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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

克復金陵圖

李天鳴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荃率領湘軍圍攻金陵，駐軍雨花臺。同治二年四月，湘

軍攻佔雨花臺石城和南門石壘。七月至九月，湘軍攻克城南二十餘座營壘，城西

江東橋，以及城東孝陵衛。十月上旬，湘軍攻克淳化等地，切斷了金陵東南方的

補給線。十一月，湘軍用地道進攻聚寶門，未能炸開城牆。

同治三年正月，湘軍攻克天堡城；接著包圍城北，完成合圍部署。五月二十

六日，湘軍用地道進攻神策門，未能攻入城內。三十日，湘軍攻佔地堡城。六月

十四日，湘軍在神策門的地道攻勢再次受挫。十六日，湘軍用地道轟塌太平門城

牆，攻佔金陵。本戰役是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戰役。

〈克復金陵圖〉描繪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最後一幕的情景，基

本上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關鍵詞：金陵戰役、湘軍、太平天國、曾國荃



一、前　　言

從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四年年底，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數位博物館計

劃中，預定製作清穆宗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的2D平面動畫及3D立

體動畫光碟，以便將戰史研究從平面靜態帶入平面動態及立體動態的領域。因

此，從九十三年開始，筆者即會同本計劃研究助理李泰翰、陳啟耀、蕭宗鋒等先

生蒐集相關資料，首先撰寫金陵戰役文稿，作為光碟製作的依據。

湘軍攻克金陵之役，一般戰爭通史及軍事通史都有敘述，
1
但並不夠詳細。

崔之清等的《太平天國戰爭全史》，
2
參考資料周詳，是迄今最詳細的太平天國戰

爭專史。但礙於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的體例，金陵戰役的敘述依然不夠詳盡，而且

並未參考《曾國藩文獻彙編》，
3
似亦未引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4

該書所據奏摺大多以《欽定勦平粵匪方略》為主。
5
因此，較詳細的金陵戰役的

撰述，仍然有其空間。

本文撰述範圍，以同治元年至三年金陵城攻防戰為主，其他戰場戰事則只加

以簡單敘述。又因篇幅所限，同屬於本戰役範圍的雨花臺之戰、石澗埠之戰、九

洑洲之戰，由於會戰資料較多，可以專文討論，所以本文也只加以簡單敘述。

二、戰前一般情勢

（一）太平軍起事反清和攻佔南京

道光末年，洪秀全在廣西成立拜上帝會，利用基督教部分教義，宣傳平均、

平等思想，吸收教徒。當時，廣西大饑，盜賊蜂起，教徒日益增多。道光三十年

（西元1850年）十二月，洪秀全在桂平縣金田村起事反清，建號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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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爭通史方面，例如，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歷代戰爭史》，全十八冊（臺北：黎明
文化公司，1976）。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全十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軍事通史
方面，例如，施渡橋等，《清代後期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第十七卷（北京：軍事科學出
版社，1998），上冊。

2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 （清）《曾國藩文獻彙編》－以下簡稱《文獻彙編》，全八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以下簡稱《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
第3冊以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2001）。

5 該書在參考書目中雖然列有《檔案史料》，但在正文註釋中只見引用《欽定勦平粵匪方略》。



廣西提督向榮率領清軍圍剿太平軍。洪秀全轉進到武宣縣東鄉。咸豐元年

（1851）二月，洪秀全自稱天王。清廷派遣欽差大臣賽尚阿圍剿太平軍。八月，

洪秀全突破清軍包圍線；閏八月，攻佔永安，接著建立政軍制度，並封楊秀清為

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

咸豐二年（1852），洪秀全圍攻桂林，攻打不下，撤圍北上。四月，洪秀全

攻陷全州，馮雲山陣亡。太平軍轉往道州。六月，洪秀全向郴州進軍，清軍跟蹤

追擊，但無法遏阻太平軍的攻勢。七月，太平軍攻陷郴州；同月，進攻長沙，久

攻不下，蕭朝貴陣亡。十一月，太平軍攻陷岳州、漢陽、漢口；十二月，攻陷武

昌。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沿江東下，兵力號稱五十萬，船艦一萬餘艘，一路奪

取九江、安慶、蕪湖；二月，攻佔金陵，洪秀全定為都城，改名天京。

（二）太平軍的北伐和西征

咸豐三年四月，洪秀全派遣林鳳祥和李開芳率領兩萬人北伐。北伐軍首先進

攻河南、山西，不久折回河南，進入直隸；由於孤軍深入，困守天津靜海。咸豐

四年，洪秀全派遣援軍北上，在山東被清軍擊滅。次年，北伐軍全軍覆沒。

咸豐三年四月，洪秀全派遣胡以晃等展開西征，先後攻佔安慶、九江。八

月，翼王石達開攻略皖北。太平軍先後佔領和州、廬州。安徽全部被太平軍佔

據。同年，西征軍佔領漢口、漢陽，圍攻武昌；又攻掠湖北北部，進攻湖南。次

年，太平軍攻佔岳州、寧鄉。

（三）清軍江南和江北大營的崩潰

咸豐三年，清廷命欽差大臣向榮領兵一萬人，在南京城東孝陵衛駐紮，號稱

江南大營；琦善則領兵一萬人在揚州城外駐紮，號稱江北大營。

咸豐五年，清軍圍攻鎮江，洪秀全命西征軍回援。次年三月，燕王秦日綱擊

破江北大營，佔領揚州。不久，石達開部返回天京，和東王楊秀清聯合大破江南

大營。清廷改派和春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張國樑為幫辦軍務。

咸豐六年（1856），洪秀全聯合韋昌輝殺死楊秀清。接著，韋昌輝又殺害石

達開家人。洪秀全又誅殺韋昌輝，石達開主持朝政。洪秀全又猜忌石達開，將大

權交給同姓諸王。次年五月，石達開率領二十萬人出走，西向遠征。太平天國元

氣大傷。咸豐九年，洪秀全封堂弟洪仁玕為干王，總理朝政；封陳玉成為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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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為忠王，主持軍事。

咸豐五年，和春克復廬州；次年，重建江南大營。咸豐七年，和春派遣張國

樑進逼金陵；十一月，攻佔鎮江。接著，欽差大臣德興阿統率江北大營駐紮浦

口。咸豐八年，張國樑率領清軍約八萬人圍攻金陵。九月，陳玉成和李秀成回援

天京，擊潰江北大營。太平軍陸續佔領江埔、揚州。這時，湘軍圍攻安慶。陳玉

成、李秀成領兵西上，十月陳玉成在三河鎮大破湘軍。清軍被迫撤除安慶之圍。

咸豐九年，張國樑圍攻金陵。李秀成首先攻佔杭州，江南大營派兵救援。李

秀成迅速北返，在咸豐十年閏三月擊潰江南大營，張國樑戰死。太平軍接著佔領

常州、蘇州，進攻上海。

（四）湘軍的建立和克復安慶

當時，清朝軍政腐敗，太平軍起事後，八旗、綠營無力平亂。咸豐二年十二

月，清廷命曾國藩在湖南長沙辦理團練。曾國藩乘機組建湘軍。咸豐三年七月，

湘軍進到南昌，和太平軍交鋒，小敗而退。咸豐四年六月，太平軍攻陷武昌。湘

軍展開反擊，七月攻克岳州，八月克復武漢。十月，湘軍在田家鎮大破太平軍，

收復蘄州。十一月，湘軍沿江東下，進逼九江。太平軍為牽制湘軍，因而在咸豐

五年春天，再度攻陷漢口、武昌。接著，石達開派兵救援九江，在湖口大破湘軍

水師。曾國藩退守南昌。咸豐六年正月，湘軍彭玉麟水師在漳樹鎮獲得大捷，太

平軍則佔領吉安。然後，石達開大軍又進入江西攻略。

咸豐六年二月，石達開奉命回援天京。曾國藩乘機圍攻武漢。六月，石達開

救援武漢，被湘軍擊敗。八月，石達開又奉令返回天京救駕。十一月，湘軍攻克

武昌。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返家奔喪，湘軍交由湖北巡撫胡林翼、福建水師提

督楊岳斌掌管。七月，湘軍攻克瑞州。

咸豐八年，胡林翼平定湖北。四月，湘軍克復九江。石達開竄往浙江，並騷

擾福建、江西。清廷命曾國藩負責江西軍務，並掃蕩福建。湘軍陸續克復江西各

城。同年，湖廣總督官文派兵進攻安徽。湘軍李續賓部進攻廬州，江寧將軍都興

阿圍攻安慶。十月，李續賓部在三河鎮大敗被殲，都興阿退守宿松。

咸豐九年二月，湘軍肅清福建。曾國藩進攻安徽。咸豐十年閏三月，曾國荃

圍攻安慶。是年，江南大營崩潰，江蘇、浙江告急。夏季，清廷命曾國藩為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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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又命他先救江浙。曾國藩認為攻佔安慶是克復金陵的基

