魏源:<<陶文毅公行状)).((陶文毅公全集》卷末，第 22 页。

⑦ 魏源:<<陶文毅公行状>>.((陶文毅公全集》卷末，第 18 页。

⑧ 陈奎:((请淮北建立专祠并祀名宦祠折子)).<<陶溺年谱)).第 118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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