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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界虽然已经给李昭寿其人定性�但是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有“历史之同情”。李昭寿降清之前�曾为太平天国的
北伐西征、招抚捻军、镇守皖北、再解京围做出过重大军事贡献�而且其突然降清的原因复杂�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李昭寿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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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来�对李昭寿的评价可谓反面居多。曾
有人议论说：“古之乱臣贼子�皆利之一念基之也
……。杀之诚是也�独恨其不早耳！” ［1］454罗尔纲先生
对于他的死�评价说：“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叛徒�最
后还是滚在自己的血泊中结束了肮脏的一生” ［2］2668。
贾熟村则称他为“地主阶级的骑墙派” ［3］412�一个“鸡
鸣狗盗之徒�流氓无产者” ［4］。他先是结捻造反�后又
暂降清朝�不久又投入太平天国�最后彻底投靠清廷。
在这一过程中�其部众势力发展迅猛�兵力最多时达
五六万人�势力范围横跨皖北、苏北的千里之地�军队
驻扎于滁州、来安、全椒、六合、浦口、江浦、天长、盱
眙、临淮、五河、蚌埠等处。胜保在奏折中认为“李昭
寿之向背�实为全局之转关” ［5］卷46�16-17�谢兴尧评价他
“确为关系两方存亡之人物” ［6］212。不过�以往的研究
对李昭寿的评判带有时代和意识形态的烙印�未能全
面、客观地看待李昭寿�忽视了他为太平军做出的贡
献本文探讨李昭寿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贡献�旨在全面
客观地了解李昭寿其人�并非为其翻案�这也是推进
李昭寿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一、李昭寿其人
李昭寿�字松崖�河南固始县老楼人。［7］79、102反

清之时�被清人记载称作“兆受”或“兆寿”�降清后赐
名“世忠”�号良臣。出身破落的地主家庭�“李于固
亦巨姓” ［8］295。家族败落后�在长期的流浪过程中养
成了流氓无产者的癖性�同时练就了一身武艺。据
记载：“兆寿幼贫贱�秃而黠。常从村塾读�辄亡去。
父母索之�乃得之簷壁上；由是里人多失金�而其家

鸡豚日益。久之�遂能竿上立�壁上行。宗族咸贱之
呼：‘贼秃’。” ［8］295可见�李昭寿其人不能简单地以地
主、农民来划分其阶层�他的身上更多地具有流氓无
产者的特征。这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价值取向－－－
惟利是图�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李昭寿青年时饱
受囹圄之苦�牢狱的经历促成了他后来的反清举动�
与他后来表现出的不坚定的政治立场不无关系。他
在讲述其反清原因时说：“前因世乱难保�自起义兵�
所以自守而兼报国也。” ［9］559可见其起事的目的之一
在于自守�投机成分很大。

太平天国兴起�北方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李昭寿
也趁机起事�活动于豫皖交界。1854年10月�为清
徽宁池太广兵备道道员何桂珍所败�兵困势穷�暂降
于清。1855年11月�再次反清�伏兵杀何桂珍�降
于太平天国。李昭寿加入太平军后�为太平天国南
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但不久即因种种原因再次
投降清廷�转而对太平天国大肆镇压。李昭寿的再
次降清�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大的损失�二解京围的战
绩化为乌有�天京再次危机。同时�李昭寿的投降也
掀起一股新的叛变高潮。李昭寿先是策动镇守江浦
的薛之元降清�不久又策动唐禧菁、杜宜魁、黄雅冬、
陈仕明、孙葵心等将领投降�大片太平天国疆土沦
丧。李昭寿也因功于1863年2月�被清廷赏封“钦
差帮办安徽军务办理招安事宜江南提督军门库楚特

依巴图鲁”衔。
李昭寿除了大张挞伐地镇压太平军外�还在其

控制的地区巧取豪夺、强占民田、遍设厘卡、控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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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盐务。至1862年�李昭寿集团的势力达到鼎盛�
控制着长江北岸的大片州县�兵力达到五六万人。
在其控制区内�李昭寿私杀朝廷官员�残害百姓�广
置府第�生活穷奢极欲�引起清廷的不满和关注。当
湘军进逼天京时�李昭寿的任务是“专防江北九洑洲
一带” ［10］101�其战略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久又因战
斗失利而被取消这一任务。胜保获罪�李昭寿上疏
为其申诉�被清廷革职留任。李昭寿为表心迹�转而
攻打再次叛清的苗沛霖�希望获得清廷的宽恕。后
来�太平天国苏浙占领区丧失殆尽�大势已去�李昭
寿也失去了原有的利用价值。1864年�被开缺回
籍。李昭寿回籍后仍然妄行不法�开设赌场、贩卖鸦
片、侮辱贡生吴廷鉴�引起了士大夫的公愤。1881
年�清廷在安庆将其捕杀。

