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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林翼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其特点

凌 兴 珍

内容提要 胡林翼是近代△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他

的改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适 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不 仅超过了地主阶级改革

派林则徐、陶澍等人的思想 ,而 且在同时代人中也难有匹敌者 ;同 时,他 的改良思想也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他 的一切改良活动及实践都旨在绾护和挽救封建统治。

关键词 胡林翼 经世改良思想 经世派  
‘

胡林翼(1812-—△ 86D字 贶生 ,号润芝 ,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中小地主家庭。逍光十五 (1835)

进士 ,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 ,授国史馆编修。道光二十年(1840)充 江南乡试副考官 ,因 携举人熊

少牧入闱阅卷事发 ,降 一级调用。次年 ,父 胡达源死 ,回 籍守制。迸光二十七年 (18砝 7)由 师友贷款

捐官贵州 ,先后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咸革四年(1854)调 任湖北布政使,旋 署湖北巡抚。成丰

六年(185ω实授湖北巡抚 ,处理湖北政务 ,并带兵镇压太平天国,1861年 8月 病死。

胡林翼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 ,他 的改良思想及其实践对太平天国时

期及其以后历史都产生了丑大影响。但史学界至今尚无人金面研究他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实践 ,无

疑这有碍于咸同时期的历史研究。笔者不揣诃陋 ,拟 对胡林翼经世改良思想的来源、实践及特点

作一探讨 ,以 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经 世 改 良思 想 的 来 源

嘉道以来 ,湖南阶级矛盾尖锐 ,农 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 ,湖 南地主阶级崇尚经

世致用和务实 ,侣言研讨兵法战阵地理 ,形成了务实、好武、狠斗的社会风气。降生于湖南益阳地

主家庭的胡林翼 ,从 小就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胡林翼祖、父辈都学宗汉宋 ,家学渊源和家庭教育

对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彩响。祖父胡显韶
“
僻涉经史

”
;叔祖父为龙州书院院长 ,蔡用锡、

周扬之等经世派人物为英弟子 ;其父胡达源讲学城南书院 ,“祖汉称宋
”El〕 ,著有《弟子筱言》,教人

“
务实学

”Ez〕 。胡林巽初为学 ,其 父就授以
“
儒先性理之书(叩朱子小学近思录为先)”

E3〕 。在求学过

程中,他所从之师多为经世致用派人物 ,其中贺熙龄、蔡用锡、陶澍、林则徐对他影响最大。贺熙龄

为贺长龄之弟 ;蔡用锡为湖南经世名家 ,“真略吏治
”
尤所究心E4彐

;陶澍为两江总、督 ,胡 林裂丈人 ;

林则徐十分欣赏胡林巽 ,曾 视其为
“
左右手

”匚5〕 。胡林巽还耳闻目睹了陶澍、林则徐、姚茔、贺长龄

等人组织的 19世纪最早的一次地主阶级改荜实践。从此胡林翼
“
不为章句之学 ,笃 Ⅱ耆史记汉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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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司马j函 鉴及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陋塞 ;兵政机要 ,探讨尤力
”E6),萌 发了经世改良思想。 ∷

i他捐官贵州后 ,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
“
练兵、求才、察吏 (筹饷

”E7彐 即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的

社会改良方案和思想。首先 ,他认识到
“
大抵吏治不饬 ;兵祸乃山起

”E忄卩的逍理 ,得 出
“
国i家 之败 ,由

官邪也
”[9)的 结论 ,形 戊了政治改良的思想。其次 ,他深知绿营腐败不堪用的忏况 ,认为只有日日

练兵 ,人 人讲武 ,召 募练勇代替绿营 ,才能改变国威不振的局而。在贵州 ,他仿戚继光束伍成法 ,编

练了∵支 300人的黔勇,并开始办地方团练。再次 ,他注意到贵州茁民深受官吏和高利贷盘剥而

导发起义的竹况。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人民起义 ,他产生了经济改良思想。最后哆在为政中,他还注