礎，而命曾國荃繼續圍攻安慶。十月，清廷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

江四省軍務，統一指揮東南部剿除太平軍的戰事。同年，陳玉成和李秀成西上救

援安慶。兩年間，清軍在掛車河、集賢關等地數度擊敗陳玉成等部援軍。咸豐十

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曾國荃攻克安慶。陳玉成退往廬州。

接著，曾國藩移師安慶，並向金陵進軍。同年，曾國荃陸續攻佔池州、無為

等地。同治元年（1862）正月，另一部清軍攻克天長、江埔。

三、金陵之役

（一）曾國荃駐軍雨花臺（參閱圖1、圖2、圖3）

1.曾國荃進抵雨花臺

同治元年，曾國藩數路進軍。曾國荃直搗金陵。江蘇巡撫李鴻章率領淮軍救

援上海，並統籌江蘇戰事。彭玉麟、楊岳斌水師肅清長江下游。荊州將軍多隆阿

圍攻廬州。鮑超進攻寧國。浙江巡撫左宗棠進攻浙江，負責全浙軍事。
6

同治元年二月，江蘇布政使曾國荃展開攻勢，先後攻佔巢縣、和州、太平等

地。四月下旬，曾國荃率領湘軍攻佔周村，進駐板橋。五月初一日，曾國荃佔領

秣陵關。初二日，湘軍攻佔大勝關。初三日，曾國荃會合水師彭玉麟等部攻克頭

關。同日，水師繼續攻佔江心洲、蒲包洲。太平軍的「濱江重險」大多失守。初

四日，曾國荃進抵金陵城南約四里的雨花臺駐軍，準備圍攻金陵。這時，曾國荃

所轄的水陸軍，只有兩萬出頭。
7

同年，多隆阿攻陷廬州。陳玉成逃往壽州，投奔練總苗沛霖。苗沛霖誘擒陳

玉成，送交清軍，被清軍凌遲處死。陳玉成外號四眼狗，「勇悍類楊秀清，謀略

過李秀成」。他死後，湘軍在「楚、皖之間，遂無勁敵」。
8
李秀成聽說陳玉成被

殺，嘆著說：「吾無助矣！」
9

6 印鸞章，《清鑑》（臺北：世界書局，1959），卷8，頁565-567。

7 《文獻彙編》，（二），同治元年5月17日，〈奏陳官軍水陸並進疊克秣陵關等要隘圍偪金陵駐軍雨
臺摺〉，頁1014-1018。《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5月17日，〈曾國藩奏報水陸疊復沿江要隘
並圍偪金陵各情摺〉，頁365-367。

8 同註6，頁567。

9 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475，〈洪秀全傳〉，頁12936。

535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

花



2.雨花臺之戰

洪秀全命令在上海督戰的李秀成回救天京。同治元年「夏秋以來」，曾國荃

軍「疾疫大作」。
10
或者「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

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

省。」
11 
閏八月，李秀成率領太平軍數十萬人前來救援金陵，列營東起方山，西

至板橋，並會同金陵城內太平軍，猛攻雨花臺。曾國荃被流彈射傷面頰。曾國荃

苦戰四十六日，在十月大破太平軍。太平軍一部退向金陵南門，「繞城而遁」，
12

一部由李秀成率領退往秣陵關築壘固守。
13

雨花臺戰後，李秀成派兵從九洑洲渡江，企圖攻擊清軍後路，迫使清軍返回

江北救援。十月，太平軍攻陷含山、巢縣；十一月，攻陷和州。
14
同治二年

（1863）正月，李秀成親自率領太平軍屯駐下關、中關，號稱二十萬人，從九洑

洲陸續渡江；二月，攻陷浦口、江浦。
15

3.曾國藩巡視雨花臺

曾國藩終始認為曾國荃孤軍進入危地是失策，
16
因此在同治二年正月從安慶

東下，巡視沿江官軍營壘。二月初六日，曾國藩抵達雨花臺大營。次日，曾國荃

陪同曾國藩巡視營壘。
17
曾國藩見到曾國荃軍隊穩健，信心堅定，於是決定停止

退師的議論。
18
十五日，曾國藩前往九洑洲，然後沿江西上，二十八日返抵安

慶。接著，曾國藩上奏陳述「可懼可喜」的情勢。
19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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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10月27日，〈曾國藩奏陳近日軍情及辦理諸務竭蹶片〉，頁681。

11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
〈金陵湘軍陸軍昭忠祠〉，頁12-14。

12 （清）《平定粵匪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說〉。

13 《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10月27日，〈曾國藩奏陳近日軍情及辦理諸務竭蹶片〉，頁681。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75，〈洪秀全傳〉，頁12942。關於雨花臺之戰，亦可參閱：李泰翰，
〈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刊》，22卷12期（2005
年3月），頁64-75。

14 《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11月12日，〈曾國藩奏報近日軍情並請飭調江忠義移駐皖北
頁697-699。

15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3月17日，〈曾國藩奏報敵渡九洑洲隨陷浦口等城摺〉，頁106-
108。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75，〈洪秀全傳〉，頁12945。

16 （清）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收入於蕭榮爵編，《曾忠襄公全集》（臺北：成文出版社，
1969，《清末民初史料叢書》），卷2，頁1。

17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曾文正公全集》），卷3，頁1。

18 同註16。

19 同註17。

摺〉，

4，



20（清）《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治二年三月上，曾國藩片，頁51-56。

21（清）王定安，〈圍攻金陵〉，《湘軍記》（臺北：文苑出版社，1964），卷9，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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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池州以上，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緝茅棚，高三尺。

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絕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

籍。臣過西梁山等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

日，大勝關江濱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賑卹。他處

蘆棚叢雜，亦往往一炬萬命。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月不

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群賊無所得食，故壹意圖竄江西，

并窺伺皖浙已復之區。平民無所得食，弱者轉徙溝壑，黠者則從賊以偷

生旦夕。黨羽無定長，酋長無定謀。便恐變為流賊，更難收拾。⋯⋯此

皆可懼之端也。

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姦淫，以安裹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

佔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

M；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雖合圍城外，而

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民聞

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

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

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寧

國、東西梁山、金柱M、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

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

築壘如城，掘濠如川，艱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今

實遠勝於昔。賊中群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

敗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謨，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

應靈通。⋯⋯此皆可喜之端也。
20

三月，清廷任命曾國荃為浙江巡撫，仍然留在金陵進剿。
21

4.石澗埠之戰

李秀成意圖使用圍魏救趙的戰略，解除金陵之圍。三月上旬，李秀成率領太

平軍數萬人圍攻石澗埠，守將劉連捷等盡力抗拒。曾國荃派遣彭毓橘率領馬步八

營前往救援，胡林翼也派遣水師前往救援。中旬，李秀成戰敗西竄。接著，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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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5月12日，〈曾國藩奏報石澗埠等城營防守解圍情形摺〉，頁164-
166。

23（清）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卷2，頁1。

24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25 同註23。

26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5月12日，〈曾國藩奏報官軍攻破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摺〉，頁226-
228。（清）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以下簡稱《方略》（臺北：成文出版社，
1968，《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卷345，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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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領兵先後攻打廬江、舒城、六安，都攻打不下。四月，李秀成撤離六安。
22

