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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告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
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中山舰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定远”舰景区，位于山东省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威海市的
城区繁华地带，主体景观为按原貌复制再现的清末北洋海军
旗舰“定远”号。 历史上的“定远”舰，是19世纪工业文明
的产物，因为武备强大、防护完善，见证象征了中国海洋上
一段辉煌的往事。这艘军舰又因浓浓的甲午风云，和在甲午
海战中的不屈表现，赢得了“永不沉没的‘定远’”之称，
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座海上图腾。

清光绪六年(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
李凤苞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该级舰设计
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铁甲舰，为“遍地球*等之铁甲
舰”，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为二舰命名，“定”、“镇”二
舰和济远舰为同批建造，本应于1884交付中国，但当时正值
中法开战，德国遂以此为理由拒绝交舰，直到1885年中法议
和后方将交付中国，于1885年10月底抵达天津大沽口交付中
国，其中“定远”舰成为北洋水师旗舰。

“1894年，定远号作为北洋舰队旗舰，带领十多艘战舰参加9
月17日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上的遭遇决战。当日下午12
时50分，由定远先向日舰开炮。不幸地，在战事开始时定远
的一次主炮齐发中，其舰桥突然断裂，丁汝昌身负重伤，旗
舰亦不能挂旗指挥各舰。而镇远的管带为林泰曾。战事一直
由中午持续至下午5时，期间定远、镇远一直坚持作战，是战



斗的主力;曾以主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使其弹药库起火退
出战斗。

不过由于定远及镇远二舰火炮射速太低(原本用作更换主炮的
经费被皇室转作修建颐和园等其它用途)，弹药亦不足;在下
午战事完结时，镇远主炮炮弹只馀25发，副炮更全部打完，
在战事中未有发挥更大的威力。而黄海战役亦以北洋水师损
失五艘战舰、日方五舰重创而结束。

甲午战争后，日本接收镇远为战利品，于1895年2月17日在威
海卫被日本海军接收。192月6日日俄战争爆发后，镇远随日
本联合舰队第五舰队参加朝鲜海峡警备作战和旅顺口封锁作
战，并参加了黄海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民政府向日
本政府索回原属镇远的遗物，于1947年5月18日从日本运抵中
国上海。现在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

，为纪念这艘名舰，更为使今人不忘历史、牢记国耻，激发
民族自强精神，在威海市政府支持下，由威海市港务局为主
斥资复制了“定远”号纪念舰。5月，“定远”号纪念舰正式
停泊于威海港北码头，与刘公岛隔海相望，成为威海海边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和标志性人文景观。

中山舰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 定远”舰景区，位于 山东省风光旖旎的 海滨城市 威海
市的城区繁华地带，主体景观为按原貌复制再现的清末北洋
海军 旗舰“定远”号。 历史上的“定远”舰，是19世纪工
业文明的产物，因为武备强大、防护完善，一度被誉为“亚
洲第一巨舰”、“遍地球一等之铁甲舰”，见证象征了 中国
海洋上一段辉煌的往事。这艘军舰又因浓浓的 甲午风云，
和在甲午海战中的不屈表现，赢得了“永不沉没的‘定
远’”之称，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座海上图腾。

定远舰是清政府花费近170万两 白银向 德国订造的一艘战舰，



是当时世界海军中罕见的大型铁甲舰，其装甲厚，吨位大，
炮火重，利于防御，号称“第一铁舰”。该舰由德国伏尔锵
造船厂制造，1883年11月28日下水。

1894年9月17日，以“定远”、“ 镇远”为首的北洋水师主
力在 黄海大东沟海域与 日本海军 联合舰队主力进行了一场
决战。“定远”舰中弹159发，“镇远”舰中弹220
发，“定”、“镇”二舰的装甲和炮塔护甲上的弹坑没有超
过102毫米的，显示出二舰的顽强生命力。

1895年2月5日凌晨，“定远”舰在威海保卫战中，遭日本海
军鱼雷艇袭击， 丁汝昌下令趁军舰尚未沉没前驶往 刘公岛
南面搁浅，利用舰炮，增强东口的防御力量。丁汝昌被迫撤离
“定远”，移驻“镇远”指挥。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
命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

