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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陶澍的出生地、生年、名字、家庭、婚姻、官场履历、著作、逝世等,人们对此都存在一些不

同的说法或盲点,更有一些传说轶闻流传。本文通过深入调查、认真考察、仔细辨析、去伪存真,得出了陶澍生平相

关问题的真实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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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湖湘文库《陶澍全集》的出版和安化县陶澍研究学会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陶澍著作,在探讨、研究、宣传陶澍,

写出了许多关于陶澍的论文,也出版了几本关于陶澍的传记和文学作品。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对陶澍的生平叙说和分析还存在一

些分歧,甚至还有一些盲点。 

一 关于陶澍的出生地 

2011 年 10 月岳麓书社出版的陈蒲清《陶澍传》说:“陶澍出生地有两说,一说出生在石螃村,一说出生在祖居陶家湾。当地

人大多数倾向于出生在石螃村。”“石螃村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山村。从安化小淹镇渡河到资江北岸,有一条小溪注入资江,叫做

石螃溪。沿溪上行,可到达石螃村。”“陶澍在石螃村度过了童年,那里还有他放牛休息的石洞。然而,石螃村虽然风景优美却太

偏僻了,所以,陶必铨经常带陶澍外出求学。”[1](P10)石螃村又作石榜村、发榜村;石螃溪亦作石榜溪。 

2012 年 12 月,岳麓书社又出版的陶今《我的先祖陶澍》说:“陶澍出生在安化县小淹乡。但关于具体地点,却有几种说法。

有的说是陶家溪,有的说是石螃溪,因为这些地方都留有他的遗迹和传说。陶澍在为其曾祖父写的行述中说:‘世居安化一都之小

淹陶家溪。’既是世居,则从曾祖父以上数代,就都是居住在陶家溪了。到了祖父这一辈,家里穷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择地别居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父亲兄弟三人分家时,陶澍已经十岁,那么,他出生在小淹陶家溪是无疑的了。至于石螃溪也有陶家老屋,

则并不是陶澍这一支的居住地。”[2](P7)陶家溪又称陶家湾。 

石螃溪是安化小淹镇对河注入资江的一条小溪流,小到连《安化县志》都没有收录它的名字。陶家湾是石螃溪注入资江口的

一个小村落,石螃村则是石螃溪上游的一个小村庄,两地相距约七八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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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陶澍出生于陶家湾,并在 1995 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澍评传》中持此说。[3](P7)陶家湾坐落在资江北岸,

隔江与小淹镇相对,风景优美,地沃物丰。笔者认为陶澍出生于陶家湾的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陶澍著述中的描述。陶澍在《鸿雪因缘图记》中说:“陶子生于资江之滨,其山:大屏、桦香、石峰、香炉、紫云、芙

蓉、乌云、神山、梅山、九冈、浮邱。其水:茱萸、石潭、善溪、伊水,上游有七十二滩,下游有二十四港。皆岿峞磅礴,湍洄清

冷,实宇宙之奥区,冠盖所不至,红尘所不入。”对照这些地名、山名分析,陶澍的出生地应该是资江之滨、小淹对面的陶家湾。

“滨”,指水边,又是迫近、濒临的意思,“资江之滨”,即资江之边。若说是相距资江十来里的石螃村,怎能用这个“滨”字?又

如,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年),陶澍觐见道光帝时说:“资水流经臣里,两岸石壁屹立于重门,澄潭溁洑,深数十丈,有石出于潭心,

方正若印,名曰印心石。”道光问:“尔居此石上乎?”陶澍说:“臣居上游三里许,幼随臣父读书,结有书室,名曰印心石屋,即在

此石之北岸。”这里陶澍所描述的居地形势,和陶家湾完全相符。陶澍著述中关于出生地的此类描述,在陶澍诗文奏折中有一二

十处之多,而关于石螃溪,则只见到一首五言律诗,该诗只是对石螃溪景物的描述,并没有说明石螃村是自己的出生地,也没有说

明石螃村曾是自己的故乡。 

第二,资江陶氏族谱的记载。五代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陶侃的后裔陶升由江西吉州迁来安化小淹。至明正德、嘉靖