二、李昭寿与北伐西征
1853年�太平天国派林凤祥、李开芳统率太平

军两万余人北上�直捣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北京。
北伐军按照洪秀全、杨秀清“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
贪攻城夺地縻时日” ［11］12872的指示�迅速挺进安徽、
河南。活动于淮河流域的反清组织捻党奋起响应�
配合北伐军活动�“李士林、刘疙瘩、刘元吉、任二皮、
张乐行等聚党横行皖、豫之交�奸民响应�于是兆受
始起于霍邱” ［12］79。李昭寿与薛之元等在固始和霍
山地区聚众起事�“揭竿而呼�得数千人” ［8］296�打击
地方团练�有力地配合北伐太平军的行动�牵制了部
分河南、安徽的清军�直到北伐军进入山西境内�李
昭寿所部仍然活动在这一地区坚持战斗。
1854年4月�李昭寿进攻商城的王家院墙�副将

春明等人被杀�清廷大惊�“以霍邱与正阳关毗连�提
督秦定三驻军正阳�谕河南巡抚英桂与定三会师夹
击” ［12］79�李昭寿占据卜家店�以为固守之计。光州知
州赵登畯率兵前往镇压�“擒其党周魁、陈玉顺、陈金
旺等” ［12］79�李昭寿兵败退至青峯岭。不久�再次进入
固始、商城境内�光山的反抗势力响应�并入李昭寿
部。时何桂珍为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治练英
山” ［8］296�派遣光州知府景昌等带兵六百督州围捕。

太平天国在北伐的同时�派军大举西征。李昭
寿派人与太平军取得联系�计划共同北上进攻河南
商城�势力扩大到两千余人。6月17日�李昭寿先
围商城�遇到大学士周祖培的弟弟周祖颐所部团练
的抵抗�复败于顺河集、叶家集。此时�由于西征太
平军在湖南遇到湘军顽阻�未能赴约�李昭寿与太平
军第一次合作的方案破产。李昭寿仍按原计划再次
进攻商城�因力量单薄�被击败�遂走霍山。后因四

面受敌�“兆受与马超江等相继降�隶为兵” ［12］79�是
为李昭寿的第一次降清。

李昭寿初以六千之众降于三千老弱病残�心中
自然不服。不久�李昭寿便在霍山县寨箕山兴筑石
城�欲为久居之计�不料宿仇周祖颐与固始练总王庭
兰合作�乘夜偷袭寨箕山�将李昭寿所筑石城攻破。
李昭寿等力竭势穷才再奔何桂珍营中。［3］415等到李
昭寿所部在清营中实力恢复�他就会寻找借口再次
叛清�马超江之死便是李昭寿再叛的借口。1855年
11月3日�李昭寿“佯置酒高会�而伏兵戕桂珍于英
山小南门�同时遇难者四十七人；遂招集亡命�侵掠
圩寨�众号数万” ［12］80�以英山投靠太平天国�被授为
七十二检点�再次举旗抗清。

三、李昭寿与捻军抚归
李昭寿加入太平军后�为太平天国做的第一件

大事就是招抚捻军。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力量
大大削弱�捻军在独立作战中也受到了重大挫折�于
是双方联合的要求愈加迫切。清人文集中谈到双方
合作的原因：“是时�捻匪屡经受创�势渐披靡�不得
不假长发之声势以图再振；而长发亦因党与渐离�乐
收捻匪以为用：于是分者始合�狼狈仓黄�急则相倚�
势使然也。” ［13］409这就促使战斗于长江和淮河之间
的两支义军实行合作。
1856年7月�李秀成为建立与捻军的联系�通过