复制的“定远”号纪念舰，主要由岸上与舰上两大部分组成，
军舰本身，完全依据历史资料按1：1比例进行复制建造，最
大程度再现了历史原舰的风采。舰上各种武器装备一一复制，
齐全逼真，许多著名的历史场景也都纷纷还原再现，如临其
境。军舰内部，围绕“定远”舰、甲午海战布置了2层主题展
馆，并有选择的复原再现了一批“定远”舰内历史生活场景。
景区内还设有北洋海军历史陈列、三维环幕影院、模拟互动
海战游戏等参观、游览项目，合力营造了一座能切身感受历
史，走进百年前铁甲巨舰生活的独特人文景观。

登上这艘战舰，恍若跨越时空，百年往事历历在目，甲午英
雄的故事、铁甲巨舰的雄风、黄海大战的惨烈、亚洲第一的
强国梦都将在这里与您相会.昂首静泊在威海湾畔，与刘公岛
隔海相望的“定远”，龙旗猎猎、身未动威先行，仿佛蓄势
待发，将要继续那未尽的航程。北洋海军“定远”号铁甲舰，
欢迎您来参与感受历史!



中山舰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一、定远舰简介及其历史

10月19日，天气晴朗，我们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专业的同学来到威海定远舰景点，来进行社会实践及爱
国主义教育。

要深入了解定远舰景点的前世今生我们必须先了解定远舰，
并了解一下屈辱的近代史。

“定远”舰景区现位于在威海港公园内，，由威海市港务局
决定投资建设,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复制后的“定远”舰，
以1888年北洋舰队建军时的“定远”为蓝本，主尺寸完全和
历史原舰一致，舰上包括曾经威慑敌胆的305mm口径巨炮在
内的各种武器装备均根据原厂图纸进行建造，在军舰内部游
客将可以看到鱼雷发射室、铁甲堡、军医院、军官会议室、
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居所等诸多展现历史原貌的舱室，并能亲
手参与火炮操纵，观看高科技制作的海战模拟沙盘等，是一
处能感受到19世纪铁甲舰风采的历史景点。

要深入了解定远舰景点的前世今生我们必须先了解定远舰。
清朝末年，牡丹社事件的爆发使清朝政府惊醒，意识到发展
海军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决定每年拨四百万两作为经费，
扩充海军。之后，清政府相继购买了一系列炮舰，但是这些
炮舰可作近岸防御但不具远洋作战能力。之后李鸿章再向英
国购入排水量为1,350吨，10吋口径主炮2门的巡洋舰两艘，
即为超勇及扬威，两舰于1881年年中完工并于年底驶回中国
服役。在超勇及扬威在建造的同时，李鸿章在1880年3月31日
奏准购买两艘铁甲舰。两艘战舰由李鸿章亲自名为“定远”和
“镇远”。

定远及镇远本应在1884年完工交货。但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
爆发，德国作为中立国，据国际惯例暂停交货。1885年中法



签订和约，德国方才于7月履约付货。定远及镇远由德国水兵
驾驶，悬挂德国商船旗，经苏伊士运河、新加坡、香港，
于10月抵达天津大沽。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
大清海军舰只，北洋舰队旗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定远号作为北洋舰队旗舰，带领十多
艘战舰参加9月17日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上的遭遇决战。其
中定远、镇远一直是主力战舰。黄海海战以北洋水师损失五
艘战舰、日方五舰重创而结束。

1895年2月4日，日军鱼雷艇偷袭威海卫，以鱼雷击中定远左
舷。清军将定远舰移至浅滩搁浅，当作炮台使用。2月9日，
陆上之日军占领威海卫附近的清军炮台，以岸炮击伤定
远。10日，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号以免资敌。定远号沉
没后刘步蟾亦自杀。镇远与北洋舰队其它残余舰只投降。

定远的部分残骸后来由日本于18打捞。其舵轮后来被一名居
住日本长崎的英国人作为咖啡桌，至今仍在日本。

还设有环幕影厅，放映黄海大战，三维影片，进一步完善社
会教育手段。

二、实践总结及感想

感想之一 历史和现实的跨越

在参观定远舰的过程中，同学们都很低落，尤其是看到电影
声话的演示，了解到定远舰的战事过程后，我的心情都是很
难受的。踏上定远舰的纪念舰，恍若跨越历史的长河，百年
往事历历在目，黄海上的硝烟，黄海上隆隆的炮声，仿佛又
展现眼前、传入耳中。

可是，就刚在电影播放完后，旁边的纪念品售点便传来了叫
卖声“拼图，五元一份。”瞬间，我的沉重感便随风而逝了。



没有批评在纪念馆里设立纪念品瘦点的意思，只是很让我感
慨。历史这样被我们调戏着。自强自立，复兴中华民族不是
这样说说就可以的，也不是参观下仿制的历史遗迹可以弥补
的。

