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光皇帝可算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倒霉蛋，他

1820

年继

承皇位，即位的头

20

年里，几

乎没有一年不遭遇困厄———

水灾、旱灾、饥荒、暴动、叛变。

而在

1839

年前后，新涌现的困

厄则集中在一种鬼魅之花的

果实上，那就是鸦片。

晚清时，世界上其他国家

也有服食鸦片的吸毒者，但只

有中国人使用吸食的法子。 鸦

片吸食大约是明末荷兰人传

到台湾，再传到大陆。 雍正、嘉

庆等朝曾几度查禁鸦片，但吸

食之风却始终未曾根绝。 到

1837

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已从

1796

年的几百箱增加到

4

万

箱， 每年流失白银达数千万

两，民间也是烟馆遍布，乌烟

瘴气，甚至绿营士兵也多吸食

鸦片，军队战斗力之弱可想而

知。

这时候，禁烟的呼声终于

占据了主流，道光皇帝也下了

禁烟的决心。 于是，时任湖广

总督的林则徐进入了朝廷的

视野，多年来，他一直以精明

廉洁、 雷厉风行的形象出现，

并且也是长期支持禁烟的重

臣之一。 诏书下达，林则徐作

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禁烟，从

此走上“英雄之路”。

林则徐禁烟的事迹已为

多种书籍记载 ， 本文不再赘

述，概言之，他

1839

年

3

月

10

日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至

5

月

21

日共收缴

20291

箱

鸦片， 并于

6

月份全部销毁。

这次禁毒的成绩与效率，在今

天看来，仍是相当了不起的。

◆

林则徐

偏见

的侧面

◎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

刺步伐俱非所娴， 而腿足裹

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

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

不可制也。 ”

林则徐曾被誉为近代中

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

也确实担得起这个称号。 在广

州期间，他组织人手翻译外文

新闻纸 ，节译政治 、军事等书

籍，甚至首次选译了当时通行

的《国际法》。

林则徐还相信西医 ，

1839

年，他曾向广州教会医疗协会

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

药物。 但是这所协会不是最好

的求助地方，因为它的第二大

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国人在

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 后来，

林则徐提议，对在

18

月内无法

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

刑。

林则徐自己还使用西医

疗法。 也是

1839

年，他因小肠

疝气而拜访了一位叫彼德·帕

克的传教士的诊所。 这位毕业

于耶鲁大学的医师给林则徐

安了疝带， 缓解了他的痛苦，

而且送给他

5

条疝带———这是

彼德的全部存货。

但任何人都难免有时代局

限， 相对开明的林则徐也不例

外。

比如， 他认为洋人士兵因

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

盖。

1839

年

9

月，他给皇上的

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

击刺步伐俱非所娴， 而腿足裹

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

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是其强非

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

行的一种荒谬见解， 洋人腿不

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

就无可作为。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时期，定海沦陷后，林则徐鼓励

军民奋勇杀敌， 仍然认为英国

人膝盖不能弯 ，“一仆不能复

起”，可任大家宰割。 对洋人的

坚船利炮， 林则徐也有着奇怪

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 无非

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

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

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

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

基于这些偏见， 林则徐相

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 他在

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也

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面发起

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

起， 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

登陆部队的配合下，攻陷炮台。

事后， 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

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

怪， 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

面攻击的设施， 就像是欢迎我

们回家的摆设。 ”

更奇特的是， 林则徐认为

洋人嗜吃牛羊肉， 若没有从我

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作为辅食，

将会消化不良而死。 在与道光

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

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

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

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

叶、 湖丝等类， 皆中国宝贵之

产。 外国若不得此， 即无以为

命。 ”