意到人才的作用。
“
丿、H县不得人 ,州 县坏 ;营 伍将领不得人 ,则兵勇溃 ;团 练非正士良民为长 ,贝刂犯

法抗粮、热夺为乱。
”Elll〕 他还进一步指出 :‘

1古 来成事败事之人.必 在尘埃草野之中,用 之则为臣

仆 ,弃 之则为盗贼 ;其 问操纵 ,问 不容发。∵匚ll]胡 林巽产生了用人弭乱和改良政治的人治思想 ,并

开始罗致人才。这△段实践对胡林巽后来的发达展布产生了巨大影响。1854年他调任湖北布政

使,1856年 实授湖北巡抚。从此 ,胡林巽握有地方大权 ,通过交欢官文 ,把持了湖北行政、军事、财

政大权 ,并在湖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良,他的改良思想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  ∵

过去学术界普遍把胡林巽∷生政绩看成是为了镇压太平天田,这种看法似有不妥。其实胡林

翼早在与太平天田较量前已有治平之志 ,其学术已由性迎达于经世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经世改良

思恕 ,已是一个经世致厂Π派人物 ;镇 压太平天国只是为他提供了机会 ,让他握有巡抚之权 ,为其在

吏大范田实施改良方案提供了条件。

二、经世改良实践

(一 )政治改良实践

1.包揽政权 ,加强地方权力。道咸以来 ,浑i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忠的严峻而又复杂的政治局面 ,

中央集权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清政府不得不对原右体制作出某些变革。在军事方面 ,

允许地方团练作为地方军投入对内战争 ;山 于户部空虚 ,允许将帅就地筹饷 :军权、财权外倾之渐

已开。胡林翼作为笫一个湘军将领丿阱任湖北巡抚 ,集军、政、财权于∵身 ,对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为

中央与地方双巫权力结构体制起了推进作用◇

首先 ,加 强地方行政人乖权。按例 ,总、督主军政 ,巡 抚主艮畋 ,互不统属而又多牵制。藩司即

承宣布政使司职掌一省民政、财政 ,隶属于吏部和户部 ;臬 司即提刑按察使司职掌一省按劾、司

法 ,求 属于刑部 ;两司事权独立 ,除部臣外他人无权干顶。布按二司分割巡抚权力,以 提饮武职牵

制总督权力。胡林巽为湖北巡抚后 ,渐 渐剥夺了总、督和两司在人事方面的权力,还随意易工两司 ,

工两司为属员。山于湖北州县虚悬待人 ,胡林珉两次奏谪由他拣员调补 ,得到俞允。他利用两道

谕旨,撇 开总督 ,在 1855— 1859年破临委罟地方官 30多 人。他还不通过臬司 ,在 1855年 4月 一

1866年 H月 叼J去贪吏怯将约 ⒛ 入 ,后又劾去数十人。这样 ,侵夺了总督和两司的人割T权 。不仅

如此 ,他还随意易工两司,丑两司为属员。咸丰六年(185ω ,湖北按察使魁联死后 ,他先后奏保荆

宜施道道员歹递殿为湖北按察使、布政陕、浙江巡抚 ,后又奏保应受祺、严树森、阎敬铭为湖北荆

宜施道道员、湖北按察改、布政使等职 9将两司易为自已亲信 ,从 而把持两司权力。胡林巽后来甚

至话调京员 ,插手干预朔政。他对江浙战局的规划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省的人哥T安排建议

均被朝廷采纳 ,咸丰帝也承认对胡林珉的一切规划都言听计从E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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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建立地方财政体系。咸丰以前 ,户 部统掌一切财权。各省山布政使、盐运使、粮储道代

户部执掌一省地丁杂粮、盐课、粮漕折项 ,督抚无权干预。由于户部无饷可拨 ,1β o3年清廷下令疆

吏将帅就地筹饷 ,从 此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开始瓦解 ,地方财政体系逐渐建立。胡林英首先在湖北