年间开始修撰资江陶氏族谱,因年代久远,资江陶氏无法从陶升开始入谱,只能以元代的陶舜卿(公元 1298—1346 年)为资江陶氏

的第 1代祖先,至陶澍共传 16代。根据族谱记载,陶澍祖先的居地和葬地如下:第 1代陶舜卿是小淹陶家湾;第 2代陶日荣由陶家

湾迁江南阿丘;第 3 代陶庆源由阿丘迁江南茅坪溪口;第 4 代陶民望仍住茅坪;第 5 代陶尚觐由茅坪迁江南滴水洞;第 6 代陶臣良

由滴水洞迁小淹陶家湾;第 8 代陶德度、第 9 代陶立夫、第 10 代陶太和均居于小淹陶家湾;第 11 代陶伯含,即陶耀祖,为陶澍的

太高祖,亦居住在小淹陶家湾;以下第 12至 15代,即陶澍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居住于小淹陶家湾。上述族谱的记录中,

陶澍的直系祖先均未居住在石螃村,陶今认为“石螃溪也有陶家老屋,则并不是陶澍这一支的居住地”,此说当可成立。当然,石

螃村和陶澍是有关系的,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说明。 

二 关于陶澍的出生年月 

199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省志》,以及众多的名人志书、人名辞典,均记载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年)。
[4](P176)2008年,安化政协主席伍湘安在《安化黑茶》一书中采纳上述观点,也认为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年)。[5](P6)其实

陶澍的出生年月是非常清楚的,上述说法的产生,在于忽视了公历和农历的换算。乾隆四十三年,为公元 1778年,一般来说是正确

的。问题在于公历和农历在月份上一般有一个多月的差别。陶澍生于农历戊戌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已经是

公元 1779年 1月 17日。所以说“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年)”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 关于陶澍的名字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又号桃花渔者。其中澍、子霖、云汀,都由其父陶必铨给定,在《二子名字说》中写得

非常清楚。问题是,上述陶澍名字中没有体现“字辈”。所谓“字辈”,是表示家族辈分的字(多为名字中间的字),俗称派,也称

为班次、班派、班辈、派名等。根据资江陶氏的世系“崇、孝、必、英、贤”的字辈顺序,陶澍曾祖名陶崇雅、祖父名陶孝信、

父亲名陶必铨,陶澍应为“英”字辈,当取名陶英澍,其弟当名陶英溍。但是,陶澍兄弟的名字中都没有“英”字,而陶澍妹妹的名

字中却有“英”字,为陶珊英。陶澍儿女一代是“贤”字辈,奇怪的是陶澍唯一存活的儿子名陶桄,字光表,号少云,也没有体现辈

分的“贤”字,而陶澍几个夭折的儿子却分别名椿贤、葆贤、槾贤,都有字辈“贤”字。这一奇怪现象一直无人解答,令人匪夷所

思。 

四 关于陶澍的家境 

1949年以后,学界讨论历史人物时,往往要为之划定家庭成份,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近年也有学者议论陶澍的家庭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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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不该宣传出身地主阶级的陶澍。历史上没有划定家庭成份之说,后人只能参照土地改革划成份的标准,主观地为陶澍定

成份。划成份主要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陶澍家庭经济情况变化很大,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不能给陶澍家庭及陶澍本