5.湘軍攻克雨花臺石壘

四月，江蘇巡撫李鴻章圍攻蘇州。李秀成聞報後，「大掠而東」，
23
揚言

「回援蘇州」。
24
李鴻章約曾國荃從上流加以攔截。曾國荃判斷李秀成如果「不南

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因此決定攻打雨花臺石城，來吸引李秀成。這時，劉

連捷、鮑超等部湘軍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
25

雨花臺石城「據險雄峙，屏蔽城垣」。四月二十七日夜晚，曾國荃分兵六

路，每一路用一個營作為前鋒，兩個營擔任策應。記名總兵李臣典等進攻石城，

趙清河等分別進攻聚寶門外南卡、西卡、東卡石壘。陳湜出中路，蕭孚泗出右

路，易良虎出左路，負責接應。前鋒各營三更時「匍伏蛇行」，暗中逼近石城、

石壘濠溝，「束草填濠，架梯欲上」。太平軍發覺，放砲攻擊。五名湘軍被擊

倒，湘軍略為遲疑不前，李臣典斬殺了兩名士兵，手持旗幟向前衝鋒。湘軍「無

敢少後者，群以火箭、火球盤空飛擲，悉入石城」。天將亮時，趙三元率領中軍

親兵「從砲臺下蟻附而升」，李臣典等「各率部卒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這

時，石城城樓著火，太平軍爭相奔救。湘軍乘著煙霧攻佔石城。石城「地高勢

險，俯瞰東卡、西卡、南卡九石壘歷歷在目」。趙清河等「乘勢猛擊，平毀數

壘」，太平軍紛紛棄壘逃遁，九座石壘全被攻佔。

曾國荃認為太平軍必定會前來爭奪雨花臺，因此派四個營駐守石城，又增建

六座營壘，增派部隊駐守。不久，太平軍前來攻擊。曾國荃命湘軍藏匿在附近房

舍中，「蓄銳不發」，等太平軍稍微鬆懈時，「突出奮擊」。蕭孚泗等「扼其

前」，趙三元等「截其後」。太平軍佔不到便宜，便繞過雨花臺，乘著湘軍新的營

壘尚未穩固，「悉銳猛攻」。李臣典等「督隊馳援」，湘軍「搏鬥移時」，太平軍

才「負創入城」。湘軍殲滅太平軍近六千人，俘擄兩百餘人，「奪獲砲械尤多」。
26



6.九洑洲之戰

湘軍攻克雨花臺石壘後，李秀成決定撤回江南，救援金陵、蘇州。五月上

旬，湘軍克復江埔、埔口，並在九洑洲截擊南下的李秀成大軍。中旬，湘軍攻佔

下關、草鞋峽、燕子磯；十五日，攻陷九洑洲。是役，湘軍大破太平軍，佔領了

金陵江北太平軍所有的據點，殲滅太平軍數萬人，消滅金陵江面的太平軍水師。

湘軍也傷亡二千餘人。
27
從此「江面肅清」，曾國荃「乃得專意以圖金陵」。

28

江北之役，太平軍損失了十數萬人，渡江抵達南岸的只剩下四五萬人。
29
同

月，李秀成抵達無錫，又率領太平軍進到常熟，號稱數十萬人，企圖救援遭到李

鴻章蘇軍圍攻的江陰。劉銘傳等部蘇軍大破太平軍，殺死太平軍數萬人。顧山以

西太平軍全被肅清。
30

（二）湘軍攻佔金陵城東南西三面外圍據點（參閱圖3）

1.湘軍進駐金陵城北

九洑洲戰後，曾國藩命提督鮑超南渡。這時，曾國荃請求調派駐守江埔的候

補臬司蕭慶衍前往神策門一帶駐紮，而命鮑超軍前往孝陵衛駐紮，「漸圖合

圍」。
31
很多人說：「城大兵單，合圍不宜驟。」曾國荃則說：「今浙軍攻富

陽，滬軍攻蘇州，群賊奔命，此亦天亡之時也。吾乘其急而合圍，彼備多力分，

縱不即克金陵，其收效蘇杭必矣。」於是，曾國藩命鮑超前往孝陵衛駐紮。
32

常熟戰後，太平軍忠王和侍王隨同天王洪秀全堅守金陵城，並運送蘇州的糧

食接濟金陵。

五月十五至十八日，曾國荃軍攻破金陵城外南城角和長干橋的一座營壘和二

座關卡。
33

27 《文獻彙編》，（二），同治2年5月27日，〈遵覆攻克九洑洲及佈置情形等事摺〉，頁1495-1508。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5月27日，〈曾國藩等奏報水陸各軍會克江浦等城隘江面肅清摺〉，
頁243-247。

28 《平定粵匪圖》，〈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洑州諸隘圖說〉。

29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75，〈洪秀全傳〉，頁12956。

30（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3。

31（清）朱學勤，《方略》，347卷，頁34-36。

32（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3。

33（清）朱學勤，《方略》，348卷，頁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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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超軍在鐘山一帶構築營壘，即將完成。這時，鮑超患病，而且「軍中疾疫

大作，死亡相屬」。曾國荃因此命鮑超將鐘山營壘擣毀，移往神策門、沿江一帶

駐紮。
34
六月初二日，鮑超移駐神策門外。

35
這時，圍攻金陵的湘軍患病的超過

半數，尤其以鮑超的霆字營最為嚴重。二十二日，一支太平軍從儀鳳門衝出，直

撲鮑超的霆字右營，另一支由太平門繞道撲向劉連捷的南字等營。湘軍轟擊了一

整日，太平軍傷亡重大，終於撤退。七月初一日，太平軍又使用極大的西瓜炸砲

進攻劉連捷的下關營壘，每顆砲彈重三十餘觔。劉連捷獲得李成謀部水師的協

助，將太平軍擊退。李成謀和劉連捷都身受輕微鎗傷。

接著，劉連捷部在營壘外面挖掘濠溝，掩飾開挖地道作業。
36
七月初六日，

太平軍又向下關營壘進攻
37
。太平軍用西瓜砲將營牆轟坍數丈，又「負油簍，伏

壘邊，躍躍欲上」。劉連捷和李成謀「極力堵住，斃賊無數」，太平軍才撤退。
38

2.湘軍攻佔印子山七甕橋

六月初一日起，曾國荃督令各營進攻印子山營壘，久攻不下。七月初五日夜

晚，他派遣湘軍游泳過河，襲擊攻破賽拱橋邊一座土壘，將守軍全部殲滅。

城西太平軍屢次向湘軍進攻，被候選道陳湜擊退。曾國荃為了減輕西北兩面

湘軍的壓力，因此在七月初六夜晚，分兵三路進攻印子山。三更時，湘軍「束草

填濠」，拔除竹籤，架設雲梯，太平軍「槍l如雨」，湘軍奮不顧身，投擲火彈，

「肉薄齊登」。初七日黎明，湘軍攻克山頂石壘，佔領了印子山。

這時，七甕橋營壘的太平軍，增加部隊固守。初九日，太平軍數路向湘軍攻

擊，湘軍分頭將太平軍擊退。七甕橋旁邊的湘軍乘勢進攻，攻克七甕橋石壘一座

土壘三座。李秀成率領手持洋槍的太平軍一萬餘人，出城通過七甕橋向湘軍猛

撲。在印子山督戰的曾國荃命湘軍佯敗誘敵，而令馬隊從右路包抄，一部從正面

前進。提督蕭孚泗等分路進擊，將太平軍「衝為兩段」，鏖戰三個時辰，太平軍

敗潰。湘軍三路追擊，殺死許多太平軍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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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6月27日，〈曾國藩奏報金陵皖南江西等路軍情摺〉，頁262。

35 同註30。

36《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7月12日，〈曾國藩奏報近日戰守事宜各條摺〉，頁268。（清）曾國
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復官
中堂〉，頁57-58。

37《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7月27日，〈曾國藩奏報皖南江西各路軍情梗概摺〉，頁283。

38（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復官中堂〉，頁57-58。



接著，曾國藩採納曾國荃的意見，抽調駐江埔的蕭慶衍率領七個營渡江，駐

紮七甕橋河邊，以便控制秣陵關經由小河進入金陵的補給線。曾國荃又說：「金

陵城大，必須增募萬眾合圍。」
39
曾國藩便下令再招募軍隊一萬人。不久之後，

圍攻金陵的湘軍兵力也就增加到將近四萬人。
40

3.湘軍攻克上方橋

曾國荃認為江東橋是金陵西南面的要隘，上方橋則是東南面的補給線；因

此，他命陳湜圖謀江東橋，蕭慶衍進攻上方橋。上方橋小河西岸有兩座太平軍營

壘。七月二十日，蕭慶衍率領七個營逼近上方橋構築營寨。上方橋和七甕橋的太

平軍前來攻擊。曾國荃派遣蕭孚泗、李臣典等領兵分別前往阻遏，使蕭慶衍得以

將牆濠構築完成。二十二日，曾國荃又派遣李祥和等率領兩營進到太平軍營壘前

面紮營。太平軍猛烈撲向湘軍，湘軍力戰將太平軍擊退。湘軍營壘構築完成後，

用巨砲日夜向上方橋轟擊。二十九日，曾國荃暗中派遣熊登武等率領三營繞到上

方橋後方約五里處，搶築六座小營，以便切斷太平軍後路。河東太平軍聯合七甕

橋和秣陵關的友軍，集結數支大部隊向湘軍進攻。蕭孚泗、李臣典領兵迎戰，伍

維壽等又率領騎兵從右翼包抄。太平軍驚慌潰退。湘軍追擊到秣陵關，攻破關卡

十餘座，擄獲船隻十餘艘。是夜，蕭慶衍派兵背負莖稈，進到上方橋濠邊，填塞

濠溝，並拔除地籤，吶喊進攻，躍入營壘。次日，湘軍攻佔上方橋兩座土壘。太

平軍無法再經由小河運送糧食。

4.湘軍攻克江東橋

江東橋石壘高聳，環繞著木城，有兩道壕水。陳湜攻打了數月，未能攻下。

於是，陳湜製造小渡筏，準備架設浮橋；八月初，又指揮吳隆海等部準備竹筒一

千餘管，裝滿火蛋，製成大型噴筒。十一日夜晚，黑雲密佈，陳湜挑選精兵數百

人徒涉越過濠水，藏匿在石壘下方，然後將噴筒投擲到石壘內，爆炸聲陸續不

斷。太平軍正驚慌失措，湘軍一部衝過小渡筏浮橋，拔除花籬；一部從右路抄出

壘後，吳隆海等部從左路包抄到旱西門。陳湜指揮大隊繼續挺進，太平軍用大砲

連環轟擊。湘軍噴筒的火勢延燒到木城。湘軍敢死隊用雲梯從四面肉搏登上石

壘。先登上壘的士兵負傷倒地，陳湜等拔刀壓陣，湘軍不敢後退，有緣著梯子爬

上石壘的，有從砲眼內蛇行爬行進去的。太平軍紛紛逃命。次日拂曉，湘軍攻克

39 （清）朱學勤，《方略》，349卷，頁14-16。

40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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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壘，並陸續攻克其他營壘。城內太平軍出來救援，這時蕭孚泗等率領南路部隊