这要我们试试保证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强感，一方面我们必须
意识到“落后必要挨打”。这和社会学上的“黑暗森林”法
则一样，社会的物质能力是一定的，每个民族都在不断地发
展，为了占用更多的资源便会有斗争。弱肉强食，是自然地
进化法则，物种几亿年也是这样走来的。

不想被欺侮，依靠文明的发展很有必要，但更重要是要不断
探索新的制度，不断追求新的技术，不断跟随时代的脚步。
就像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观”讲的“三峡”说：“中国
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
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战争
的时候，就**了，过了这一段，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
史三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从此扬
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晚晴的北洋海师是处在大历史的三峡中，目前的中国已经在
社会的大转型中行进了近百年，到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
这对我们大学生来说岂不是更有机遇。关注社会，学习社会
需要的知识，这是每一个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是
每一个爱国志士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一方面，回想着百年前的历史，看着今天的世界，我们也
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回首百年大国复兴
之路， 我们去的成就巨大，无论是在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
的经济发展还是在启迪民治方面上，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我们的不足更多。

走出历史的三峡，关键在于民众的参与。



换句话说，在农业社会中搞现代民主共和制，本身就是一种
拔苗助长式的瞎折腾，所以，我们的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发
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发展不是以牺牲环境，以牺牲民
意为基础的。百年的屈辱史在今天的警戒说明，只有奋斗才
有出路，无论是于一个人，于一个国家，于一个民族，还是
于一个世界，这个道理都是亘古不变的。

我们意识到唯有创新唯有开放才能不致使我们落后于世界的
步伐，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天降大任于吾辈！

感想之二 观游客留言簿有感

在游览的结束，我意外的发现了“留言薄”上留满了以前的
游客的话。翻阅一番，我的心却更凉了，绝大部分的留言
是“日本人是猪”、“抵制日货”、“东京大屠杀”这样的
字眼。

有人说，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贴标签”，把日本侵
略者等同为“日本人民”。我不是很认同这样说法，但是我
害怕这种倾向。

大部分的游客拿着“佳能”“尼康”的相机，然后他们留
言“抵制日货”。也许抵制日货已经成为他们所谓“爱国
者”的一种精神胜利法。

将对一部分人的恨上升为对一个民族的恨，这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在一阵阵排日浪潮的期间，网上这样的帖子处处都是。
在网上的一系列的网络暴力事件，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对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很大的认识差距，就像
现在我写这样的一篇报告连一点理论知识也不能引用。

三 结语

这次社会实践也使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了实践的重要性，实践



不仅拉近了我们与社会的距离还能使我们的课本的知识的到
落实，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深化了我们的思想，为我们走出
校园，走进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自身以后也会自觉
地寻找实践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当然也希望在学校期间
可以得到学校提供的更多的这样的实践机会。

中山舰社会实践报告篇四

“定远”舰景区，位于山东省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威海市的
城区繁华地带，主体景观为按原貌复制再现的清末北洋海军
旗舰“定远”号。历史上的“定远”舰，是19世纪工业文明
的产物，因为武备强大、防护完善，见证象征了中国海洋上
一段辉煌的往事。这艘军舰又因浓浓的甲午风云，和在甲午
海战中的不屈表现，赢得了“永不沉没的‘定远’”之称，
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座海上图腾。

清光绪六年(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
李凤苞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该级舰设计
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铁甲舰，为“遍地球*等之铁甲
舰”，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为二舰命名，“定”、“镇”二
舰和济远舰为同批建造，本应于1884交付中国，但当时正值
中法开战，德国遂以此为理由拒绝交舰，直到1885年中法议
和后方将交付中国，于1885年10月底抵达天津大沽口交付中
国，其中“定远”舰成为北洋水师旗舰。

“1894年，定远号作为北洋舰队旗舰，带领十多艘战舰参加9
月17日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上的遭遇决战。当日下午12
时50分，由定远先向日舰开炮。不幸地，在战事开始时定远
的一次主炮齐发中，其舰桥突然断裂，丁汝昌身负重伤，旗
舰亦不能挂旗指挥各舰。而镇远的管带为林泰曾。战事一直
由中午持续至下午5时，期间定远、镇远一直坚持作战，是战
斗的主力;曾以主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使其弹药库起火退
出战斗。