这些偏见， 难免会使林则

徐自信心“爆棚”，加上对国际

外交惯例的不熟悉， 从而做出

一些莽撞的事儿来。

◆

林则徐

莽撞

的侧面

◎

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

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

件，就被处死。

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

中， 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

法颇有微词，认为实在莽撞了。

一是他在禁烟初期， 对广

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 严密隔

离一切外侨。 这种做法实在是

一竿子打倒一船人， 被隔绝的

人中， 不少人并未染指鸦片贸

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

此种做法， 实际上已酿成了一

个不小的外交事故。 这就好比

如今广州有一些外国人从事贩

毒， 政府却直接把各国大使馆

查封，并软禁所有人员。 当然，

在林则徐那个时代， 中国连专

门的外交部门都没有， 更别谈

外交准则了， 林则徐做出如此

强硬的举动，出于禁毒心切，也

可以理解。

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

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

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

洲文字的信件， 就被处死。 同

时，食品，甚至一桶水，都不能

被带进商馆。封锁过程中，交涉

到矛盾激化时， 林则徐还找工

人去商馆周围砌墙， 彻底将商

馆变成监狱。 直到英方商业代

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

方商人， 而不太注意扑杀中国

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 对吸食

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

术，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

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

1839

年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

年

9

月，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

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

海面。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

林则徐的禁毒手法则显得相对

单调、粗暴，没能取得哪怕暂时

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

是在收缴鸦片后， 要外商写保

证书，以后永不夹带鸦片，违者

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

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

不但对签署者有效， 对其船上

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

签署这个保证书， 等于是替将

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

“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

矛盾进一步激化。

现在看来， 林则徐的想法

比较朴素，他在一个奏折中称，

外国人重信用， 所以要求他们

签署“具结”，也就是保证书，可

以一劳永逸。他那个时代，当然

考虑不到立法的问题， 只能做

出如此要求。但那时，外交沟通

毕竟不如安琪儿的皮肤般润

滑，一边固执到如石头，一边倔

强到如牛头， 且各按自己国家

的法律条规、 风俗习惯等来思

考、处理问题，结局自然只有一

拍两散。

顺便说一下， 在这里使用

的“莽撞 ”， 丝毫没有贬义 ，

只是一种客观形容。 事实上，

林则徐当年的莽撞， 也是出于

一腔爱国热忱， 以及对鸦片的

痛恨。 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

微词， 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 “英国

虽不反对禁烟， 但反对中国再

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 这样一

来， 禁等于不禁， 因为以中国

的国力及国情， 用文忠的方法

尚有一线之望， 不用则全无禁

烟的希望。 ”

◆

林则徐

遮掩

的侧面

◎

1842 年，在流放伊犁的

途中， 他给友人写信中也说：

“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

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

何！ ”但遗憾的是，他并不想更

多的人知道这个现实， 这封信

他也请朋友不能给其他人看。

中国旧大臣在上奏军情时

往往有种积习， 那就是粉饰撒

谎，明明是大败，也要说成“我

军伤亡颇多， 然敌方死伤更

众”，以骗取龙颜不怒。很遗憾，

林则徐也不能免俗。

1839

年穿鼻战役后，关天

培报告林则徐，中方大胜，击沉

几艘英国船，并造成英军

50

多

人死伤。 其实英军此役无任何

人员损伤。 参与此役的一个英

方军官事后在书信中刻薄地嘲

笑说：“中国炮台上似乎是在放

烟花。 ”按常理，林则徐应该调

查真实战况（当然，也有可能被

蒙蔽）， 却全盘按照军方的报

告，上奏汇报大捷。

这种做法， 当然大大激发

了道光皇帝的战斗热情， 他在

接到林则徐关于九龙山炮战的

报告后， 意气风发地批示：“朕

不虑卿等孟浪， 但戒卿等不可

畏葸。”意思大约是：好好干，杀

得洋毛子全滚蛋！ 林则徐等也

很配合，不断奏报大捷，更敞开

了说大话，比如“接仗六次，俱

系全胜”云云，把道光皇帝的胃

口吊得很高。

1839

年

9

月，已经清楚双

方军事实力，明白“扛不住”了

的林则徐又上奏说：“英国商人

苟知悔悟，尽许回头。 ”结果道

光皇帝批示道：“不应如此，恐

失体制。 ” 弄得林则徐进退维

谷。

实际上，

1840

年时， 清朝

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将

领腐化，装备落后，完全无法抵

挡任何一个西方强国的军队。

如《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军

队中贪污盛行，士气不振，有的

部队花名册上只有极少一部分

实有其人； 武器只有老式的火

枪、梭镖和弓箭等；而且中国人

一贯尊崇读书人出身的文官，

轻视武夫。因此，中国军队毫无

准备， 在清帝国一旦不得不面

对沉重压力时， 无法担当起国

防的重任。 ”