建立起地方财政体系 ,详细情况见后面经济改良部分。

最后 ,控制地方军政权。清朝定例 ,总督管军事而巡抚主民政。胡林翼本为带兵将领而任巡

抚已是对定例的突破 :通过交欢.官文 ,胡林翼又以巡抚身份把持湖北军政大权 ,不仅对湖北绿营

进行整顿裁汰 ,而且还扩编组建湘鄂军 ,使湘鄂军山七千多人增加到六七万人 ,官文从不工喙。胡

林翼利用军政大权 ,提拔任用捉镇等武职将官和筹集军饷 ,使湘鄂军除他与曾国藩外 ,他人无法

指挥。他还亲履戎机 ,分逍部队援湘、皖、豫、镄、蜀 1苏等省。山于他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和相当

大一部分湘鄂军 ,清廷在作战指挥和规划上不得不依从他。

胡林巽通过加强湖北政权、军权、财权 ,促进了近代中囤中央集权下移到地方 ,地方又实行集

权的二元化权力结构局而的转换。在当时 ,是顺应时势的耍求 ,也足胡林珉努力促成的绀果。这

种地方权利体系的建立对湘系势力的发展和为沽廷支撑东南残局、绞杀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 ,无

疑起了十分关键而又极其反动的作用 ,同 时对近代中国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割据的形成及中国政

治制度的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整饬吏政 ,改 良吏治。有人认为胡林翼整顿吏治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囤 ,这种

观点有失偏颇。整饬吏治 ,从根本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这是胡林翼吏治改良的思想动机和根本

出发点 ,锬压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其挽救封建统治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说 :“ 救天下之急、症 ,莫如

选将 ;治天下之真病 ,莫如察吏;兵 乖如治标 ,吏 事如治本。
”El3〕 胡林双除以身作则力矫官吏贪鄙

之弊外 ,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良吏治。

首先 ,慎参劾 ,痛扫书差积弊。胡林巽对原有官僚队伍进行严临甄别后 ,严参不法官吏 ,荜除

书差积弊。他对三种官吏进行参劾 :工类是不勤吏事 ,讲求奢侈、逸乐的官吏 ,如 江夏县令江世玉 ,

戚宁县莫知玑等 ;一类是贪污中饱、名不符实的官吏 ;一类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的官吏将领 ,如杨

霈、胜保、福兴等。胡林翼开府湖北不久 ,就劾去贪吏怯将 ⒛ 多人,后 又劾去数十人 ,甚至病玉时

犹退不 肖数人E】‘]。 胡林翼还扫除书差积弊 :一方面减少书差为政的机会 ,规定办钱漕、办狱讼、办

团练不用书差 ;另 一方面从严惩治不法吏胥。他派员密查各属差役蠹胥,将查出的襄阳西乡蠹役

张绍荣、荆州差蠹全得升等勒拿正法。

其次 ,重人才 ,破格引用贤能。胡林翼在严参不法官吏和严惩不法吏胥的同时 ,以 更大精力投

入到选拔人才、补充官僚队伍上 ,并在长J叨 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才观和人治思想。在选人标准

上 ,着 亚气骨节操 ,英次巫苦人 ;在知人上 ,以 自己搜求和属下荐举并亟 ,再辅以
“
询事考言

”[1闸和

∷修报诣礼 ,躬 入其室
”E1G彐

以考察验证 ;在任人上 ,主张用人须破资恪 ,用 人应不拘一格 ,力 图人尽

其才。据统计 d856— 1861年胡林翼引用人才达 50多 人[I7)。 胡林巽广泛引用人才充实官僚队伍 ,

并藉他们之力澄沽湖北吏治、改良经济和与太平军作战。此外 ,他对人才还讲求养育裁成之术 ,以

财养贤 ,重禄优饩 ,遇事苦心调护。由于胡林巽的罗致、培养 ,湖 北成为人才辐辏之地 ,胡林翼成为

人心向往之人”湖北官僚集团阵容得到加强 ,同时也为胡林翼自己培植起盘根错节的亲已势力。

胡林翼明于知人 ,举劾公允 ,他举荐的人才为当时及后世统治者所巫用。

再次 ,明 治体 ,注意官员行政。他认为
“
忠信明决

”
、
“
体验人竹物理

”El叼是官员行政的准则。他

要求省级官员给州县作出表率并体验他们的疾苦 ,做到
“
勿执已见 ,勿 拂人竹 ,说实话 ,干实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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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自田问来 ,无忘读书本色
”
吁叩;还要求州县官员脱尽衙门陋习,勤恳为官 ,依靠地方士绅 ,“ 不侮