抵達，合力將太平軍擊退。陳湜又增建數座營壘，和水師相互支援，控制水西、

旱西兩門通路。
41

這時，由於皖南處處告急，曾國藩調鮑超軍前去救援，而命曾國荃分兵保護

下關和七里洲各營後路。八月十六日，曾國荃派遣記名提督張詩日率領南路四營

前往幕府山駐紮。同時，曾國荃又派遣易良虎等返回湖南，召募數營新兵。
42

5.湘軍攻克上方門等地

這時，金陵東南沿著秦淮河岸，還有數座太平軍石壘。距金陵城較近的有中

和橋、雙橋門、七甕橋，稍遠的有上方門、高橋門、土山、方山。再向南，還有

秣陵關、博望鎮。曾國荃認為若不能攻克，則不能制太平軍的死命。於是，他命

蕭慶衍、彭毓橘、蕭孚泗等領兵在河流曲折處架設浮橋，捆紮渡筏，計劃東渡紮

營。太平軍事先在東岸構築數座土壘，和湘軍相抗。蕭慶衍使用巨砲轟擊。九月

十八日，他派遣李祥和等在西岸上下游，構築三座兵營，準備渡河。數千名太平

軍在岸邊用洋槍和湘軍相互攻擊，相持了兩日。二十日四更，李祥和等率領精兵

從下游渡河；蕭慶衍領兵從上游渡河，攻破太平軍五座土壘。不久，城中太平軍

前來爭奪土壘，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寨，一面率領湘軍向四周前進，擊敗了太平軍

的先鋒，在東岸構築營壘。二十二日，太平軍又派兵前來襲擊。陳湜、彭毓橘、

蕭孚泗領兵東渡，攻擊太平軍左翼。湘軍一直打到七甕橋後方，攻佔太平軍營壘

一座，切斷了雙橋門以東和金陵的聯繫。蕭慶衍又領兵進攻中路太平軍的腹心，

多名湘軍將領戰死。湘軍將士憤慨，爭相殺敵，太平軍戰敗潰逃。蕭慶衍率領騎

兵阻斷太平軍的退路。於是，湘軍一舉攻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等石壘。

6.湘軍攻克七甕橋等地

二十二日，方山、土山的太平軍，在湘軍分路合擊之下，都棄壘逃遁。七甕

橋的太平軍也想逃遁。這時，蕭孚泗、彭毓橘、熊登武等八營在七甕橋東岸駐

守，李臣典率領五營在西岸前方堵截，準備夾攻七甕橋。突然，太平軍援軍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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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文獻彙編》，（二），同治2年8月27日，〈奏陳金陵陸師攻破上方橋江東橋兩隘摺〉，頁1654-
1661。《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8月27日，〈曾國荃奏報金陵東路佈置及攻克上方橋等處敵
壘片〉、〈曾國藩奏報金陵各軍平毀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摺〉，頁318-322。（清）朱學勤，《方
略》，卷351，頁25-27；卷352，頁9-10。

4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8月27日，〈曾國荃奏報金陵東路佈置及攻克上方橋等處敵壘片〉，
頁3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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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出城攻擊湘軍，多名湘軍將領戰死。蕭孚泗、彭毓橘督促各軍奮戰，擊退太平

軍援軍。二十四日夜晚，湘軍派出敢死隊暗中放火焚燒太平軍營壘，太平軍從濃

煙中衝出。於是，湘軍攻克七甕橋石壘，殺死太平軍不計其數。

7.湘軍攻克中和橋秣陵關

太平軍在博望鎮設有兩座關卡，七座石壘。九月十八日，金柱關湘軍守將朱

南桂率領五營前往偷襲。四更，朱南桂領兵銜枚急行軍，武明良為右翼，朱洪章

為左翼。十九日拂曉，湘軍各路前鋒齊集到博望鎮關卡下。守軍鎗砲橫飛，湘軍

無法迫近。朱洪章等太平軍稍微鬆懈時，將巨砲運到前面，轟擊一發便擊斃數

人。武明良又用火箭密集射擊，右邊關卡哨柵著火燃燒，太平軍救火亂竄。湘軍

乘勢殺入，搗毀關卡。石壘的太平軍傾巢而出，朱南桂領兵往來衝殺，但未能遏

阻太平軍。這時，朱洪章、武明良暗中領兵繞出頭壘，爬牆登上石壘。太平軍回

頭看到石壘上已經換上湘軍旗幟，不知所措。朱南桂乘勢剿殺，將太平軍趕到長

流觜，大約半數的太平軍墜河溺死。然後，朱南桂返回博望駐守。十九日，湘軍

攻破博望鎮二座關卡、七座營壘。

二十五日，曾國荃又派遣趙三元等率領馬、步九營向秣陵關進攻；陳湜等率

領八營向七甕橋進攻。陳湜進到西岸，和熊登武等會師，一戰攻克中和橋。秣陵

關的太平軍則棄營逃跑。湘軍追擊到河岸，斬殺了太平軍兩百餘人。到此，紫金

山西南太平軍據點全被湘軍攻陷。

8.湘軍攻克孝陵衛

同月，曾國荃又命副將朱洪章攻佔孝陵衛。孝陵衛有數座太平軍營壘。朱洪

章從七甕橋前往攻擊。他命一部湘軍偽裝成太平軍，從雄黃鎮繞道攻擊孝陵衛；

一部湘軍在濫房設伏，準備攔截撤退的太平軍。他則率領馬隊親兵接應。夜晚，

湘軍抵達孝陵衛營壘前，守壘的太平軍問是誰。湘軍不答話，一直向前殺入。黑

夜中太平軍不知虛實，分別奪路逃走。濫房的伏兵出來截擊，朱洪章的馬隊也趕

到。酣戰間，報告說曾國荃來到。朱洪章叫營官轉告說：「孝陵衛十餘壘已被我

軍奪獲矣。」然後繼續追擊太平軍。曾國荃審訊俘虜。俘虜說：忠王恐怕官軍攻

打孝陵衛，所以命令三萬人前來駐紮，沒料到官兵突然衝入，太平軍還以為是友

軍前來支援，所以沒有防備。曾國荃說：真是天意。次日，曾國荃和朱洪章一同

「踏勘地勢」，準備開挖長壕。朱洪章「口講指畫，分段丈量」，下令用向榮、張

國樑兩人以前的前壕作為後壕，「另加寬深，俱六丈，接七甕橋河，直抵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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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約長三十里，以四十八營分防之」。
43

九月二十七日，曾國荃等在孝陵衛勘察地勢時，太平軍突然從朝陽、太平門

衝殺出來，和湘軍交戰。蕭慶衍、陳湜分頭迎擊，蕭孚泗、李臣典領兵從城邊進

行包抄。太平軍護王陳坤書指揮督戰。曾國荃下令在山麓埋伏洋槍隊，等太平軍

靠近時予以攻擊。陳坤書中槍墜馬，太平軍陣勢大亂，分路逃竄。湘軍騎兵展開

追擊，俘獲一百數十人。
44

十月初五、六日，湘軍又攻克淳化、解溪、隆都、湖塑、三坌鎮，肅清了金

陵東南方百餘里內的太平軍據點。十五日，湘軍進到孝陵衛一帶駐紮，切斷了金

陵東南方的補給線。
45

八月初一日，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屬下劉銘傳部攻佔江陰。十月初一日，彭玉

麟部收復高淳。初三日，易開俊收復寧國。初七日，彭玉麟、鮑超攻克東壩。十

二日，鮑超攻克建平，收復溧水。二十五日，李鴻章收復蘇州。十一月初一日，

郭松林等攻佔無錫。
46

（三）湘軍完成合圍部署（參閱圖3）

1.聚寶門湘軍地道攻勢受挫

湘軍從同治二年四月起，開始挖掘地道攻城。十一月，通向城南聚寶門的地

道即將完成。
47
太平軍事先在城內修築月城，

48
在城下牆角開挖地道，和湘軍地

道相對，這時即將穿透湘軍地道。曾國荃認為不能等待橫道（指地道達到城牆下

方時，再向左右兩方挖掘的地洞，以便安放火藥）整齊，因此連忙在初五日安裝

火藥四萬斤，夜間封閉地道口，並派兵進攻聚寶門。初六日五更火藥爆炸。這

時，湘軍在城濠上的浮橋也架設完成。城牆被轟塌十餘丈寬，很多太平軍被磚

石、土塊擊傷。但由於城身厚達八丈，火藥只轟塌城牆外側三四丈而已，內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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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叢書集成續編》），頁38-39。

44 《文獻彙編》，（二），同治2年10月12日，〈奏陳金陵陸師攻克東南八隘並克復秣陵關摺〉，
1921-1926。《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10月12日，〈曾國藩奏報金陵陸師疊克要隘摺〉，頁
358-361。

45 《文獻彙編》，（三），同治2年11月，〈附陳曾國荃進攻金陵軍情蒙城解圍片〉，頁1973。

46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4-6。

47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王峰臣〉，頁1-2。

48 同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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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聳立，沒有造成缺口；而兩側城牆也仍然壁立，沒有斜坡可以上去。湘軍跑過

城濠上架設好的浮橋，衝向崩塌處。城頭太平軍用大砲、洋鎗攻擊湘軍，砲彈、

子彈如同雨點。湘軍傷亡三百餘人，湘軍攻勢受到遏阻。
49

2.李秀成提議讓城別走

十一月初十日，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帶領數百騎兵，由太平門潛回金陵城中。

十一日，李秀成向天王洪秀全上奏說：「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

深壘固，外救不來。」因此，他提議實行「讓城別走」的戰略。就是放棄天京，

全軍突圍，保存實力，再圖發展。洪秀全大為憤怒，嚴厲斥責李秀成。李秀成又

下跪說：「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帥兵得爾雨花臺，絕爾南門之

道，門口不能爾行。得爾江東橋，絕爾西門，不能為用出入。得爾七甕橋，今在

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絕門。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

戰兵無有，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費

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也！」洪秀全說：「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

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

外去，欲在京，任由于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

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

王（洪仁達）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洪秀全堅持

不肯採納李秀成的建議，李秀成含淚退出。

以後，天京政事，洪秀全都「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

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於是，太平天國政事日益腐敗。
50

3.湘軍加強封鎖金陵

十一月，曾國荃命令蕭孚泗等在金陵北面接近城牆一帶修築一座月城。十三

日，太平軍前來偷襲湘軍，湘軍加以擊退。太平軍也在城池旁邊增建營壘，以防

湘軍地道攻勢。十六日晚上，湘軍再次進攻，攻破太平軍所修築的營壘。
51

這時，湘軍已經奪取金陵城外的許多據點，金陵城東、西、南三面，都已被

湘軍佔領，只有東北面的鍾山石壘尚未佔領，北面尚未合圍，因此還無法制太平

49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王峰臣〉，頁1-2。

50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增
補本），頁339-340、345-346。

51 （清）朱學勤，《方略》，卷360，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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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死命。
52
而且湘軍糧餉缺乏，大多食用稀飯，餓著肚子進行圍城作業。