不过由于定远及镇远二舰火炮射速太低(原本用作更换主炮的
经费被皇室转作修建颐和园等其它用途)，弹药亦不足;在下
午战事完结时，镇远主炮炮弹只馀25发，副炮更全部打完，
在战事中未有发挥更大的威力。而黄海战役亦以北洋水师损
失五艘战舰、日方五舰重创而结束。

甲午战争后，日本接收镇远为战利品，于1895年2月17日在威
海卫被日本海军接收。192月6日日俄战争爆发后，镇远随日
本联合舰队第五舰队参加朝鲜海峡警备作战和旅顺口封锁作
战，并参加了黄海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向日本
政府索回原属镇远的遗物，于1947年5月18日从日本运抵中国
上海。现在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

，为纪念这艘名舰，更为使今人不忘历史、牢记国耻，激发
民族自强精神，在威海市政府支持下，由威海市港务局为主
斥资复制了“定远”号纪念舰。5月，“定远”号纪念舰正式
停泊于威海港北码头，与刘公岛隔海相望，成为威海海边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和标志性人文景观。

中山舰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爱国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一个既成功又失败的商人，按
道理说，他和中国的近代海军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据海军史
研究者陈悦先生的《近代国造舰船志》记载，由于胡光墉
（雪岩）当年与左宗棠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共存关系，他以一
个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直接参与了福建船政局的筹建和初期
的运作。船政局初创时期的采办和后勤保障，曾多次由胡雪
岩经手，也算是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事务。在此
之后，胡雪岩在海防事务中淡出，当他的名字再次和海军及
海防沾上关系时，他非但没有成为助力者，反而沦为阻碍者
和拆台者。同样是胡雪岩，一前一后的反差为何如此明显？
且从胡雪岩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说起。胡雪岩简介：胡光
墉，字雪岩，徽州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
国的晚清著名企业家、政治家，著名徽商。开办胡庆馀堂中



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
棠创办福建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
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
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
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人称“为官
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胡雪岩白手起家
创业成功，又得到中央政府的权威认证（红顶子），又是左
宗棠的得力助手和“钱袋子”，最后因为悲壮地保卫“民族
商业”的“生丝保卫战”彻底羽化涅，成为“民族英
雄”、“商业楷模”和“爱国商人”。又经作家高阳的小说
《红顶商人》和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胡雪岩》等媒体有意
或者无意的渲染抬高，胡雪岩成为一个传说，引得千万粉丝
迷恋与追捧。尤其在素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大行其道
之下，能在万千身败名裂失败者中脱颖而出，也如同金子一
般的尊贵了。但是疑问总是存在的，在那个不知道“爱国主
义”为何物的年代，读书甚少、更别奢谈读爱国主义读物的
胡雪岩能有如此高尚的爱国情操吗？何况他还是个商人，一
个无利不起早的商人。商人的爱国情怀原本就相对较低。作
为商人的胡雪岩，是否真的如主流宣传一般那么爱国，是值
得怀疑的。在晚清留下的多份笔记上，勾勒出的则是另外一
个胡雪岩，或者说是胡雪岩的另一面，不能出现在阳光之下
的另一面。追随左宗棠，涉足船政如果说胡雪岩是千里马，
那么左宗棠就是伯乐。他们能走在一起，绝非偶然，更不是
所谓的“天注定”。左宗棠有才华，有能力，也有手段，但
是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气度。在他看来，世人只分
两种：一种是能让他大骂不止的人，比如曾国藩、李鸿章这
样的“牛人”，一种则是他不屑于骂的人。这就是左宗棠
的“个性”，而胡雪岩也与他“个性”相似。胡雪岩是个十
分珍惜面子的人，同时又很好色。《南亭笔记》里就有这么
一个能反映胡雪岩蛮横而霸道性格的故事。胡尝过一成衣铺，
有女倚门而立，颇苗条，胡注目观之。女觉，乃阖门而入。
胡恚，使人说其父，欲纳之为妾，其父靳而不予，许以七千
（银）元，遂成议。择其某日，宴宾客，酒罢入洞房，开尊
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仆擎巨烛侍其旁，胡回环审视，