鳏寡 ,不畏强御 ,不为劣绅富户所嗾伎
”Ez°〕。胡林翼自己也身体力行 ,为 官兢兢业业 ,劳 累而死。

∶3。 转变风尚,重塑价值观念。道咸之际 ,承平日久 ,文恬武嬉 ,人 心趋于浮伪,加上内忧外忠的

冲击 ,传统的名教文化等出现了严重危机。胡林翼在湖北采取 :笫 ∵ ,树立尚武之风。早在贵州时∷,

胡林翼就开始兴办保甲团练 ,思振武以预为之防[:l〕 ,组建黔勇。在湖北 ,他更普遍建立保甲团练 ,

并在此基础上扩编湘鄂军 ;同 时在武昌设立节义局 ,旌 奖阵亡的文武将弁及丫殉难
”
的官绅士女。

这样 ,湖北民风逐渐由怯懦转为强悍 ,形成敢战尚武的社会风尚,湖北也由此成为地主阶级的顽

固堡垒和湘鄂军的真源补给地。湖北民风的转变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笫

二 ,扬 弃传统名教文化。随外来经济文化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冲击 ,传统名教文化危机日重 ,胡

林翼大胆地扬弃了传统名教文化:一方面 ,重节孝 ,以 孝悌忠信为正风俗之本。在贵州旌奖节孝 ,

在湖北设节义局 ,奏 报表彰
“
殉难

”
官绅士女达 46794人 E|z]。 另一方面 ,兴学校 ,隆师巫儒重道 ,教

人务实学 ,培养具有孝悌忠信思想和通经致用才能的人才。笫三 ,丬对立尚实之风。胡林珉在湖北

侣导脚踏实地、为官为文为学以实的尚实之风 ,主张
“
经世致用

”E|3].学 校培养务实人才 ;撰文以
“
简约质朴之文为耍

”E:|彐 ;为政以实 ,严杜苟且、浮伪之习。       ∵

胡林珉在湖北改良政体、整饬吏治、治理社会风气 ,促进了晚沽中央集权向地方放权形势的

发展 ,促进了湖北吏治面貌和社会风气的大为改善 ,使湖北成为地主阶级的坚强堡垒。鬯国藩就

评其政治改良:“ 公之功在天下 ,以 吏治大变面目并变社会风气为笫一 ,荡平疆土二千里 ,犹 为次

著。
”E:闸 虽属溢美之辞 ,但仍反映出胡林翼政治改良的社会影响。        ∵

(二 )经济改良实践          1
1.重 农重商。有人认为胡林翼仍主张重农抑商 ,这种观点大可商榷。胡林翼与近代时期地主

阶级改革派魏源、林则徐、陶澍 ,甚至左宗棠、曾国藩一样 ,仍主张重
“
本

”
;同 时对工商业 (末 )的 :岱

度有所改变 ,开始注意照顾和维护商人的某些利益E:6彐 。

胡林翼认为
“
农 ,犹根本也

”E:闸 ,把农业仍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首位 ,采取劝农耕织、开垦

荒地、与民休息和栽酒减赋的政策。他要求州县官吏劝农耕作 ,惩办游玩 ,“息游忤而勤农桑 ,使斯

民各安本业 ,得尽力于农事
”匚z8彐

;耍求军队
“
寓屯田于防守、分汛之营 ,以 固其本

”匚⒛彐;还要求州县

官员与民休息 ,关心农民疾苦 ;同 时采取裁冗贺、禁浮收、均赋税和禁书差插手漕赋的扦l施 ,“宽其

意于钱漕 ,所以培本计而致厚于农民
”E3ll1。 胡林巽的农业政策始终表现了巫农培本思想。

`再看他对工商业的态度。胡林翼虽认为
“
商 ,犹枝叶也

”E31〕 ,但也看到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工

商业已发展成为重耍的经济部门,对 其加强管理并抽取一定税金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耍求。胡林翼