人简单地定一个成份,也没有必要。但了解陶澍的家境对于客观分析历史人物还是必要的。 

1984 年,魏秀梅在台湾出版的《陶澍在江南》一书中说:“陶澍的先世,在中国旧社会中,堪称为积善之家。”[6](P13)“积善之

家”的说法符合历史真实,但是,这是从陶澍先人的品德定位的,而不是讲经济情况。陶今说:“从陶升入迁安化到陶澍的曾祖父

文衡公数代,家境时起时落,但总以务农为本……家境到了(陶澍)祖父寅亮公这一代竟是一贫如洗了。”陈蒲清认为陶澍是“农

家子弟”,“陶家以农为生,到第十一代陶耀祖(公元 1298—1346),字伯含,家庭富裕起来,曾经购买田庄十多处……后来,陶家生

齿日繁,家道也就逐渐不太富裕了。到了陶澍的祖父陶寅亮这一代已经是一个清贫的农家了,荒年甚至食不果腹……陶澍的父亲

陶必铨是一个穷秀才……家中经济陷入困境,陶家以野菜稀粥度日……住房也很差……幼年的陶澍常常参加劳动,砍柴放牛”。

以上说法和陶澍家庭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没有给定成份,但有些形容似有过头。 

陶澍家庭经济情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根据现有资料,陶澍以上 15 代祖先的基本情况,从第一代陶澍的先祖陶舜卿到第

10代,即陶澍的太上高祖陶太和,都是亲自耕种的农民,从迁徙频繁的情况分析,都缺少土地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家境比较贫穷。

因此,说陶澍的先祖是“农民世家”,当是历史事实;说陶澍是“农家子弟”也可以。 

到第 11代即陶澍的太高祖陶伯含,则家庭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王焕錪《陶文毅公年谱》称其“手置十余庄”,能够拥

有十多个田庄,以土改标准来看,当属地主阶级。陶伯含富裕是有原因的。首先王焕錪称其“有干略”,陶氏族谱则说他“秉性纯

明,超然有志略”。说明陶伯含是一个有才干、有能力、有志气、善划算、有远见的能人。其次,族谱称赞陶伯含品德高尚,诚以

待人,乐于助人,应是善于团结人,在农村有威信、有号召力的人物。再次,陶伯含处于一个好的时代,即所谓“鼎革之初”,清初

统治者比较重视恢复发展生产,为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了一定条件。到陶伯含的儿子,即陶澍的高祖陶翎先,家境更加富裕,族谱说

其“资产日绕”,又在石螃溪购置田庄、山庄;家有“奴仆十余人”,“每往佃舍,孙四五辈骑马尾之”,完全是大地主的派头。但

是,陶翎先“为人开爽豪迈,不畏强御,而存心极厚,待人极恕”,不失“积善之家”的本色。其子陶文衡即陶澍的曾祖,仍是富裕

之家。陶今说:“文衡公除了务农,一年还要做一回生意人,将安化独有的黑茶运到武汉去卖。生意不大,却十分辛苦。为了几担

茶他要翻越百数里路的山岭,再浮急流险滩的资江,过洞庭,入长江,始得到武汉。”其实,这些话只是文学语言。陶澍在为其曾祖

写行述时说文衡公“时或市茶汉镇,旅邸无事,辄结网以习劳”。当时,安化人在汉口做茶生意的不少,汉口鹦鹉洲的安化同乡会

成员多为茶商。陶澍曾为之题联:“安邑擅经营,鹦鹉洲前,聚会依然桑梓地;化工资赞育,芙蓉岭外,出山尽是栋梁材。”茶商都

是富家大户,一次生意最少是一船茶叶。所谓“担茶翻越百数里路山岭”的都是茶农,而绝不是老板。如果论成份,这时的陶家可

能是地主兼工商业主。总之,陶澍曾祖以上三代,确是大地主。到陶文衡的儿子,即陶澍的祖父陶寅亮时,陶家已经开始破落,正如

我们老祖宗的古训,“君子之泽,三世而斩”。陶家破败的原因,一是陶文衡生了六个儿子,一份家产各得六分之一,当然没有先前

富裕了。二是陶今所说,“老实巴交的祖父生性淡泊,不善农事”,坐吃山空。当然也不是“一贫如洗”,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

马大”,若比照土改时的标准,也应算是一个破产地主家庭。根据以上陶澍祖父以上四代的情况,陶澍应定位于“地主阶级的孝子

贤孙”。 

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已经没有田产,“住房也很差”,靠设馆授徒维持一家生计,灾荒之年则“要以野菜稀粥度日”;但陶必铨