李昭寿与张乐行旧日的交谊�让李昭寿写信招抚捻
军�派人由桐城送往正在三河尖的张乐行。张乐行复
文表示同意�是为太平天国与捻军建交之开始。李秀
成在自述中写道：“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得树在三河尖
造反。那时李昭寿在我营中共事�李昭寿与张乐行、
龚得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此时张乐行接
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那时格宜用心镇守桐
邑。” ［14］125自此�皖北捻军与江北太平军不断取得联
系�但是这次合作的努力并未达成现实。捻军于是年
7月18日由三河尖突然回军北向�击败雉河集清军�
夺回了原来的根据地。八月初�天京事变爆发�天国
内部人心惶惶�更无心处理与捻军合作的事情了。
1857年正月�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再次失守�张乐行率
领义军渡过淮河�再入三河尖�准备迎接太平军。这
时候�陈玉成与李秀成、李昭寿联军在安徽桐城内外
合力大破清福建提督秦定三围军�乘胜追击�破舒城、
得六安�在李昭寿的建议下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张
乐行应太平天国招�率领捻军来投�两军在六安州附
近会师。这就是李秀成所说的“当过六安、上三河尖�
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得树、苏老天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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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迎。当即计破霍邱县。攻破此城�交张乐行为
家。” ［14］126从此�捻军正式与太平天国合作。捻军一
律蓄发�受印信�改换太平天国旗帜�即是“张乐行归
附太平天国�蓄发受印书�膺封爵” ［15］101。

李昭寿招抚捻军�功劳最大。捻军的加入对扭转
天京事变后的不利战局起到重大作用�可以说�捻军的
加入�给太平天国注射了一针强生剂。为此�洪秀全高
度重视与捻军的合作�并赐张乐行亲笔手书对联一幅：
“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
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 ［16］。清政府也认为
破捻军是破太平军的第一步：“捻逆不破�粤逆不灭”�
“欲平粤逆�当自平淮南北之捻匪始” ［17］。

四、李昭寿与皖北战局
安庆是天京上游之门户�皖北则是天京之腹地�因

此皖北战局关系到整个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李昭寿
促成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率部参与了双方合作
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在皖北战场沉重打击了前来围剿
的清军�缓和了天京事变后日益恶化的皖北战局。

捻军与太平军在霍邱地区达成联合作战的计划�
决定兵分三路�希望一举解除皖北地区的军事危机。
李昭寿这一路进攻霍邱�知县王启秀开门投降。不久�
昭寿“导粤匪陷六安、霍邱�遂围寿州” ［12］80。1857年3
月22日�李昭寿率部渡过淮河北岸�围攻颍上�包围知
县程钰和地方乡团�开始了长达四十三昼夜的颍上战
役。攻克正阳关后�一路所向披靡。为了扩大战果�李
昭寿派心腹薛之元为另一路�由六安、霍邱进入河南光
州、固始、息县、商城等地�兵扰乌龙集。李昭寿这一扩
大战果的决策取得显著的成效。

可是进入三月份�战局却因为捻军的失利而逐
渐恶化。李昭寿所部在皖北地区的胜利进军�引起
清廷的高度重视。清廷随即调整战略部署�向太平
军驻守薄弱的捻军根据地进攻�据记载：“时都统胜
保方援固始�战屡捷；副都御史袁甲三驻亳州督
师” ［12］80。捻军与胜保交战即败�张乐行先是在柳沟
外围被胜保打败�4月6日�胜保进克柳沟。初十
日�清军取得颍上大捷。5月�胜保又在三河尖大
捷�张乐行撤退至霍邱�依附李昭寿�希望获得李昭
寿的援助。李昭寿便会合薛之元以皖豫边界叶家集
为据点�联合太平天国右军主将韦俊部进攻河南固
始、商城�企图挽回败局。结果�李昭寿在商城遇到
自己的宿敌周祖颐�“地距商城伊迩�乃为前岁之周
祖颐�恐固始破而商城危�乃率勇裹粮复援” ［6］215。
李昭寿“进据叶家集�旋焚毁丁家埠�遂回据固始之
洋林渡” ［6］215�并声言进攻商城�不久兵败。后来�霍

邱因张金桂降清陷落�正阳关被围�捻军情形危急。
李昭寿奉命南下霍邱救援捻军�“以二十四军由迎河
集来援�遂突围出�走六安” ［8］286。李昭寿救出捻军
后�张乐行、龚得树与李昭寿部太平军撤出正阳关地
区�与李秀成在六安会师。败退六安后�李昭寿所部
曾再次夺回霍邱、正阳关一带的控制权�但终因寡不
敌众而败�只好随太平军主力转战六安�开始经营滁
州、全椒、来安�并以此为据点�抗击江北大营的攻
击�屏蔽天京西北。