在湖北采取了系列措施 ,加强对工商业经济的管理。

认为胡林翼具有抑末思想的人多以胡林翼
“
严其法于厘金 ,所 以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

”
为其

观点的立足点。厄金初设的日的只是为了笄饷 ,并非为了抑商。实际上 ,创设厘金制庋已是经济

发展的耍求 ,因 此厘金制庋才在中国存续了几十年。胡林翼于湖北仿行厘金制度 ,也为了筹饷 ;整

饬厘金制度除了拜饷的目的外 ,还 为了杜绝贪官污吏浮取豪夺 ,苏 解商民之困 ;力Π上厘金征收方

便 ,对商、民都较平允。所以,胡林巽
“
严其法于厘金

”
目的在于开财源而致力于真事 ,同 时还有厉

禁吏胥中饱私肥的考虑 ,最主要考虑还:在 于不苛商贾、不扰百姓生活 ,并非∵独苛于商贾
”E3z彐 。如

有多收厘金 ,中 饱和、肥现象 ,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因此 ,胡林巽整顿厘金制庋并非抑制商人 ,实际

上是清除工商业税收中的弊病 ,为 繁荣工商业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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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舞商情∵胡林翼还洧理市场枳弊,加强市场管理、整顿。他奏请部颁牙帖:允许不论土著、

客民,均 准承充行户:3卩
],放宽了商民经商的限制。他还整顿行规 ,清理行货 ,体恤小贩 ,严惩奸商 ;

设课盐局、厘金局等进行征税和管理 ,同时加强总、局的稽核 ,严格厘金制度 ,严惩违法官员。这些

措施照顾和维护了商人利益 ,并为商民的经济活动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胡林翼还在整饬盐政中照顾盐商的利益。川盐运楚 ,他采取官运二而商运七的办法 ,而且允

许商民随官运 ,可免意外骚扰 ,维护了商贩的利益 ,又 可稳定湖北食盐供给。川盐到楚后 ,允许商

民捐领部帖后分销食盐 ,由 :课盐局征1吹 盐课厘。胡林翼则加强对局员的考核 ,以 防其侵蚀。胡林

翼盐政改革仍维护了盐商的利益。   ∶

⒉财税改良。首先建立湖北地方财税体系。1853年户部因财政空虚而允许各省将帅就地筹

饷 ,只 须每年向户部交纳定额:胡林翼采取了几项特施 ,建立了湖北地方财税体系。笫一 ,控制湖

北收支权。】856年 胡林巽与官文奏谪裁撤南北随营粮台,改并为武昌省城粮台总局 ,并可随时耐

支司库钱粮济饷 E卩
l彐 。1857年胡林翼于武昌设立总粮台和通省牙厘总局 ,“无论何项进款皆由粮台

弹收:无论何项开支 ,多 饬粮台批发 ,即 各厘局所收银钱均交粮台,总 厘金局不过照验清册雨

已
”E35]。 胡林翼直接控制总粮台,也就控制了湖北财政收支权◇笫二 ,控制湖北收支题奏权。湖北

“
规复

”
后 ,设立洧查局清理湖北财政收支。胡林翼要求主持清查局的李映菜、阎敬铭等人在奏报

时〃提纲挈领
”

(“ 不可稍有渗漏∵;户 部签驳 ,以 不奏明或随折声”l即 可E36]。 胡林翼通过控制清查

局 ,控 制了湖北收支题奏权。笫三 ,截 留京饷不解。湖北自太平天回起义后 ,除 邻省协饷外 ,库存

银两和新收银两概行移作军用 ,仍入不敷出。1860年户部万分支绌 ,耍求湖北提解 10万两解京。

但胡林翼千方百计拖延 ,最后户部只得同意其截留 5万两作湖北度支。笫四 ,自 设税收机构 ,自 办

捐税:1855年湖北设通省牙厘总、局 ,不用地方官而自派官员经理 ,以 后各省仿行:胡林翼还创办

米捐,捐额一减再减 :