是一个秀才,政治上有一定地位,经济情况也比贫困农民好得多,如果放在土地改革时期,应该是贫民,或自由职业者,总之是靠自

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这时尚未成年的陶澍,并不要“常常参加劳动”,而是以读书求学为主。至于后来陶澍成为一

家之主,进入官场,正常的俸禄十分丰厚,灰色收入更是一笔糊涂账,老家有官厅,外地有别墅,尤其广有田土,连桃江都有陶澍的

庄园。这时的陶澍当是大地主,而且是官僚大地主阶级。 

整体来说,给历史上的陶澍划定成份是没有必要的,今天纠缠这个问题,是一种极左思维。我们研究、评价历史人物,是根据

其人的言行所产生的作用来评判。凡是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我们就应该肯定;凡是重视人民群众、为老百姓做

了好事的,我们就应该褒扬。这两条是颠扑不破的铁律,是评论历史人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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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于陶澍的婚姻 

陶澍的婚姻本来非常清楚,无须考证,但是却被说得最混乱、最离奇。其中最能吸引人的即“婢女代嫁”的故事。“婢女代

嫁”的创作者为梁恭辰(公元 1814-?年),福建福州人,曾任温州知府。梁恭辰是梁章钜的第三子,而梁章钜则是陶澍的同科进士,

官场契友。梁辰恭在他的笔记体小说《北东园笔录》中写下了关于婢女代嫁陶澍的故事。现将原文引录如下。 

前两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与家大人为壬戌同榜进士,同官京师,最相契厚,两家内眷时有来往。先母郑夫人尝语余曰:“陶家

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问其故。则蹙然曰:‘我出身微贱,少常操作,此手为磨柄所伤耳。’”先母亦不敢追问其详。后家大

人闻于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极贫,初聘同邑黄氏女。有富翁吴姓者,闻黄女姿色,谋夺为其子继室,以厚利诱黄翁。黄顿萌异志,迫

公退婚,公不可,黄女之母亦不愿。而女利吴之富,意已决,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誓不适穷生。家有养婢愿以身代,女之母许之,文毅

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膺一品夫人诰命者也。后吴姓恃富,又占曾姓田,两相譬斗。吴子被殴死,吴翁亦继卒。族中欺黄女

寡弱,侵吞其田产殆尽。时文毅已贵显,以丁父忧归里,始悉其颠末,怜黄女在窘乡,赠之五十金。黄女愧悔欲死,口抱银号泣而不

忍用,旋为偷儿窃去,忿而自缢。闻文毅今尚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按此事传闻情节小有歧互,而大致则同。忆文毅与家大人同官

吴中时,朱文定公由浙江学政还朝,亦壬戌同年也。舟过苏州,同官演剧,公觞之,文定令演《双冠诰》,文毅至泪承睫不能忍。文

定私语家大人曰:“此我失检,忘却云汀家亦有碧莲姊也。”是日,上下观剧者百十人,无不目注文毅者,众口宣传其事,益信。 

文中“朱文定公”即朱士彦(公元?-1838 年),江苏宝应人,陶澍同科进士,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工部、吏部、兵部尚

书。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人高阳(公元 1926-1992 年,本名许晏骈,字雁冰,出身于浙江钱塘望族,一生著作九十多部)据此写了文

艺小说《印心石》,叙述了以“婢女代嫁”为背景的虚假故事。由于高阳的名气,《印心石》又多次印刷,故事更广为流传;21 世

纪初,北京三联书店将《印心石》再次在大陆出版,亦多次印刷,传播更广。近年,陈蒲清的《陶澍传》和陶今的《我的先祖陶澍》

都以确凿的史实介绍了陶澍的婚姻,否定了“婢女代嫁”的传闻。 

严肃的学术著作不能用传奇故事取悦读者,文学作品也不应以传说轶闻来故意伤害真实的历史人物。婢女代嫁不仅伤害了陶

澍的发妻黄德芬,也伤害了忠厚的陶澍岳父黄崇榜。当然,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关于陶澍婚恋有许多版本,只要没有歪曲历史人物,