石达开出走后�各地兵力不足�镇江亦于11月20
日失陷。李秀成与李昭寿援军只得西返皖北。天王洪
秀全鉴于李昭寿的功勋�于这年冬加封李昭寿为“殿右
拾文将帅”�又称“河南省文将帅”。［9］55912月�第二次固
始战役正在紧张进行�陈玉成因兵力不足�调李昭寿部
前往救援�李昭寿“以万余人鼓吹入叶镇。镇界霍、固
之间�距其家五里�大宴宗族。将取固�先以数千人
往” ［8］296。后来李昭寿闻右军主将韦俊在固始外围被击
败�便撤兵南下渡中靡河南返桐城。

李昭寿在皖北、豫南抵御清军�巩固太平天国同
捻军的同盟�并在庐州一带为太平天国开拓许多疆
土�牵制江北大营的大批清军。胜保认为：“李昭寿一
股汹焰尚炽�查其所领二十四军�每军实有二千五百
人�以二十四军计之�众以数万�贼中推为劲卒。……
其党羽数万�不为我敌�转为我用�即粤逆之势悬孤�
捻逆之气亦夺�淮南皖北指顾肃清�是李昭寿之向背�
实为全局之转关。” ［5］卷46�16-17后来胜保、袁甲三又在奏
折中上奏清帝说：“年来南军屡捷�逆焰未就衰�而金
陵未及克�皖北未肃清者�皆由李昭寿纠党二三万�横
截官军�以助贼势�勾结北捻�以树贼援。” ［18］88

五、李昭寿与再解京围
李昭寿返回桐城后�继续贯彻与捻军联合作战

的既定方针�不断地给捻军运输粮饷。1858年2
月�清军合围六安州�“捻首龚得亦被固始官兵击败
回州�与张乐行计议勾结李兆受由桐城带领粤逆来
州协守……” ［5］卷39�21。同年4月�李秀成调李昭寿部
东下�8日攻占和州�10日占领全椒�11日占领滁
州�13日占领来安当即退出�交滁州于李昭寿把守�
李秀成主力大军屯驻全椒。李昭寿闪电般的军事行
动�令清军闻风丧胆。

是年7月�李秀成主持第二次枞阳会议。李昭寿
奉命由滁州参加二破庐州的战役�7月15日再克庐州�
清军退走六安州�杀清总兵萧开扬、知府武成功。8月
18日�陈玉成、吴如孝率军东下与李秀成、李昭寿会师�
在滁州乌衣镇大败清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德兴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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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两军。8月19日�联军进
至江浦县小店镇�击败江南大营救兵�第二次击溃江北
大营�直下浦口、江浦、天长、六合、仪征。9月1日�三
克扬州�是为太平天国二解京围战役。李昭寿为太平
天国实现“中兴”作出重要贡献。

九月下旬�曾国藩将湘军东调�此时李昭寿与李
秀成、陈玉成联军正在苏南地区参加战斗�皖北空
虚。湘军来犯安徽�连陷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
城�分为两路：一路进攻安庆�一路进攻三河要塞�图
夺庐州�三河守将告急。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援救措
施�皖北将会失陷�奋战一年多得来的战果将全部丧
失。于是天王诏命陈玉成星驰回救�并诏李秀成军
继往。李秀成将镇守滁州、来安、全椒、天长等江北
重镇的任务正式交给李昭寿�以固守天京门户�并奏
请派薛之元统率其部四十一军镇守天京北岸的粮道

门户江浦、浦口�设立江浦省。自此�李昭寿所部正
式控制了天京以北的太平天国疆域。太平天国在天
京以北的疆界1858年前最大推进至扬州附近�经过
李昭寿的经营�扩大至安徽西部与江苏交界处的天
长一带�并在此建制设官、征粮收税。