53

聚寶門地道攻勢受挫以後，曾國荃決定經營城北。他叫楊岳斌派遣彭楚漢、

丁泗濱率領水師雪夜巡邏江面，見到有民眾用小艇載運米糧偷渡接濟城內的，便

加以攔截，以便斷絕太平軍江面的接濟。他又命朱洪章、武明良等營各抽出三成

部隊，繞到鍾山後方，每夜輪流攻擊，以便斷絕太平軍陸路的接濟。然而，由於

城北地面太過寬闊，太平軍仍能利用雨夜搬運糧食。於是，曾國荃再調派駐金柱

關的朱南桂等六營協同圍困金陵。同治三年正月，朱南桂等抵達城北駐紮。

4.湘軍攻克天堡城

同治三年正月，曾國荃決定攻佔居高臨下的鐘山頂峰石壘－天堡城，因而問

朱洪章，「應用何策克之」。朱洪章說：請曾國荃不要到他的營壘，他自然有辦

法攻克。曾國荃問為何。朱洪章表示：曾國荃如果前來，他們一定會迎送，太平

軍認為湘軍不敢懈怠；曾國荃不來，太平軍見湘軍正在挖壕修壘，如果乘機前往

攻擊，一定可以成功。曾國荃同意。於是，朱洪章向各營官說：「今年是我三十

歲生辰，九帥要來觴慶，煩為我往喚戲班。」到時候，曾國荃派人來送禮，營官

也來送禮。朱洪章又找來戲班演戲。

二十一日，李秀成見孝陵衛湘軍營壘日夜宴樂，於是派遣大批太平軍從朝

陽、洪武、太平三門出城，去奪回孝陵衛。
54
太平軍向孝陵衛一帶進攻，撲向湘

軍濠牆，拔除地籤，意圖登上營壘。湘軍在牆後用槍砲射擊，太平軍仍然猛烈進

攻。朱洪章和武明良留下部分兵力固守營寨，一面率領部隊出濠攻擊，
55
並設下

埋伏。湘軍交鋒後首先佯敗，故意拋棄旗幟，「依山而走」。太平軍拼命猛追，

進入伏擊陣地。湘軍伏兵「四面突出」。
56
朱洪章、沈鴻賓等從右路進攻，武明

良等從左路進攻。雙方肉搏了一個時辰以上，
57
在湘軍「連環鎗砲」攻擊之下，

太平軍「大挫而敗，奪路奔走」。湘軍「揮戈掩殺，鎗刀響處，屍頭亂滾」。
58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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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53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郭筠仙〉，頁2；〈復李季荃〉，頁3。

54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39-40。

55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2月12日，〈曾國藩奏報攻克鐘山合圍金陵情形摺〉，頁432-434。

56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39。

57 同註55。

58 同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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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共打死太平軍黃衣騎士數十人，步兵七八百人。太平軍一路向天堡城狂奔，
59

一路向金陵城撤退。朱洪章向西追擊。沈鴻賓、羅雨春向北追擊，
60
並乘勝逼近

天堡城石壘下方，「四面環攻」。
61
羅雨春攀登崖壁，身中槍傷，差點墜落山

下。沈鴻賓率領兵丁繼續抵達，並用火毬、火箭從城堡後方投入堡內。不久，天

堡城著火，太平軍大多冒著火勢突圍而出。湘軍從砲眼中肉搏而上，殺死許多太

平軍，攻佔了天堡城。
62
朱洪章正在追擊時，聽到鍾山砲響，回頭一看，只見天

堡城已經全部豎起湘軍旗幟。退向金陵城的太平軍沿著城腳逃走。李秀成在城頭

痛哭，叫城下太平軍拼死抵擋。湘軍繼續追殺，太平軍被殺的很多。湘軍追到朝

陽門、太平門一帶，李秀成命守軍投下火藥。朱洪章才下令收隊。
63
從天堡城突

圍的太平軍也被朱洪章、武明良等部四處抄殺，無一倖免。
64
是役，湘軍生擒太

平軍三百餘人，擄獲三百餘匹騾、馬以及無數的軍械。湘軍也傷亡數十人。

曾國荃向朱洪章說：「金陵之克，全仗此舉也。」接著，朱洪章因雨花臺解

圍戰功，被升為記名總兵，加提督銜。這時，孝陵衛一百餘里的陣地都由朱洪章

管轄。
65
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太平軍向天堡城進攻，都被湘軍擊退。

5.湘軍完成合圍部署

同月二十四日，曾國荃派遣蕭孚泗、蕭慶衍率領馬、步十二營，進到太平門

外列隊，掩護湘軍修築兩座營壘，接著又命湘後左右營駐守營壘。這時，梁美材

部駐紮洪山，朱南桂部駐紮北固山，堵住神策門大路。只有玄武湖一帶沒有湘軍

駐紮，由於湖水極寬，太平軍無法由此處出入。
66
這時，湘軍已經「紮營扼斷神

策、太平兩門大路，金陵城北之圍，自此始合」。
67
而湘軍合圍金陵城的部署到

此也大體完成。
68

59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致黃南坡〉，頁5-6。

60 同註56。

61 同註59。

6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2月12日，〈曾國藩奏報攻克鐘山合圍金陵情形摺〉，頁432-434。

63 同註56。

64 同註62。

65（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39-41。

66 同註62。

67 （清）《剿捕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治三年二月分，上諭，同治3年2月19日，頁199-
200。

68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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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朱洪章接到駐下關、草鞋夾的副後營來函說：近日李秀成「逐日出

隊，並勾洋人用開花砲，將渠營前面砲台全行掃平。」同時，曾國荃叫朱洪章前

往支援。傍晚，朱洪章領兵抵達副後營。營官劉連捷說：「今日開花砲漸稀，惟

中砲子弁勇均多傷亡；前面缺壘，實難紮成。」這時，副後營已經傷亡一千人。

次日天未亮，朱洪章前往偵測，見前面堤埂微高，下面草皮很多。他認為前次壘

壁用B石構築，所以不夠堅固；因此派遣一百餘人攜帶鋤頭，先去將草皮鏟下。

太平軍毫不在意。是夜，朱洪章率領他的部隊前往，將前面壘壁用草皮修好。這

時「月朗星稀」，湘軍趁機將後面陣地一齊修成。接著，劉連捷營向前安放砲

位。天亮時，太平軍前來攻擊。朱洪章率領親兵六十名，「俱帶洋鎗，由堤埂掩

旗而進」，又令一部用大旗五六面遮蔽劈山砲三尊。太平軍「搖旗吶喊，蜂湧而

來」。朱洪章下令開砲，「轟然一聲」，太平軍龍旗隊伍內「人馬亂滾」。前面朱

洪章的親兵「抄出截殺」。城內太平軍前來接應，朱洪章才收兵。

接著，曾國荃召見朱洪章，說：「我意欲速成合圍之勢，應如何分佈。」朱

洪章說：「太平門至草鞋夾八十餘里，現營太少，非添三十營，不敷分布」，

「請函商中堂（曾國藩）另由湖南添募二十營來。」曾國荃說：「由湖南新募成

軍，然後東下，約期非十月不能」。朱洪章說：「三五營陸續而至，未為不可。」

曾國荃同意。次日，曾國荃又召見朱洪章，說：「四川駱宮保（駱秉章）派員至

湖南招勇二十四營以為防邊，目下四川無事，李撫軍（李鴻章）函致家兄，言金

陵若須添兵，免行撤散」；「我已飛函復家兄」，「飭令新募各營乘舟星夜東

下。」朱洪章說：「新軍若到，祇宜更換老營往朝陽門一帶合圍，新勇縱好，總

不放心。」曾國荃贊同。

6.金陵城內缺乏糧食

某日，有紳民來見朱洪章。說：「長壕挖斷，賊糧已阻，惟水路尚通，賊由

丹陽、句容陸運糧至江邊，夜間用小船偷運進城。」朱洪章帶親兵十餘人前往偵

查，發現「離孝陵衛四十里，果有一隄，約長二十里，兩面俱深溝」，並有數千

名太平軍「解運糧米」通過。次日早晨，朱洪章前往，「以一營伏隄東濫房內，

以二營伏隄西」。午後，太平軍通過，「人6馬駝，絡驛不絕」。湘軍「信砲一

響」，伏兵四面出擊。太平軍「倉卒間棄糧逃命」。湘軍加以追擊殲滅，並擄獲糧

米三千餘石，騾馬數百頭。朱洪章「將米往給各鄉貧民，以騾馬分賞士卒。自此

後派隊往截，無一空回，共獲米約四萬石，殺賊約萬餘」。
69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548