其次整饬税收制庋。胡林翼为增加财政收入 ,对原有的钱漓、关税、盐课等税制进行整顿 ,严

革随规浮贽,综核名实 ,严杜官吏贪污中饱 ,使饯漕等税收大致归于旧额(盐课略过之 )。 钱漕一

项 ,“ 每年为民问省钱粮百四十氽万日j,为 币项增四十二万两 ,节 省提存银三十一万氽两。民与田

两利 ,而为州县裁革陋规几尽 ,然使有以自给 ,故 亦无怨者
”匚37彐 。盐诩t每年可得百氽万两匚38]。 胡林

翼通过整饬厘金制庋 ,用 士人收厘 ,严杜屮饱私肥 ,并将税种扩大到日用百货、盐、牙帖及洋药 (即

鸦片)等方面 ,每年湖北厘金收入达一百三四十万两。湖北经过税收改良,丁
`酒

、盐、厘四项 ,岁 入

己达四百
.余

万金E39彐 占

∶胡林翼理财思想有二 :一重正人心 ,宙国利民;二重用人。他认为 :“ 理财之事 ,原本圣学 ;其体
·

在正心 ,其 用在知人。
”[40]胡 林翼的正人心 ,实 际上是要官吏们明白公私利义之辨 ,一 切为公为

义。他还认为宙国应从利民著议 ,“ 富国之利 ,总须先从利民著议 ,乃有根本 ,乃有归宿
”匚姓闸

,“ 民以

财为元气 ,围以.民为元气
”E4丬 ,因 此 ,谋利之事应以

“
利民为本″E43]。 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在理

财中彳出还注重用人。他指出
“
理财之道 ,仍 以得人为先

”匚‘4彐
,“择人为理财之耍

”E-5),他不仅选拔人

才理财 ,而且于理财之屮Ⅱ亩寓察吏之法 ,使官吏能沽已奉公。

湖北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和税收的增加 ,不仅供给湖北财政 ,而且成为湘军最大的财库 ,为

扼杀太平天囤创造了经济物质条件。湖北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也为权力下移和以后地方督抚专

权割据创造了条件 ,因此它又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三 )军事改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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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择将原则。胡林翼认为治兵如振衣和结网,应先
“
提其领

”
、
“
挈其纲

”E咕 6彐

,选拔将领。胡林翼

择将不拘资恪 ,但耍求将领必须具各
“
有良心 ,有血性 ,有勇气 ,有智略

”E处闸,叩 应具备
“
勇、才(品

'
三种素质。因为

“
真莩毕竞归于豪杰一流

”E4朗
,“ 尚须从气概中讲求

”E刂叼,应择刃将 ;除 此而外。还须∷

“
智略是以知真 ,器 识足以服众

”E5°彐,选择有才能的将领 ;还须选择廉洁并能为清政府及统治阶级

效忠的将领 ,叩 有
“
良心、血性

”
的将领。胡林翼的择将思想虽受其阶级观局限 ,但又是符含军事科

学要求的 ,即将领应具有为某种政治势力效忠的思想 ,又具有勇、才、品的素质。正因为这样 ,他的

择将思想才为后世治军者蔡锷、张学良等继承。                    ⋯

2.建军思想。胡林翼建军首先重视
“
提纲领

”E51彐 。他与曾国藩一样都继承了戚继光营制 ,以 营

为单位 ,先选将后芥兵 ,逐 级召募 ,层 层负责。将领士兵多以同学、乡友、亲戚关系相联结 ,士兵选

用上 ,除 用家乡本地人外 ,还专挑山乡百技艺之人。英次 ,且视不断Ι新武器装各,主张∵冷热真器

相问配置
”E5:彐 ,重视火器的作用 ,到 处搜求洋枪洋炮装各湘鄂军。笫三 ,厍饷养兵。他制定的鄂军

兵饷十分优厍 ,将士除个人生活外 ,还 可补贴家用并有所积芾 ,一改绿营低饷旧制。笫四,力汰劣

将羸兵。                                  I
^胡林翼于建军时就将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宗法制贯穿于建制中 ;同 时从真员来源、饷章及兵