对此， 林则徐逐渐有了深

刻的认识， 尤其是双方军备的

差距，特别是西洋大炮的威力。

1842

年， 在流放伊犁的途中，

他给友人写信中也说：“第一要

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

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但

遗憾的是， 他并不想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现实， 这封信他也请

朋友不能给其他人看。此后，林

则徐东山再起， 又做陕甘总督

和云贵总督，却不曾倡导改革，

也未曾公开宣传过中外强弱悬

殊。在后一方面，林则徐遮遮掩

掩， 还不如抚夷派的琦善、耆

英———他们至少给了怀有天朝

大国美梦的士大夫们一瓢冷

水———而林则徐却终身对此缄

口。 （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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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鲜为人知的三个侧面

■

延伸阅读

小疵不掩杰士本色

宋石男

蒋廷黻曾说： “林

文忠公 （则徐） 无疑是

中 国 旧 文 化 最 好 的 产

品”， 我对此很同意。 按

孟子“知人论世” 的说

法， 就林则徐的一生来

看， 即使有种种时代局

限， 他仍不失为慷慨磊

落、 高风亮节的一代杰

士。 毕竟， 一个不完美

的英雄仍是英雄， 而一

只完美的苍蝇仍不过是

苍蝇。

俯瞰其一生，不论禁

烟、治水、平乱，还是勘察

开矿、建设边疆，林则徐

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其

个人节操，则为海内外公

认。当时跟他打交道的一

个外国对手都承认，林则

徐与同时代的清朝官吏

很不一样 ，“他似乎完全

没有徇私舞弊的积习”。

林则徐先后主持过

河工和盐政，二者都是所

谓“肥缺”，他却从未闹出

过与金钱有关的绯闻。而

在禁毒期间，有人怀疑他

要偷着转卖收缴的部分

鸦片，但就连极恨他的英

国人最后也承认：林则徐

并未舞弊。

任云贵总督平息云

贵汉回纠纷时，林则徐坚

持：“只分良莠， 不分汉

回”， 这又是何等可贵的

民族平等胸襟！

在东河治理水利时，

他极精明干练， 调查者

认为“向来河臣查验料

垛 ， 从 未 有 如 此 认 真

者 ” 。 而在伊犁充军路

上 ， 他还被临时抽去督

办治河， 功成后继续去

伊犁充军 。 在路上 ， 他

写出了“苟利国家生死

以 ， 岂因祸福避趋之 ”

的千古名句， 这也是他

一生的写照。

每年的 6 月 26 日是

国际禁毒日，抄一首林文

忠公的禁烟词于末尾，且

让我们听听他一百多年

前发出的关于禁毒的声

音。

《高阳台·和嶰筠前

辈韵》：玉粟收余，金丝种

后，蕃航别有蛮烟。 双管

横陈，何人对拥无眠？ 不

知呼吸成滋味， 爱挑灯，

夜永如年。 最堪怜，是一

丸泥，损万缗钱。

春雷 欻 破 零 丁 穴 ，

笑蜃楼气尽， 无复灰燃。

沙角台高 ， 乱帆收向天

边 。 浮槎漫许陪霓节 ，

看澄波， 似镜长圆 。 更

应传， 绝岛重洋， 取次

回舷。

林公则徐纪念碑

林则徐画像

林则徐雕像

关于林则徐，我们长期将其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历史英雄来看待，因此，他在“高大全”以外

的一些侧面，也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 本文主要谈谈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及随后的外交、军

事行动中的一些不为人熟知的事情，以勾勒出他的侧面轮廓。 如在文末阐述的，林公的这些侧

面轮廓，也许不很好看，但只会使他的形象更加全面、真实、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