六、李昭寿投降始末
（一） 李昭寿降清
李昭寿为太平天国再解京围�立下汗马功劳�此

时正是太平天国对他深信不疑的时候�他的威望在
太平军中也如日中升。他却突然叛变降清�给人们
留下一个不解之谜。

李昭寿降清�导火索是胜保抓获了他的家人。李
昭寿“初为乱�惧不免�先使妻子易姓名�乘舟载其母
潜周家口。口人以其贫而多金�疑之。久之�泄�或执
以献胜保公” ［8］296。胜保抓获李昭寿的家人�欣喜万
分�高兴地认为“滁、全在吾掌中矣” ［8］296。于是“善视
之�使为书招兆寿降�且命江苏知县姜锡恩因陈学书
以厉害说之。学书者�霍邱老吏�而兆寿之掌书也�实
主伪军政�兆寿既失玉成欢�常见危�又入锡恩言�遂
反正” ［8］296。李昭寿向胜保递了降禀�即日拔营南下�
退扎舒城十里的干乍河�与胜保约定：“身今往舒城十
里之干乍河驻扎�请大人星速进兵�至六安之东椿树
冈驻扎。距止三十余里�往返可以相同” ［9］559。企图
谋取舒城、桐城、庐江三县献给清廷。1858年3月�皖
省危急�陈玉成率大军向安徽庐州一带推进。这一举
动延缓了李昭寿的投降步伐。4月�“会秀成陷滁、
全、来�檄兆寿守滁” ［8］296。李昭寿的叛变行动因此得
以收敛�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配合太平天国的军事行
动。7月�“胜保赴清流关�受兆受降” ［12］80。李昭寿在

清流关与胜保达成协议�因种种原因尚不能公开倒
戈�胜保允诺。至九月�“胜保攻天长�令兆受内应陷
城自效�遂克之。事闻�奉旨改兆受名世忠�赏花翎参
将。胜保裁其众�留万八千人�号豫胜营�月给饷盐�
令自鬻以给军” ［12］80。李昭寿至此公开叛变。

李昭寿叛变降清�行为可耻�毋庸置疑。但是对
李昭寿叛变降清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的政
治立场反动、政治立场不坚定、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等
自身原因�应该更加详尽客观地予以分析。
（二）“失玉成欢”
李秀成认为李昭寿降清的原因是“李昭寿之兵

最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
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责打�自见事过�又不好见我
之面�故而有变心而降大清也” ［19］802。李昭寿军有
着流民作战的性质�与捻军性质相似�军纪极差�“行
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统下每每滋扰良民�
以致军民怀怨”�［19］695“听封而不听调” ［19］803。李昭
寿的目无法度、放肆乱为�也的确引起包括陈玉成在
内众多太平军将士的反感�尤其激起陈玉成的极端
厌恶�二人水火不容�乃至明确反目。早在二次固始
战役时�李昭寿停兵霍邱、固始交界的叶集�逗留不
进�陈玉成“自楚来会。兆寿往谒�玉成怒其逗留�且
军啖莺粟�多鹵获�将斩之。兆寿跪谢�久之乃已。
出�怒勒众�将攻之�惧弗敌而止；玉成亦微闻之�遂
相恶” ［8］296。因此�张瑞墀《两淮戡乱记》说李昭寿投
降的原因在于“既失玉成欢�常见危” ［8］296。

李昭寿投降清廷后立即与陈玉成展开大规模的

军事较量�欲拼死活�可见两人的仇恨之深：“1859
年六月�粤匪陈玉成犯来安�世忠设伏以待�而自入
贼营诱敌。贼乘虚袭城�伏起败之。玉成夜犯滁州�
世忠由水口焚贼粮�贼众大溃。7月�玉成复犯来
安�屯卓家巢。世忠佯示怯以骄贼�侦贼火药竭�鸣
鼓角骤进�破贼垒二十八座�获米粮器械转运入城；
复遣朱元兴、蒋立功破沙河集、龙停口贼垒四十七
座�滁州解围。” ［12］80后来�部分太平军将领写信争取
李昭寿反正�被李昭寿拒绝�李昭寿复信太平军�表
示与陈玉成势不两立：“滁、来之围�弟已久在料中�
……陈玉成既已与弟誓不两立�弟便与彼亲战三合�
以决雌雄。诸位兄台勿庸过虑�……至云诸兄欲亲
自前来一叙阔悰�弟所甚愿�望其坦然无虑” ［20］73-74。

李昭寿降太平天国�“秀成实主之�故兆寿事之
谨” ［8］296�一旦李昭寿与主掌太平天国京外军政的陈
玉成闹翻�为他撑腰的只有李秀成了。李秀成也确
实处处关照李昭寿�故而李秀成在《谕李昭寿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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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本主将亦待尔有情”�“本主将事事包荒” ［19］695。
其实在李昭寿降清前�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地
位和军事力量尚不足以与陈玉成相抗衡�陈玉成如
果决心除掉李昭寿�李秀成实际援助李昭寿的力量
不足�也只怕是有心无力。所以�李昭寿惹怒了陈玉
成�而李秀成又没有足够的实力庇护李昭寿�那么李
昭寿只有死路一条了。
（三） 攻心为上
清军的攻心战略也是使李昭寿投降的重要原