器配侨上保障了军队内祁的团结和战斗力;将帅苴按控制军队组建、调逍、撤换和财务权 ,从而规

定了兵饷合一、军政合一和军权、财权与用人权含一的兵为将有、真为督抚所有的军政制度。

3.治军思想。胡林翼管理湘鄂军 ,采取了:笫 一 ,严格纪律。他制定了严格的鄂军章程和营规 ,

加强鄂军的管理和教育 ,同 时
“
宽严相济

”
、
“
恩威并用

”
。笫二 ,军 队内部关系上 ,强 调Ⅱ师克在

和
”E53〕 ,并对湘军将帅苦心调护 ,倾心结纳。笫三 ,军 民关系上 ,耍求军队

“
爱民

”
,体恤民艰 ,不扰

百姓。笫四 ,军政关系上 ,力 图
“
军政合-”。他深知督抚事权与兵权缺一不可。∵庆、光之问 ,部库

有余 ,则 握有真符者尚可有为。至今日,则 兵无可调 ,惟有募勇 ,饷 无可谪 ,惟有 自筹。
”匚5叩统兵将

领只有握有督抚事权 ,荠勇筹饷才有基地和依援。因此 ,他极力为曾囤藩、左宗棠谋取地方权力。i

他还洞悉地方督抚有真有将的奥妙 ,极 力控制和扩充湘鄂军 ,不准他人染指。胡林巽通过握有兵

权而得授地方督抚 ,军权与政权得到初步结合;他还通过一系列廿施 ,使 军、政、财权结合进
一

步

巩固 ,湖 北首先出现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

三、经世改 良思想的特虍、和影响

(一 )胡林珉是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经世改革家

胡林翼的思想源于前人而又超过前人 ,即 便在同时代人中亦X仁有匹敌者。胡林翼思想苴接来

源于陶澍、林则徐等地主阶级经世改革派 ,这 点已如前文所述。胡林翼在政治上继承了陶(林等入

的人治思想 ,在整饬吏政中,重视察吏和选用贤能、打击参劾不法官吏 ,尤其严格限制胥役参政。

同时 ,通过交欢官文 ,包揽湖北权力,使原未的中央集权体制得到改良,这是前人所不敢想而同时

代人亦难匹敌者 ,即 使曾国藩亦不能如此 ,而且不敢如此。在经济方面 ,继承了陶、林改革盐政叩

采纳票盐法和革除漕弊的重农而不抑商的经济思想和主张 ,并 在实践中创设牙厘捐帖制度 ,设

盐、厘局 ,用 士绅佐理局务 ,使厘金和盐政制度得到完普 ;在泔政改革中实行漓粮改折
`裁

漕减赋

政策 ,革除湖北二百余年来的弊病。他的经济改良思想不仅发展了陶、林思想 ,而且为同时代人所

效法。军事方而 ,胡 林英与自田藩等人一起创建了湘军制度 ,革 除了绿营制度的弊端 ,使 申囤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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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发生了变革。胡林翼在建军、治军及战术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建军上,主张召募制、

厚饷制、真将与兵饷合一制 ;在治军方而,讲求内部团结、军民协调1军政合工;战略战术上 ,与 曾

国藩相比,显得豇宏阔而切实;这都为其它湘系将帅所不能企及。特别是他利用地方事权 ,经营湘

军,扩大湘系实力,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囝,规划东南政局,实为当时人中独一无二者。 ∷

(二 9胡林翼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

首先,亟农而不抑商的思想反映了商 IⅠlI经 济发展的耍求。19世纪 50-60年代:中 囤白然经

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在沿江沿海地区已相当繁荣 ,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市

民力量有所加强并已开始要求发展工商业,湖 北的情况也不例外。胡林巽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思