轩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如何（当初你不让我
看，如今怎样）？”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诘旦遣妪告于女曰：
“房中所有悉将取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房
里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拿，你可以改嫁，我这里没有你的位
置）。”女如言获二万金，归诸父，遂成巨室。强娶民女，
让人家“裸卧于床”，看了一会儿又将人家轰走，胡雪岩做
出这一连串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原因仅仅是因为那个女子
不让他看她。对自己面子的“重视”程度绝对是无以复加，
而隐藏在这种自尊下的则是自卑的本质，因为自尊和自卑往
往只有一纸之隔。胡雪岩的这种行为在病理学上叫做偏执，
恰巧左宗棠也是这种偏执的人。他们早年的人身轨迹多少有
些类似―起初颇不得意，不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却自负有
大才，最怕被人瞧不起。左宗棠表现在他那极差的人缘，而
胡雪岩则表现在高调的炫富和对女性的玩弄。两个不容于主
流社会的人自然而然结成了同盟。左宗棠在升任浙江巡抚后，
对胡雪岩信任有加，将全省钱粮、军饷储存、管理和转运大
权交给了胡雪岩。对于胡雪岩经营的阜康钱庄来说，左宗棠
款项微薄的利率几乎没有什么赚头，但此举却给胡雪岩带来
了丰厚的连带利润―有了左宗棠的关系，阜康钱庄中的官员
存款额度水涨船高，“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
无算”，收获极其丰厚。1866年，左宗棠要筹办船政，所以
就把胡雪岩带到了福州。左宗棠照例将有关船政局的一切原
料采办、购买外商机器、邀聘外国技术人员、招募工匠水手
的诸多事务交给了胡雪岩。因为是左宗棠交办的差事，胡雪
岩干得格外用心，事必躬亲。赴上海招募工匠、赴宁波招募
水手，并向左宗棠推荐了宁波镇海人贝锦泉和贝珊泉兄弟
（他们曾经在葡萄牙商船上做过水手，熟悉蒸汽轮船机械操
作，曾经受浙江乡绅之请，指挥宁波地方政府和乡绅集资购
买炮舰“宝顺”号并北上南下歼灭大量海盗）。随后，贝锦
泉出任福建地方购买的“华福宝”轮船的管带，左宗棠交卸
闽浙总督、赶赴西北之前将此二人留给了继任的船政大臣沈
葆桢。贝锦泉随后出任船政创制第一号轮船“万年清”号的
首任管带，为“万年清”舰首航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接着，
贝锦泉又参加了多艘福建船政新建舰只的试航工作，是当时



闽浙乃至中国难得的军舰指挥人才。贝珊泉虽然没有其兄的
名声，但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舰管带。他曾在中法战争中率
领船政建造的“元凯”号炮舰驻防老家浙江镇海，并参加了
镇海保卫战。因此，在为左宗棠选人方面，胡雪岩还是独具
慧眼的，这也是胡雪岩少数与中国近代海军的交集所在。当
然，胡雪岩无利不起早，购买机器、原材料等都是有回扣的；
作为中间人，雇佣工匠和水手，胡雪岩可以在船政给他们开
的工资中提取比例可观的佣金。更重要的是，胡雪岩是以左
宗棠全权代表的名义操作这些采购和雇佣的，而左宗棠又是
以国家采购和招募的名义布置任务，胡雪岩无形中就被冠
以“国家特派员”的头衔，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实实在在
感受到的好处，反过来也使他的钱庄生意愈发兴隆。乐善好
施背后的故事的确，以当时的财富标准，胡雪岩是个地道
的“狗大户”，而且还是个十分大方的“狗大户”。在杭州
经历太平天国之乱严重破坏、百废待兴之际，受命于左宗棠
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工作。《庄谐选录》记载，“当其受知
湘阳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
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
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
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也正因为如
此，“胡大善人”的名号在杭州城不胫而走，“至于委巷小
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对于他的
“伯乐”左宗棠的求助，胡雪岩更是有求必应、绝无二话，
腰包掏得格外爽快、及时：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
了“飞轮开花炮”，左宗棠操作起来“精致灵便迥异寻常”；
左宗棠出征新疆，他又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
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
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
间，胡雪岩的捐赠更为积极。《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他“为
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
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万内外”。左宗棠因此在给清政府
的奏折中写道：“其（胡雪岩）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
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胡雪岩为何如此乐善好施？