正月二十四日，李鴻章的蘇軍收復宜興；二月，攻克溧陽、嘉興。
70
這時，

金陵城百里以外，像鎮江、東壩、溧水、金柱關都有湘軍重兵駐守，宜興、溧陽

也被蘇軍克復，金陵城內太平軍的外援斷絕，城中缺乏糧米。
71
二月，浙江巡撫

左宗棠攻克杭州。以後，李秀成時常放老幼、婦女出城。
72
李秀成向洪秀全說沒

有糧食。洪秀全說可以吃「甘露」。大家知道無用，於是在城內種植麥子。
73

所謂甘露，又作「甜露」。金陵城內缺乏糧食，洪秀全「將百草之類，製作

一團」，叫大家食用，稱為「甜露」。但根本無效。「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

求李秀成救命。同治二年七、八月，李秀成還能將自家的銀米拿出來救濟貧民和

自己的「窮苦官兵之家」，後來甚至將「家內母親以及婦女手飾金銀變給為軍

資」。到了十二月，李秀成本身也「無銀無米」，無法再接濟貧戶。以後，李秀成

請求洪秀全放窮人出城活命，洪秀全不肯。「閤城男女飢餓，日日哭求。」李秀

成秘密下令：准許城中窮家男女出城逃命。到城陷之前，被放出城的共有十三、

四萬人。而城內「不修政事」，「賊盜蜂張，逢夜，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

甚至「全家殺盡」。
74

湘軍合圍後，靠近城壁的營地，每夜都聽到城內喧嘩紛擾的聲音，直到天

亮。逃出來的難民說：城內太平軍為了爭奪糧食，自相殘殺。

7.湘軍攻破城外月圍

同治三年二月初七、初八日，曾國荃派遣湘軍向城壁猛攻。初八日夜晚，十

餘名湘軍用雲梯攻上了城頭。但大批太平軍立即抵達，拼死抵抗，鎗砲施放猛

烈，湘軍後面的隊伍無法繼續前進。湘軍傷亡了數十人，無功而回。
75

三月，鮑超攻克句容、金壇。四月初六日，李鴻章攻克常州。初八日，清軍

收復丹陽。到了這時，江蘇郡縣，除了金陵之外，都被清軍收復。
76

69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0-44。

70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6-7。

71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7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3月6日，〈曾國藩奏報近日軍情並楊岳斌師船無庸飭調鄱湖片〉，
頁490；同治3年3月21日，〈曾國藩奏報克復句容及近日軍情片〉，頁525-526。（清）王定安，
《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7。

73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7。

74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46-347、358-359。

75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趙玉班〉，頁6-7；〈復金眉生〉，頁7-
8。

76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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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五日，曾國荃前往孝陵衛，叫朱洪章「移營近城，開挖地道」。朱洪

章主張「先紮三壘於孝陵衛為犄角之勢，然後紮龍膊子，多築砲臺，日夜轟擊，

使賊不能立腳，方可開挖地道」。曾國荃同意。這時，新募兵丁到齊，曾國荃令

朱洪章「先以長勝左中二營移紮孝陵衛，煥字營移紮城腳」，朱洪章「帶親兵往

紮龍膊子」。朱洪章便「逐日督勇加修營壘，開挖地道」。
77
這時，圍攻金陵的湘

軍兵力增加到五萬人。
78

曾國荃本來堅持運用圍困戰略，等待金陵城內糧食用盡。不久，他發現城中

「遍地種麥，一至成熟之期，又延時日」。
79
所以，三月初，他在朝陽、神策等門

以及鐘山一帶，增建二十餘座營壘；又在距城五十、六十、七十丈處，開挖地道

十餘條，日夜施工，其中有的遭到水石的阻隔。
80
到了三月，湘軍前後所挖掘的

地道，南門有一道，
81
城東朝陽門和城北神策、金川門共十餘道。

82
挖掘地道

時，士兵點燃火把進入地洞，如果地道牆壁崩裂，洞穴阻塞，那挖掘地道的士兵

便被活埋在內。
83
太平軍或者在城牆外側構築月圍，然後在月圍內對挖地道，迎

向湘軍地道，加以穿透。
84
一旦穿透，便使用毒煙去燻湘軍，或是用沸騰湯水淋

灌湘軍。湘軍敏捷的或許能夠逃脫，遲緩的便被殺害。
85

三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湘軍攻破朝陽門外的兩座月圍，焚毀太

平軍囤積的火藥，殺死很多太平軍。湘軍則傷亡將近三千人。
86

8.五月神策門湘軍地道攻勢受挫

五月二十五日夜晚，湘軍地道抵達神策門月城下方。次日黎明火藥爆炸，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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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4-45。

78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6。

79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趙玉班〉，頁11。

80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致劉中丞〉，頁17-19；〈致駱制軍〉，頁
25-26。

81 同註78，頁17。

8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4月12日，〈曾國藩奏報金陵江西皖北等處軍情片〉，頁593。

83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卷4，〈金陵湘軍陸軍昭忠祠〉，頁12-14。

84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7-18。

85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卷4，〈金陵湘軍陸軍昭忠祠〉，頁12-14。

86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4月12日，〈曾國藩奏報金陵江西皖北等處軍情片〉，頁593。（清）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學生出版社，民國53年），（三），同治3年5月27日，頁1381-
1382。（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富將軍〉，頁11。

87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5月26日，頁138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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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僅轟塌城牆外側數丈，內側直立不倒。
88
而前一夜，湘軍攻城部隊陣地燈火

通明，人聲吵雜，太平軍早已「嚴兵以待，煙火甫盡，萬槍齊列。官軍將近數十

步，受傷已數十人，不得進而返」。
89
當湘軍撤退時，朱洪章令部隊「抬兩尊劈

山砲向垛口連轟」。太平軍才退避，湘軍「各隊始陸續收回」。
90

太平軍對抗地道的手法非常熟練。太平軍遙遙望見湘軍先鋒營的駐地，便知

道下方會有地道。而李秀成登上城頭瞭望，見到地面草色不同，也知道下面會有

地道，而下令在城內構築月城。接著估計地道的方向，先從城內挖掘直直的地道

透出城外，然後分頭橫向挖掘暗濠。湘軍時常兩、三條地道同時並進，太平軍則

估算湘軍地道的寬狹，而決定所挖橫濠的長度，挖掘相同數目的橫濠等待，十之

八九都估算正確。五月，金川門一帶，劉連捷等所挖的三條地道，二十二、二十

三日都被太平軍穿透。神策門北方，張詩日等所挖的兩條，二十日被穿透。神策

門朱南桂所挖的六條，被穿透五條。二十六日轟炸的，是其中一條加以修復的。

龍膊子以南和朝陽門一帶，朱洪章等所挖的還沒有被破壞。李祥和等所挖的，都

在五月抵達城根時被穿透。蕭孚泗等的五條，距離還很遠。
91
而兩個月內，湘軍

圍攻金陵，由於「逼城太近」，被太平軍用洋槍狙擊而傷亡的，多達四千餘人。

這時，城中收割了新麥，可以支持數月。曾國荃又積勞成疾，「身發濕毒」。
92

9.湘軍攻克地堡城

紫金山龍頸俗稱龍脖子，在鐘山第三高峰南麓，高度八十公尺。太平軍在鐘

山第三高峰上構築了天堡城，又在龍脖子構築地堡城，
93
湘軍攻克天堡城後，地

堡城依然扼住隘路。
94
五月，曾國荃命朱洪章攻打地堡城。朱洪章率同信字營官

李祥雲前往。二十九日中午，朱洪章偵測地形。他和李祥雲「扮作割草馬夫，帶

二三哨官斷續而行」。地堡城有「石壘三座，周圍濠溝三道，三面依水，一面依

山；壕外栽梅花樁十餘層，砲台亦甚堅固。」回營後，朱洪章「令今夜分兵四路

88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蔡少彭〉，頁24。

89 同註87。

90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6。

91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5月27日，頁1381-1382。印鸞章，《清鑑》，卷
頁585。

9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5月22日，〈奏陳遵旨會師籌剿金陵摺〉，頁2664-2665。《檔案史
，第25冊，同治3年5月22日，〈曾國藩奏覆遵旨會師籌剿金陵緣由摺〉，頁725-727。

93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8-369。

94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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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長勝左右營依山往撲，煥字營依水往攻，信字右營伏大路側，信字中左營伏

城邊」。又下令：若能克復地堡城，每營獎賞「千金」。四更時，湘軍出發，進到

龍膊子。朱洪章「帶隊潛行，至石壘，聽賊營更鼓無聲，遂帶親信兵數十名，一

擁而登，齊聲喊殺，並擲火毬」。太平軍「不知兵從何來，但見火毬騰空，殺聲

不絕」；於是「不敢迎敵，紛紛鼠竄。長勝、煥字各營奮勇並進」。天亮時，城

中太平軍「出隊來援」，被信字營攔住。
95
三十日，朱洪章率同李祥和、羅逢

元、李祥雲等攻佔了地堡城，佔據了居高臨下瞰制金陵城的態勢。
96

是日中午，曾國荃抵達龍膊子，並說：「湖南新募之勇」即將抵達。朱洪章

說：「新勇初到，不識地利，請大人吩咐令紮老營（孝陵衛）前後長壕，將老營

移紮太平門。」曾國荃同意。
97

六月初一日起，湘軍逼近地堡城附近的金陵城牆，輪流猛攻，
98
攻擊了三

夜，傷亡精銳三四百人。驍將總兵陳萬勝被火藥焚身，王紹羲被砲彈貫穿腹部，

兩人都陣亡。
99
總兵李臣典探知城內米麥尚可支持數月，他怕湘軍五萬餘人筋力

即將用盡，於是領兵在距城牆十餘丈的龍膊子山麓重新開挖地道。這裡太平軍砲

火非常密集。提督蕭孚泗、熊登武等在山麓修築砲臺數十座，隨著山勢高低，分

數層排列，安放大砲一百餘尊，日夜向城頭一帶轟擊。又派兵割取濕的蘆葦、蒿

草，捆紮堆成小山，覆蓋沙土，高度和城頭一樣。東路地勢極高，西路地勢極

低。湘軍揚言從東路進攻，暗中則從西路進攻。蕭孚泗、張詩日、蕭慶衍、羅逢

元、劉連捷、記名道員彭毓橘等部連日持續攻擊，半個月都沒有收隊。湘軍砲火

將城頭女牆擊毀，使城頭上太平軍無法立足。而湘軍肉博進逼，損傷精銳極多，

驍將總兵郭鵬程陣亡。
100

10.六月神策門湘軍地道攻勢受挫

六月十四日，朱南桂等的地道通到神策門下方。清晨，引燃火藥爆炸，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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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0-43。