想,而且与同时代左宗棠、曾国藩等人一样 ,看到了社会经济的变化,部主张重农而不抑商。在具

体的经济政策中,L方而重农 ,以农为本 ;另 一方面在商业和盐政改革中鼓励和扶持商业 ,力 求发

展商品经济 ,维护商人利益。正是回、胡、李等一批人主张亟农而不抑商 ,实施重农而不抑商政策 ,

才导致洋务运动产生 ,从 而引发中田近代工业的兴起。胡林翼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与地

主阶级顽田派 n勺 重本抑末U、 想相比。页适应社会经济的耍求 ,成 为反映时代经济条件的先进思

想。

英次 ,军骈改革适应了近代冷热真器并用而以冷兵嚣为主时代战争的要求。19世 纪 50年

代 ,军事历史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 ,不仅沽方 ,而且太平天田也采用了火器如大炮、火枪等先

进武器 :这使原来普遍采用的城堡守御战让位于攻防相兼的野战形式。战争方式的变化 ,耍求军

事制庋本身进行变苹以相适应。原有的绿营制庋不仅真将世袭 ,而△l.真将分离“真饷分离 ,这显然

与要求兵强将栉、调度灵活、运转方便的攻势防御战争不相适应。胡林爽力图将 H1丨 军制庋建成兵

饷合一、军政合一、兵将合一、厂Π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的军政一阵∫匕n勹 政治制度 ,以适应冷热兵

器并用时代战争的要求 ;在指导湘军作战中,采取攻守结合n勹
“一处合田,数 路配战

”
的战役格局 ,

这都反映出胡林翼顺应军乎历史要求的先进之处。

最后 ,政治上曲地方包揽权力的主张 ,则反映了中央柒权逐渐衰落时JUl政体变化的耍求。咸

同时期 ,山 于国内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 ,中 央柒权政体已不能适应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形

势耍求。工用汉人 ,授 命他们为地方督抚 ,帮助清王朝镇压回内外敌人 ,已成为沽政府不得不实施

的权宜之策。随带兵将领登上督抚宝座 ,军权与政权相结合,财权也逐渐下移地方 ,督抚专权局面

最终形成。胡林翼在政治上包揽权力的主张和行动,适应了这一时期政体变化要求 ,湖北也首先

形成地方巡抚专权局而。

(三 )胡林翼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胡林翼的阶级意识相当强烈 ,甚至超过田、左。他意识到盗贼充斥之天下 ,“ 与叛田叛藩 ,可避

地避世者不同
”E55],“ 爿盯坨杀贼 ,即 贼杀我

”E5闸 。因此 ,胡 林翼为维护封矬统治而对太平天囤等农民

起义残酷镇压 ,双手沾满了起义农民的鲜血。同Π寸,为 了维护满沽封建统治 ,一方而用封建伦理逍

德(忠孝绳削自己;另 ∵方面又屡屡劝诫湘系人物不可世故太深 ,不可依违因衍 ,要 为封建统治出

力效忠。面对社会危机 ,他采取社会改良,消 弭将要发生的农民起义 ,目 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

治。他整饬吏治、包揽权力,目 的是改善官僚行政制度 ,协调官民关系,避 免因官吏腐败而引起人

民起义发生 ;改 良经济 ,苹除弊病 ,打击不法官员吏胥 ,调整利益分配 ,从而协调农、工、商各阶级

与政府的关系及其行业内部关系,防 止因贫困和剥削过重而发生农民起义 ;他的军事制度及文教

等方面变荜更直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胡林翼绞杀太平天国的行为以及一系列旨在挽救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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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改 良持施 ,延缓了清王朔的灭亡 ,并加速了农 民起义的失败 ,是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一

而。

总之 ,胡 林翼是近代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 ,是 地主阶级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和饮压太平天国

的罪魁祸首 。我们应该全面地研究他 ,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具体J出分析他的思想 ,对他作

出一分为二 、褒贬适度的评价 。总、体来看 ,胡 林巽的改 良思想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耍 ,不仅超越了

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 、陶澍等人的思想 ,而 且在同时代人中也难有匹敌者 ,这是值得肯定的一

而 ;他参与锬压农 民起义 ,维护封建统治利益 ,这 是他的阶级局限性 ,也是该否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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