当然不会因为他“心地善良”、“热心公益事业”。胡雪岩
的乐善好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首先是乡亲邻里，这个
群体是最好说话的，也最容易为胡雪岩做广告。因此在对被
战火摧残后的家乡重建上，胡雪岩丝毫不吝啬本钱，功利心
也较小，目的只有一个，以高调的慈善给自己的胡庆馀堂和
阜康钱庄做广告，《越缦堂日记》就认为胡雪岩是在“时出
微利以饵士大夫”，这个“饵”字恰到好处地描绘了胡雪岩
的慈善动机。赔本赚吆喝，胡雪岩必须做。因为在那个人口
流动性不是很大的时代，连自己老家人都搞不定的商人是注
定混不下去的。而对他在这方面的行善，即使是某些将胡雪
岩捧成传奇英雄的文学作品也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一种成
功的商业营销手段。其次是左宗棠交办下来的差事。自1862
年起，围绕着左宗棠的各项活动：剿发、剿捻、平回、西征、
山东水灾、丁戌奇荒。从主持上海采运局、捐“飞轮开花
炮”、捐“飞龙夺命丹”，到灾区撒钱撒棉衣，左宗棠走到
哪里，胡雪岩就捐到哪里。捐不捐的标准只有一条，即是否
有利于左宗棠。只要有利于左宗棠捞取政治资本的“善举”，
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反之则坚决作壁上观。这也是为什么
在他替左宗棠行善之前大多要加上“从左宗棠之请”、“应
左宗棠之邀”、“奉左宗棠之命”之类定语的原因所在。在
胡雪岩看来，左宗棠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香饽饽。这个香
饽饽越香，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大。所以，他为左宗棠做
的这些善举，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每一笔“善款”都
是对左宗棠的一笔政治投资，必定为左宗棠赢得巨大的政治
资本。而左宗棠虽然脾气坏、人缘差，但绝对是个知恩图报
的人。当年大学士潘祖荫帮左宗棠摆平了因以举人之身侮辱
三品武官而引发的'杀身之祸，左宗棠即以大克鼎赠与潘祖荫
作为报答，而且逢年过节必塞红包，更何况是为他撒了那么
多钱的胡雪岩了。所以，左宗棠在每次拿到胡雪岩的捐款后，
必然会向朝廷递交一份漂漂亮亮的报告，附上请赏名单。胡
雪岩必然获得朝廷的嘉奖。《庄谐选录》记载道：“朝廷有
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
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
且赠及三代如其官。”最终，胡雪岩靠为左宗棠撒钱为自己



赚来了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今日的副省级行政级别），
胡雪岩的老母亲也依靠儿子的这些“善举”赚来了正一品的
封典。俗话说“子以母贵”，凭借老母的一品头衔，胡雪岩
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
建起了豪宅，连顶戴花翎也擅自换成了一品（这最终也成为
胡雪岩覆灭的一个伏笔―僭越之罪），与浙江省巡抚、布政
使、按察使和提督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更让胡雪岩感到
荣耀的是，经不住左宗棠的一再夸奖和保举，清政府赏了胡
雪岩一件代表至高无上荣宠的黄马褂，《越缦堂日记》形容
道：“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
品顶戴，服至黄马褂。”挡不住的诱惑凭借着“官商”的身
份以及左宗棠的后台，胡雪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曾经为了
一顿饱饭而奔波的小学徒，如今变成拥有众多豪宅和姬妾的
财主。他在杭州的豪宅以文石为墙，滇铜为砌，有的墙壁是
将景德镇所产上等细瓷碗打碎，捣成细瓷砂涂抹，据称可千
年不朽。园林巧夺天工，楼阁玲珑，云屏绘锦，绿暗瑶香，
耗资巨万，豪奢无匹。甚至外国使臣到杭州，宁肯住在胡府，
也不去迎宾馆舍。如此僭越违制之嫌的行为却因为左宗棠的
庇护而无人问津，胡雪岩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胡雪岩手中巨
额的朝廷高官以及商贾们的存款，并不需要他靠公关工作去
求他们存入阜康钱庄，而只要高高在上地朝南坐等这些白花
花的银两如同水银一般流入钱庄的银库。这使得胡雪岩有了
更大的经济资本去面对更大的投资机会，冒更大的风险去博
得更大的利润。1875年，胡雪岩将用他手中积攒下来的经济
和政治资本，用于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豪赌。虽然这次豪赌的
风险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一场商业投资，但是一旦成功，他
将获得他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巨额回报。这对永远不放空枪
的胡雪岩来说，其诱惑并不亚于一个他房中那俗称“十二
钗”的姬妾中的任何一个。这样，胡雪岩的名字又一次和海
防事务沾上了关系。不过这次，他却坚决地站在海防的对立
面，在配合左宗棠成功地从“海防派”手中赢得巨额资金申
请的同时狮子大开口，最终将大约相当于四艘“定远”级铁
甲舰的价格的巨额资金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这笔款项数额之
大，远远高于他之前任何一笔投资的回报，而这笔投资就是



左宗棠出兵新疆的军费，史称“西征借款”。（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