96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從戎紀略》，頁
43。又，攻佔地堡城日期，後書誤作「正月二十一日」。

97 同註95，頁43。

98《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

99（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蔡少彭〉，頁24。

100《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同治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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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轟為平地，但主城壁並未受損。湘軍奮勇前進，太平軍在城頭排列火藥數十桶

投擲而下。湘軍傷亡三百餘人，只好收兵。
101

六月上旬，在太平門方面，昆字營「用生草填壕」。曾國荃問朱洪章行不

行。朱洪章說：「派隊往採生松來，穿成木排，用木滾推近城腳，上面厚堆土

泥，任賊用火藥來燒，萬無一失；然後依城再紮營壘，開挖地道，不過離十丈之

遙」，「三五日必成功」。曾國荃「恐又多傷士卒」，猶豫不決。某日有報告說：

「昆字營以搬草填壕，傷亡千餘。」曾國荃決定採用朱洪章的建議。朱洪章說：

「紮營近城，可保無傷，只搬運出入間有難保」，他「今夜告李營官將擋牌高立土

堆，不過片時，可將營之前面脩好，再築一小砲台堵禦，使賊不能近；然後開挖

地道，只城中賊一夜不來攻，即可以成。」又說：「自古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請大人回營，五日之內可不必到此，以免見之惻然。」接著，朱洪章便構築營

壘。不久，太平軍「數十隊前來，直列於挖壕紮壘上，忽然用火藥擲下」，焚燒

朱洪章的先鋒營。「幸木排堆土甚厚，燒而不入」。朱洪章下令施放洋裝大砲，

「群子如雨」，將太平軍擊退。

李祥雲請朱洪章增派兵力挖掘地道。朱洪章「令每營以六成隊去，限一夜成

功」。四更時，地道挖掘完成。朱洪章問：地硐（裝置火藥處）何時完成。李祥

雲說：「只要挖處無石峽，三日可成，五日可以裝藥。」十四日，曾國荃來到，

問何處可以觀測。朱洪章說：「偽天保城地勢最高，視城中賊情瞭如指掌」。曾

國荃登上天堡城，說：「無怪人言偽天保城不克，金陵萬難收復。」又說：「緣

何又加修十餘壘。」朱洪章說：「恐賊拼命以火藥來燒，有此數壘，兩面方能抵

禦。」曾國荃問地道如何。朱洪章說：「三日可以裝藥」。又說：「自六月初八

日迄今，已開挖七日。」十五日，曾國荃又前來龍膊子，表示次日地硐可以完

成，是夜他住宿在這裡，以便調派各營。他又命軍裝局預備六千個布袋裝置火

藥。信字營請求「搬運松木三百株以作硐口押條」。朱洪章「乘夜將各物具送

至」。
102

〈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岳
麓書社，1994年），（二），同治3年7月1日，頁1035-1036。（清）王可陞，《戎幄塵譚》，〈同治
三年記事〉，引自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6註四。

101（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14日，頁1394。《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
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

102（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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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湘軍攻佔金陵（參閱圖3）

1.湘軍從太平門東側缺口攻進城內

六月十五日夜四更，湘軍在太平門方面所挖通的地道內裝設火藥，曾國荃和

李臣典在洞口商議。李秀成突然派遣數百人從太平門沿著城腳一直衝向湘軍地道

大營。另一支太平軍數百人，從朝陽門出擊，冒用清軍服裝旗幟，手持火蛋，焚

燒湘軍火砲陣地以及附近的蘆葦、蒿草。湘軍久戰疲憊，陣地幾乎被突破。賴武

維壽、李臣典等堵住左路，彭毓橘、熊上琛等堵住右路，殺死許多太平軍，洞口

才得以保全。
103
湘軍在太平門下方地道內裝設火藥三萬斤，接著「封築完固，填

以大石」。然後「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為引線，貫入穴中；竹內以大布數

匹，包火藥實之。」
104

十六日黎明，太平軍隊伍在城上四處「蜂盤蟻旋」，「旌旗滿布，人馬奔馳

不絕」。曾國荃則集結官兵到龍膊子。並叫朱洪章詢問何營要作第一隊、第二

隊。朱洪章說當「頭隊」，劉連捷說作「二隊」。其餘「依次派定」。將領到曾國

荃面前立下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朱洪章返回本部，分派「頭隊四百名，

二隊一千名，餘隊隨在後。弁勇聞打頭敵，無不奮然自振」。朱洪章營抵達龍膊

子，又「奉令頭、二隊勇各頂生草一捆以便填壕」。

不久，湘軍各營佈列在龍膊子山崗上。
105
曾國荃將軍隊分為四路，命令各

軍在牆濠旁邊站穩，嚴防太平軍再來突擊。他又下令一部湘軍向太平門一帶攻

擊，從黎明攻到午時。這時，李臣典報告封築口門、裝設引線完成。曾國荃下令

點火。
106
「火始入，但聞地中隱隱若雷鳴，歷一小時，忽霹靂砰訇，如天崩地

拆」。太平門東側「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

者數百人」。
107
朱洪章營的四百名先鋒，「盡被火藥轟死」。太平門東側城牆被

炸開二十餘丈的缺口，「煙塵迷天，磚石飛崩」。
108
記名總兵武明良、記名總兵

伍維壽、記名總兵朱洪章、記名總兵譚國泰、按察使劉連捷、記名提督張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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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104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105 同註102，頁48。

106 同註103。

107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108（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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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兵銜副將沈鴻賓、記名總兵羅雨春、總兵李臣典等都身先士卒，一直衝到缺

口，士兵跟著齊頭並進。左路城頭的太平軍，用火藥傾盆投下，焚燒湘軍。湘軍

士兵死亡很多，因此稍微退卻。記名道員彭毓橘、提督蕭孚泗、記名提督李祥

和、記名提督蕭慶衍等用大刀親手砍殺了數人，士兵才不敢再後退。
109
太平軍集

結數千人死守缺口。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等率領將士大呼大喊，奮不顧身的

向前衝殺。
110 
湘軍「十盪十決」，鏖戰了三個時辰，終於擊潰缺口的太平軍，衝

入城內。
111 
是役，朱洪章「左手執旂，右手執刀，奮勇登城」。

112

接著，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率領隊伍登上

龍廣山，列隊和太平門的太平軍互相射擊。雙方交戰了一個多時辰，太平軍才撤

退。李祥和、記名總兵王仕益等又從太平門月城攻入城內。

2.湘軍攻佔城東城北

然後，湘軍分四路前進。王遠和、王仕益會同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等從

中路，向天王府北面進攻。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等從右路經由臺城向神策門

一帶進攻，恰巧朱南桂、梁美材等領兵從神策門舊地道旁邊架設雲梯攻入城內。

兩支軍隊會合進攻，兵力更加雄厚。劉連捷等分兵搶佔各座城門，一直打到獅子

山，奪取了儀鳳門。中左一路，彭毓橘、武明良等從內城舊址一直攻到通濟門。

左路蕭孚泗、記名總兵熊登武、蕭慶衍等分別攻佔朝陽、洪武二門。守衛城頭和

城門以及附近一帶的太平軍，全部被殲。湘軍又分兵留守各座城門。
113

3.湘軍攻佔城西城南兩路及防守各座城門

湘軍攻佔朝陽門後，金陵西南面的太平軍開始出現混亂狀態。湘軍羅逢元、

張定魁、彭春年等部從聚寶門西側舊地道所炸壞的缺口，用雲梯仰攻進入城內；

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等部由通濟門月城，用雲梯登上城頭。候選道陳湜、即

補道易良虎、易良豹等部則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提督黃翼升率領總兵許雲

發等水師，攻佔中關、攔江磯石壘，並乘勝猛攻沿岸城堡，接著和陳湜、易良虎

109《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

110 同註105。

11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4。

112 同註105。

113《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同治3年6月23
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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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攻佔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軍全部殲滅。李秀成率領一部退往清涼山。這