因。李昭寿为人至孝�深处战争年代�身不由己�恐
其母及家人有失�让家人改换姓名�隐居他乡。胜保
捉住李昭寿的家人可谓切中要害�所以他高兴地认
为“滁、全在吾掌中矣”。随即胜保任命李昭寿的至
戚姜锡恩前去进行心里防线的攻击�劝其投降�许以
厚禄。李昭寿知其母蒙胜保恩抚�便已心软�他又没
有刘邦那种见亲父被项羽烹食而主动索羹的“气
魄”�又怎能不对胜保“此恩此德�没齿不忘” ［9］559呢？
李昭寿降清�清廷出于对李的安抚�不断对其加官进
爵。清廷攻心战略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离间计的使
用。从1858年二月胜保的奏折来看�即使李昭寿不
投降�也会引起太平天国的疑忌。胜保奏道：“如该
逆能思自拔�力赎前罪�再当设法羁縻�奏明请旨。
设彼枭狡成性�全无顾恋�被逆党闻知�必疑该逆心
存两地�亦可离间逆众之心。”咸丰帝批道：“枭狡之
性难以理喻�必须专意离间�使其自相残杀。” ［21］
（四）天国的“不公正”
李昭寿在太平天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李昭

寿初投太平军�仅授为七十二检点�后来为太平天国
招来捻军几万人�洪秀全虽大喜�也不见给李昭寿封
赏的记载。李秀成却因此打破仕途上一年多的停
滞�他自述道：“幸我招张乐行、龚得树这般人马�声
称百万之众�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
相” ［19］793-794。李秀成个人也认为他封王的主要原因
在于招来捻军�在分别致捻军蓝旗旗主韩碧峰、韩秀
峰和孙葵心、刘天祥书中说：“嘱兄开用王印。想兄
何才何力�敢受如此藩封。不过赖贤台之威名以助
尔。前已将悬印月余未敢视事之情形启奏圣上�请
真圣主加封贤台�而后愚兄方敢受任。” ［22］61经李昭
寿招来的捻军首领张乐行也先后晋封为征北主将、
鼎天福、义爵�后晋封为沃王；苏添福后封为立天侯�
龚得树被封为征北正总提、盖天义。1857年冬�李
昭寿才被封为河南省文将帅�或称“太平天国殿右拾
文将帅”�不过是太平天国设立的一个根本不存在实
际行政区域的行省最高官员�也没有见到给李昭寿

加封爵位的资料。相反�却在战场上给予李昭寿重
要的任务�直到后来让他镇守滁州、天长等江北重
镇�可见太平天国此时官制的腐朽和体系的崩溃。

七、结语
对于李昭寿一生的所作所为�历史自有公道�其

罪恶也终以自身的不得善终而结束。但是对于他曾
为太平军作出的贡献�我们不能闭口不谈�一味地批
判只能扭曲李昭寿的历史形象�应该还李昭寿一个
更真实的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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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Strategies of Anhui’s Agricultural East-bou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Rise of Central China

FANG Xiao-jia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Law and Management�Hef ei Normal University�Hef ei230061�China）
Abstract：In the background of Rise of Central China�the agricultural east-bou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st rategy of “accelerating rise�and prospering Anhui”．Anhui’s agricultural
east-bound developmen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of operational route�implementation st rategy and guarantee
platform．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 rategy�we need to bring our advantages into
full play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overcome the weakness�make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dissolve
the threat factors．
Key words：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agriculture；east-bound development；Anhui�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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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view of LI Zhao-shou
LIU Chen�　LIU Ping

（School o 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 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LI Zhao-shou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academia�yet the historical figur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historical sympathy”．Before LI surrendered to the Qing dynasty�he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fighting for T aiping Heavenly Kingdom�offering amnesty and enlistment to the Nain Army�defending the
North Anhui and liberating Beijing．Besides�there were many complicated causes for his surrender�so we
cannot simply blame LI Zhao-shou himself．
Key words：LI Zhao-shou；Taiping Heavenly Kingdom；the Nian Army；the Qing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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