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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泰文化之旅之翁同龢纪念馆篇 

 

自从我们每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注定一场旅程的开启。二〇二〇年是不寻

常的一个年度，包括上帝也没能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疫情会横扫全球。在

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都已陆续复工复产和复学，疫情防控工作进

入了常态化阶段，我也开启了“常（熟）泰（州）”之旅。 

 

--题记 

 

为什么会选择常熟和泰州之旅呢？说起来也很巧，今年由于疫情，我写了几

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意外地获得了“青年作家网”和“中国散文网”举办的征文

比赛的奖项。正因如此，我有幸了结识了“青年作家网”一位妈妈级的签约女作

家，她的笔名叫“卡兰诺”，来自浙江杭州，我称呼她“卡卡姐”。通过与“卡卡

姐”交流，我得知她要去常熟市图书馆参加“一意在书”阅读快闪活动。于是，

我遂决定九月中旬休年假前往常熟旅游。 

 

在常熟图书馆王馆长陪同下参观了网红图书馆后，经王馆长推介和打招呼，

我步行前往距图书馆不远的翁氏故居（翁同龢纪念馆）参观。王馆长告诉我，他

在就任图书馆馆长之前，在翁氏故居（翁同龢纪念馆）担任馆长十二年了。王馆

长对翁氏翁学颇有研究，可以说是一名文化学者，他参与编辑出版了《常熟翁氏

藏书研究》、《海虞翁氏女诗人集三种》、《笙华书屋试帖稿》等翁氏书籍。 

 

翁氏故居（翁同龢纪念馆）位于常熟市城区翁家巷门 2号，是典型的江南官

绅宅第建筑，遵循以中轴为主的形制格局，分东、中、西三部分，是国内完整体

现明清时期江南名门望族住宅特点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二年以“翁心存故居”之

名列为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主厅“彩衣堂”二〇〇一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氏故居始建于明代，原为桑氏所有，隆庆年间为严澂所有，后数易其主。

清道光十三年（一八八三年），翁心存从仲氏购得，其子翁同龢等在此成长。总

占地约 6,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500平方米。彩衣堂为明晚期建筑，位于翁

氏故居主轴线第三进，为故居的主厅，原称“森桂”，后改称“丛桂”，翁心存改

建后改称“彩衣堂”，取二十四孝老莱子衣彩娱亲之意。“彩衣堂”为五架梁并轩

前后廊九椽屋，面阔三间，硬山顶，面积 235 平方米，堂内梁柱等处的彩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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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艺术价值，是苏式彩绘的代表作。 

 

一九九〇年，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将世业捐献给国家，

常熟市政府遂将此宅立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兴庆亲书“翁氏故居”门额，爱新觉

罗·溥杰先生题写了馆名。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翁同龢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翁同龢（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九日－一九〇四年七月四日），字叔平，号松禅，

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晚清书法家、状元。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

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 

 

翁同龢幼年时的国学教育系由其母亲与姐姐教导完成。翁同龢的妻子为汤夫

人，妾陆氏。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参加科举得恩贡，咸丰六年（一八五

六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陕西学政，因病回京。同治十二年（一八七

三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同治帝下令重审

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 

 

记得二〇〇三年春，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曾播出过一部史诗般的电视剧

《走向共和》（共 68 集，59集为删减版），其中第七集讲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

日本天皇一日一餐，全民募捐，一心只为购买吉野号远洋舰，并进攻大清国。醇

亲王奕譞过世（一八九一年），庆郡王奕劻接任修葺颐和园。时任清朝“财政部

长”的翁同龢不愿给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拨银子购买炮弹，却批了银子给商人李光

昭，从南洋购木材造园子。香港关于翁李矛盾，我在常泰之旅期间利用晚间休息

时间还同历史爱好者我的大学沈姓同学电话讨论了许久。 

 

他在电话中向我娓娓道来了其中缘由。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道光进士，官

至安徽巡抚，遭李鸿章弹劾遣戍，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

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 

 

翁同龢对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务运动颇为排斥，对于该运动也有

所批评，并影响往后光绪帝亲政后的举措。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

洋水师，光绪十七年，暂停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两年。 

 

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

“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翁李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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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宣告了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

动的破产。 

 

说起来，这事只能怪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自己一错再错，当时清军和太平军

在安徽的战况焦灼，翁同书身为巡抚先是失守定远，弃城逃往寿州；后来匪贼苗

沛霖攻寿州，翁同书竟配合他逮捕、杀害地方团练乡绅，事后又对朝廷谎称苗沛

霖是忠义有功之士，相当荒唐。 

 

曾国藩在奏折中将这些事情巧为陈述，翁同书身为封疆大吏丢城失地，又附

逆杀害团练乡绅破坏皖省大局，最后更是欺瞒朝廷欺君罔上，三大罪责件件都是

死罪。 

 

但饶是如此，翁家几代耕耘毕竟根深蒂固，翁同书这些斩立决的罪状被判成

斩监候（死缓），斩监候随后被拖成无限期延期，延着延着就被变成了流放（死

罪不了了之），最后很牛叉地流放出一个戴罪立功，又混成一个官。如果不是他

运气差自己病死，要不了几年官位必定又升上去了。 

 

翁、李二人在内政上的政见大体上都有着相通之处，他们的冲突集中体现在

对外事务上。李鸿章的自我定位是糊裱匠，始终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不过以守疆

土，保和局而已”，虽然他是一个实干派，但却是一个消极的实干派，他困于自

守自保的思想局限之中，缺少超越洋人、自立自强的理想和勇气。关于李鸿章的

评价，我在二〇一六年国庆长假期间曾游览过位于安徽合肥淮河路步行街的李鸿

章故居，当年写下了《走访李鸿章故居》一文，文中亦有叙及。 

 

而翁同龢则大不一样，这位帝师仍有着大国上邦的气概，深受儒家文化熏陶

的他却又并不顽固保守，他既接受洋务运动也积极参与维新变法，他始终没有放

弃为国运的抗争，他面对西方坚决主战、逢事必争，并且遇事不失理性，他支持

可行的行事策略和有能力行事的人，而并非是不加选择、不顾现实地空喊高调。 

 

翁同龢在光绪帝主导的戊戌变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影响光绪帝一生的

人，时常被称为帝党人物。在光绪帝亲政期间，影响光绪帝许多政策，也得罪了

不少洋务派的官员。然而翁同龢并非对变革有热忱的人，对慈安、慈禧两宫太后

所推行的洋务运动有所批评，并常以此告诫光绪帝，使他深信不疑。光绪帝亲政

后，慈禧命翁同龢主掌户部，握有财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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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翁同龢都为中国的走向共和做了许多事情。他们的一致与对立，都

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他们的失败，共同的原因是：一个精明强悍的慈禧太后横在

历史进化的道路上，把封建专制的威权发挥到极致，把本来可以和平变革的维新

运动遏止。那么，中国就只能走武力革命的道路了。历史正是这样，孙中山倡导

的革命起义，一次接一次，终于成功。 

 

翁氏故居还设有家风传习馆，让我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

家风。展馆主要陈列有：世系影像，家训家风，翁氏家教，修身处世，翁氏藏书，

家风传习等内容。 

 

翁氏家风的孕育和传递，体现了一个家族独特的文化品格，透过清白家风，

坚守书香门第的文化定位，重视品行修养与文化传承。翁氏家风不仅是常熟独特

的文化符号，也是当今社会值得汲取养液的精神品牌。翁氏家风所呈现的价值理

念、道德规范和立身处世，蕴含着丰富的正能量，具有强大的榜样性和践行性。

（完） 

 

 

 

作者写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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