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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文化旅游局夏冬波在题目为《由李鸿章

家族传承〈兰亭集序〉看近现代书风转捩》的文章

中，提出李鸿章十分重视对《兰亭集序》的临习传

承，其兄弟也十分重视文墨修养，认为从李鸿章家

族传承的《兰亭集序》可以看出近现代碑帖书风的

转变。

李鸿章早年书风的基调受曾国藩影响极大。

曾国藩取法柳公权、赵孟頫，为“二王”帖派；李鸿章

取法欧阳询、赵孟頫，也是“二王”门径。在其《致鹤

章弟》家书中，详细论及他的书法主张，对“二王”书

法进行了深入剖析，教诲兄弟子侄重视书法学习。

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时期，即将王羲之《兰亭

序》《圣教序》置于案头，尤以习《兰亭序》视为“养

心字”。吴汝纶记述里的李鸿章书法为“当代一

人”，每天黎明起床就临写《兰亭序》百字。夏冬波

评论道，在近现代合肥书法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

深远的当属合肥沈用熙、张子开为代表的“邓包书

派”，孜孜以求从《兰亭序》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

的书法内涵。李鸿章家族成员也深受“邓包书派”

影响。李鹤章之孙李国松、李国筠兄弟饱受浸染。

“今人观王羲之《兰亭序》，从分析近现代以来合肥

李鸿章家族传承《兰亭序》的书风转捩，以艺术的

立场重新审视已有千年历史的‘兰亭’书风，探其渊

源，析其流变，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前，由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安徽奥亚教育

集团联合主办“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

暨2022年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年会开幕式在合

肥举办。会议以“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

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作为晚清政坛的重要力量，李鸿章及其淮系

集团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作出了不容忽视

的贡献：奉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领，

先后创建了淮军与北洋水师两支近代化的军队，

并创办早期的军工企业，和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

局等民用企业，并派遣多起赴美赴欧留学生、创办

新式军事学堂、发起兴建了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

路——唐胥铁路。

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纷纷表示，不能忽略

李鸿章在我国近代化道路上的贡献，他的言行对

早期近代化的驱动有深刻影响，研究“李鸿章与中

国近代化”有助于学习中国革命史。

记者 张亚琴

安徽人李鸿章安徽人李鸿章
与中国近代化与中国近代化

1880年，刘铭传上奏朝廷《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首次明确提出修筑铁路对于巩固国防的重要意义，得到

了李鸿章的全力支持，也应谕上奏《妥议铁路事宜折》。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朱从兵教授对李鸿章的这份奏折做

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这是李鸿章第一次将自己的铁

路建设思想全面地付诸奏章，也是一份要求中国建设铁

路的宣言书和基本纲领：在中国建设铁路是顺应“天地

自然之大势”；其次，他从正反两方面辨明铁路的利弊，

并从人们一般的认识论阐明朝廷决计创办的必要性。

在朱从兵的解读中，奏折还提出如何建铁路的方法：

“李鸿章对铁路建设一开始也是准备持久战的，在规划、

经费、人才、煤铁等方面都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此前，他

一直主张要待煤铁开采有效再兴建铁路，此时，趁着刘铭

传建言的机会，他主张边建铁路，边采煤铁，以减少煤铁

从外洋的进口。这说明李鸿章已经意识到铁路建设的紧

迫性了。由于奕譞建议铁路可以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

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 岸’，因此，李鸿章进一步认

识到试办铁路的重要性。1881年2月2日，他在给奕譞中

的信中也提出了必须‘导以先路’的想法。因此，他在对

铁路态度不断变化的同时，果断主持一些铁路的筹办试

办工作，积极参与一些铁路的开创事宜。”

1881年初，李鸿章授意开平矿务局再奏请修筑唐胥

铁路，于当年6月建成通车。李鸿章对修建铁路的积极

支持，也让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对安徽的铁路建设起到

了推进作用。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周乾教授在研讨中提出，安徽的

芜广铁路自倡导、启动、兴建到最后夭折的全过程，众多

淮系集团核心成员都参与其中，修筑安徽第一条铁路的

总办便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毫无疑问，没有他们

的鼓动、支持和参与，这条铁路的上马是不可想象的；同

样，铁路工程的最后夭折，与这个集团本身的保守封闭、

目光短浅、自私狭隘、内部分化以及时代和历史的束缚与

局限，也是分不开的。在这6年中，出任或题名出任芜广

铁路总办的皖省官绅前后共有6位，他们都与淮系集团

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本身就是淮系集团的核心成员。

安徽桐城人吴汝纶中进士后，先为曾国藩罗致

到幕府中，后到李鸿章麾下，相继长达20余年。

虽然曾国藩为李鸿章之师，但老乡吴汝纶偶尔

会表现出对李鸿章更高的评价——在外交上更胜

一筹。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光光指出，吴汝纶

在李鸿章幕府中任事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左

右。他能写一手好文章，尤其擅长奏章，李鸿章的

奏稿、电报，多为吴汝纶代笔。因此，吴汝纶善于

策划、计谋，也是为李鸿章所器重的又一个因素。

1889年，吴汝纶的身份从一名朝廷命官转换成保

定莲池书院的主讲，长达14年之久。吴汝纶虽是

莲池书院的山长，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担当起李鸿

章幕僚的角色。

曾光光说，在论述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时，有

点值得关注：甲午战争后，朝野内外一片倒李之

声。在这种政治局势下，吴汝纶竭力写了不少文章

为李鸿章辩护，在他眼中，李鸿章就是独撑危局的

栋梁。后来李鸿章的去世，让吴汝纶无所牵挂了：

“公在众忌，公没谁嗣。”失去人生可倚靠的最后一

棵大树，吴氏之悲发诸内心。1902年10月，吴汝纶

从日本回国，在安庆谋划创办桐城中学。第二年因

突然发病医治无效，在桐城刘庄老家去世。

与铁路：
促进淮系集团对安徽铁路建设的推动

与吴汝纶：是李鸿章手下不是幕僚的幕僚

与书法：重视对《兰亭集序》的临习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