作为历史小说应该可以容纳一些传闻轶事,以进一步丰富历史人物的形象。这有一个陶澍读书时期的传说。陶澍 15 岁时随父往

桃江读书,于桃花江遇一流落在旅店的安化女子,通过对联问难,谈诗论学,相互仰慕。三年后,中了秀才的陶澍再来桃花江旅店,

女子已逝,只留下半边对联“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却无人能对下联。陶澍见后十分伤感,挥笔对曰“迷途远避,退还莲迳

返逍遥”,并题横批“安化第一才女”。此对上联是说女子父母双亡,在舅舅家住着,就像寄寓客家一般;自己孤身一人,独坐香闺,

心中寂寞,何时是出头之日?下联则说人生在世,仿佛在迷途之内,如同大梦一场;要躲开迷途,避开“莲径”,则只有出家,才可逍

遥自在。“莲径”,在浙江宁波金峨山,有千年古道,呈“S”形盘旋而上至金峨寺,登上寺中的观音阁,则胸襟辽阔,可观海天奇

景。陶澍的下联从积极意义说,是鼓励女子应有勇气走出迷途,不怕艰险,争取前途。从消极理解则是出家为尼,亦可逍遥自在。 

六 关于陶澍的官场履历 

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五月,即陶澍逝世的前十天左右,陶澍抱病为《资江耆旧集》作序,最后写清楚了自己官场三十多

年的履历:“诰授荣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地方、提督军务粮储、操江兼辖江南河道

(管理两淮盐政)、统率文武、赏戴花翎;前安徽巡抚兼提督衔、江苏巡抚兼署江苏安徽学政、安徽布政使、福建按察使、山西按

察使兼署布政使、四川分巡、川东兵备道、吏科掌印给事中、户科给事中、巡视南漕、察院掌陕西道江南道御史、巡视中城、

巡视东城、察院稽查储积仓银库颜料库、嘉庆庚午四川大主考、甲戌会试同考官、丙子顺天乡试、丁丑会试内监试、翰林院编

修兼国史馆总纂。”这都是陶澍所任的官名和职衔,可分为两个部分:“赏戴花翎”之前是陶澍写序言时所担任的职务;其后则是

陶澍中进士后历任官职。上述所有官职又有实职、虚衔等许多区别。 

其中,陶澍官场中的几个关键官职是:巡视南漕、川东兵备道、安徽布政使、巡抚、总督、盐政。嘉庆二十年(公元 1815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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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陶澍奉命巡视南漕,半年时间催运五百多万石漕米,其办事能力崭露头角,引起了朝廷重视。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年),43

岁的陶澍任川东兵备道,其能力和品德得到朝廷重臣、四川总督蒋攸铦的赏识,并因此为道光帝所知,故一年后升任安徽布政使,

成为从二品的地方大员。陶澍在安徽理清了几十个纠缠不清的钱粮亏空事件,显示了其处理经济问题的超强智慧与能力。道光帝

随即提拔其为安徽巡抚,旋调更加重要的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公元 1830 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旋兼两淮盐政。盐税是清王朝

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员,位居一品,掌管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一般多由满人贵族、皇室宗亲担任。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统计,从康熙四年(公元 1665年)设置两江总督,至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年)陶澍病逝卸任两江总督的 174

年中,共有 56 人担任两江总督,人均任期 3.1年。56 位两江总督中,满人有 39位,汉人有 17位。其中满人贵族尹继善以 11年任

期名列第一,陶澍以 10 年任期列第二名。陶澍在总督任上曾多次受到处分,朝廷部议均为“降级调用”,道光帝则一律改为“留

用”,可见皇帝对陶澍倚仗之深。 

此外,道光元年(公元 1821 年)八月,陶澍调任福建按察使,九月,陶澍离山西赴京觐见道光帝。十月,道光帝擢陶澍为安徽布

政使。这时陶澍尚在北京,立即南下赴安徽,并没有到福建任按察使。还有“操江”一职,多为人所不解。“操江”亦为官名,始

于明代,在都察院置提督操江一人,以副佥都御史充任,住所在南京,主管上、下江防务。清随明制,康熙初年改隶总督,为武官从

一品。 

七 关于陶澍的对联 

陶澍和梁章钜是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同科进士,当时陶澍被称为“诗坛领袖”,梁章钜被称为“联坛宗师”,都以诗歌、

对联享誉于时。《陶澍全集》收录有对联 97首,另有 9首因无实证,则作为“附载”收入。“附载”的第一首是:“红薯、包谷、

蔸根火,这点福老夫享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据吴恭亨《对联话》,录有刘墉幼年对联一首,与之相似,只

是上联的前七个字为“粗茶、淡饭、布衣裳”。刘墉(公元 1719 年-1805 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吏部尚书、体仁

阁大学士。刘墉长陶澍 60 岁,陶澍中进士、任编修时,肯定知晓、甚至会见过刘墉这位朝廷重臣;但十来岁的陶澍却决不会知道

刘墉。问题是刘墉此联是否传到了偏僻的安化,如果刘墉此联已经广为传播,则此联有可能是陶澍的仿作,而将“粗茶、淡饭、布

衣裳”改为“红薯、包谷、蔸根火”。“红薯、包谷、蔸根火”确是安化农村的真实写照,特别“蔸根火”为安化小淹、江南一

带农村冬天的一大特色,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陶澍全集》收录有赠刘龙、李云将军的两首对联,均为台湾陶先进老人所藏,为陶澍笔迹。原联题“圆明园旧联句”,并分

别题“刘龙将军雅正”“李云将军雅正”。刘龙、李云位至将军,但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资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刘龙、李豹?此

外,《陶澍全集》收录《赠黄书怀》《赠荆竹溪黄某》《赠荆竹溪黄某之二》《赠杨农六弟亲家》《赠芷崖二兄弟亲家大人》等对联,

这些对联的赠授者目前均无从了解。[7](P383) 

八 关于陶澍的逝世 

在有关陶澍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当是“婢女代嫁”和“死后斩头”。陈蒲清在《陶澍传》中引了“斩头”的传说。陶澍错

斩了严佑生,其子为父报仇,要取陶人头。为避两家世仇,陶澍答应道光皇帝,死后准其子取头祭父。陶澍死后,子孙造 49 口一模

一样的棺木,以图蒙混过关。但在棺木出门时,严子发现一口棺木上停有一只苍蝇,遂开棺取头而去。陶氏子孙只得以一金头纳于

棺内,为防人盗墓,49棺分置四面八方,秘密而葬。陈蒲清强调,“这个传说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可是传说的流传却很是广泛,

而且版本很多,只是严佑生这个人名不同:有的说是年运生,陶稳固说是盐运使,《陶澍私访南京》中则说是朱茂臣。笔者曾查阅

一些历史人物、人名辞典,都没有年佑生、年运生、朱茂臣的名字。我想能够通过道光帝允诺向两江总督报仇的人,其地位和名

气当与陶澍相当,甚或过之,否则是不可能的。而且,陶澍死后被斩头,是惊动朝野的大事,历史上岂能没有记载? 

对于这个传说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个人认为,这个传说是扬州垄断盐商恶意编造的。陶澍整顿盐政,沉重地打击了垄断盐

商的行径。据时人黄钧宰在《纲盐改票》中说,扬州盐业垄断纲商包办盐政以来,积累了巨额财产,富可敌国,高楼大厦,画梁雕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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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酒竹歌,殆无虚日。陶澍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

而已”。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攻击陶澍。陶澍也因此报告道光帝:“蠹商被革,干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

怨恨,吹楚多端。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其切齿于臣若此。”时人欧阳兆雄、金安清亦在《水

窗春呓》中指出:“陶文毅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依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谤议大作。扬人好

作叶子戏,乃增牌二张:一绘桃树,得此者虽全胜亦全负,故人拈此牌无不痛诟之;一绘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虽全负亦全胜,故人

拈此牌辄喜,而加以谑词。”当时,这类对陶澍的人身攻击已经上达天听,都未能实现打倒陶澍的阴谋,故而在陶澍死后,又造谣惑

众,以泄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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