時，金陵城門都被湘軍攻破。天色將黑，曾國荃進到龍廣山視察，見大勢已定，

便返回指揮所，一面命清軍扼守各處要點。是夜，彭毓橘防守聚寶門、通濟門，

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部則收隊駐守龍廣山，

佈成圓陣，稍微整頓休息。
114

4.十六日夜晚的戰鬥

當朱洪章等進到天王府城北時，沈鴻賓、袁大升等則領兵從左路捲旗急行，

繞到天王府東面，準備掃蕩太平軍指揮部。太平軍守住石橋，朱洪章部無法渡越

城濠。黃昏時，朱洪章收隊退回龍廣山，而伏兵已經進到天王府城南，未能收

隊。三更時，太平軍放火焚燒天王府和各王府宮殿，火勢直衝天空，煙燄佈滿城

中。
115 
太平軍喊出「城中弗留半片爛布與妖（按：指清軍）享用」的口號。而

「官軍進攻，亦四面放火。賊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
116 
天王府南門有一千

餘人衝出，手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奔去。袁大升等知道是洪仁玕，加以截

擊，殺死七百餘人。宮殿內侍女自縊的有數百人，死在城濠的有二千餘人。太平

軍也放火焚燒街巷要道，阻塞通路。湘軍因路不熟，所以收兵駐紮城上。

初更，有太平軍騎士二百餘人，步兵一千餘人，手持兵器、洋槍，向太平門

缺口突圍。這時，湘軍無人防守缺口，太平軍只遭到湘軍零星截擊，太平軍有一

千餘人衝出缺口，向孝陵衛方面逃竄。曾國荃聞報，連忙派遣騎兵追擊。湘軍追

到純化，生擒太平軍烈王李萬材。湘軍又追到湖熟，殺死若干太平軍。
117

5.湘軍搜殺三日

洪秀全早已在四月十九日病死，他的兒子洪福瑱（洪天貴福）登基為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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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同治3
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又，以上官員官職多據《文獻彙
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攻克金陵最為出力之文武各員清單〉，頁2855-2867。

115《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李秀成原著，羅
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72-373。（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8。

116（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16日，頁1397。

117《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李秀成原著，羅
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72-373。（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8。
又，（清）《軍機處檔摺件》（即《軍機處‧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100231號，
〈南昌府訊洪天貴福供〉，說突圍在初更。

556



王。
118 
湘軍進城後，搜殺三日三夜。

119 
湘軍「貪掠奪，頗亂伍」，甚至「全軍掠

奪」。
120
十六日初更太平軍突圍時，城內還有七八萬人。

121
十七、十八等日，湘

軍又分段捕殺太平軍，秦淮河「屍首如麻」。
122
太平軍強壯的「除抗拒時被斬殺

外，其餘死者」不多，「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

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6，又無窖可挖

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亦斫戮以為戲，匍匐

道上。其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或數十刀，

哀號之聲達于四遠。」曾國荃雖然有「禁殺良民、擄婦女」的禁令，但「彭毓

橘、易良虎、彭樁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而蕭孚泗在「天王府取出

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
123
三日後，曾國荃才「派兵救火，掩埋賊

尸」，救出難民。
124

從五月底至六月十六日，湘軍陣亡二千餘人，負傷超過四千人。
125
湘軍圍

攻金陵長達二年以上，前後病死的有一萬餘人，病死、戰死總數超過三萬人。
126

6.太平天國覆亡

十六日初更從太平門缺口突圍的太平軍，便是由李秀成所率領的。城陷時，

李秀成攜帶幼主洪福瑱離開王府，準備突圍。李秀成將自己的戰馬給洪福瑱騎。

李秀成等一度登上西面城牆，想從城西突圍，但見城西外面全部是江水，於是退

往清涼山，初更時才從太平門缺口衝出。
127
李秀成走了三十餘里，遭遇湘軍，部

118（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3-365。《文獻彙編》，
（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

119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6。

120（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16日，頁1396；7月5日，頁1413。

121《軍機處檔摺件》，100231號，〈南昌府訊洪天貴福供〉。又，曾國藩〈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
說：三日之內，共殺死太平軍十萬餘人。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
本），頁401，李秀成說：「城破時，城中不過三萬人，除居民之外，賊兵不過萬餘人，能守城者
不過三四千人」。按：曾國藩有故意報多之嫌，李秀成則有故意報少之嫌，洪福瑱供詞較接近事
實。

122《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
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123（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23日，頁1405。

124（清）《傳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第1617號，《曾國藩傳包》，附2，〈奏報克復金陵詳
細情形摺〉

125《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

126《平定粵匪圖》，〈克復金陵圖說〉。

127《軍機處檔摺件》，100243號，〈洪貴福手寫供詞〉。（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
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7。

557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



眾被衝散。李秀成逃上方山，
128
二十日，被村民交給湘軍，

129
七月被曾國藩殺

死。

李秀成「篤實忠厚，尚信義，富謀略，恩撫士卒，皆樂為之死」。太平軍自

從五王死後，「賴秀成支持危局，縱橫盪決于長江數省，亙六七年。秀全倚為柱

石」。他離開蘇州時，城內「男女老幼，流涕送之」。被押到曾國藩軍營時，太平

軍松王等見到他，都「長跪請安」。

洪福瑱和李秀成分手後，太平軍堵王黃文金迎接他前往湖州。後來，黃文金

戰敗被殺。洪福瑱輾轉逃到廣信，八月在石城被江西軍席寶田俘獲，同年被處

死。太平天國覆亡。
130

四、〈克復金陵圖〉描繪的情景

（一）本圖的佈局（參閱圖4、圖5）

本院所藏《平定粵匪圖》一套十二幅，使用彩繪，描繪清軍平定太平天國若

干戰役的情景。每一幅都附有圖說，並和原圖對摺裱裝在一起。其中第十一幅為

〈克復金陵圖〉，描繪清軍平定太平天國戰爭後期（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

陵之役最後一幕的情景。

本圖由前景湘軍從左至右兵分數路，呈放射狀引導觀者視線到金陵城內，帶

出湘軍攻克金陵的主題，生動刻畫出兩軍激烈的戰況和聲勢。在顏色的經營上，

以描寫山岳的綠色、湘軍軍服和城牆的藍色系做為畫面的主色調，並適時加入部

分的旗幟、頭巾、火焰等紅色系的視覺元素相互對應，增加了視覺的豐富性。並

由畫面前方充滿山岳、士兵的畫面佈局和色彩所堆疊出的渾厚量感到遠方的留

白，帶出整體畫面空間的深度和層次變化。

圖中描繪出金陵的城門，包括城東朝陽門，城南洪武門、通濟門、聚寶門，

城西儀鳳門、旱西門、水西門，城北太平門、神策門。共有九座。圖中也描繪出

若干重要山崗，像城東北方的龍膊子山，城南方的雨花臺，城東北部的龍廣山，

城西部的獅子山、清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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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6-587。

129（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74-377。

130 同註128，頁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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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圖所描繪的戰鬥情景

圖左下方，太平門西側城牆已崩裂一段缺口，缺口處，數名湘軍將校正騎馬

衝到缺口內外，缺口內則有數名太平軍在抵禦。五名湘軍將校後面，有三名騎馬

湘軍將校帶領一批步兵，準備衝入缺口。步兵大多握刀，少數手持長刀。步兵身

穿制服，衣服背部、前胸都有「湘勇」二字。後面又有數名騎馬將校率領一批步

兵。步兵手持掩月刀。龍膊子山麓的旗幟，三面分別標示著曾、李、武字樣，表

示是曾國荃的所在地，以及李臣典、武明良的部隊。缺口兩側的城頭上，太平軍

正在抗拒。有的太平軍在投擲火藥攻擊湘軍，空中和地上還有火藥爆炸的情景。

是役，湘軍攻城部隊總指揮官曾國荃進到龍膊子山一帶前線指揮，武明良、伍維

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從缺口攻進

城內，而城頭的太平軍則投下火藥攻擊湘軍。

太平門門口，有兩名湘軍將校騎馬衝到城門，後面跟隨一批步兵，右方則有

一批步兵和太平軍在交鋒。再後面的旗幟標示著李、王字樣，表示這是李祥和、

王仕益的部隊。是役，李祥和、王仕益等從太平門方面攻入城內。

神策門方面，有若干名湘軍將校正在攀登雲梯，有的用手握刀，有的將刀柄

插在背部腰帶內，有的用刀刃插在右側腰帶內。有的則正登上垛口，和守軍交

戰。有的湘軍將士已經登上城頭，用火鎗射擊太平軍。城下有許多湘軍士兵等待

上城，旗幟標示朱、梁字樣，表示這是朱南桂、梁美材的部隊。旗幟後方還跟著

一排縱隊，前面的手持長刀，後面的手持三叉矛。是役，劉連捷、張詩日、譚國

泰等從城內向神策門一帶進攻，朱南桂、梁美材等從神策門旁邊用雲梯攻入城

內。

神策門西北面（圖右下方），數名騎馬將校率領一批步兵正在前進，後面隊

伍全部手持火鎗。

朝陽門內，數名騎馬將校正在城門口，旗幟標示熊字樣，表示這是熊登武的

部隊。城樓西側，數名湘軍在追趕逃跑的太平軍。城樓上飄揚著蕭字旗，表示蕭

孚泗或蕭慶衍的部隊佔領了朝陽門。洪武門口，數名騎馬將校正在追殺逃跑的太

平軍，旗幟標示熊、蕭字樣，表示這也是熊登武、蕭孚泗、蕭慶衍的部隊。是

役，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等分別攻佔朝陽、洪武二門。

通濟門和聚寶門內，雙方人馬正在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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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長江岸邊，一批官軍將士正要通過石橋。紅旗和白旗都標示黃字樣，表

示這是黃翼升的水師。攔江磯一帶佈滿船艦，表示已被官軍佔領。儀鳳門外，一

面旗幟標示陳字樣，表示這是陳湜的部隊。另一面紅色旗幟上的字不清楚，不知

指何人。水西、旱西門方面，都有官軍進城。旱西門進城官軍和水西門城頭都飄

揚著易字旗，表示都是易良虎或易良豹的部隊。水西門進城官軍的旗幟標示黃、

陳字樣，表示是黃翼升、陳湜的部隊。是役，黃翼升率同許雲發等水師，攻佔中

關、攔江磯，然後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等部攻佔水西、旱西兩門。

龍廣山一帶，北面有劉、蕭、譚字旗，西面有武、伍字旗，表示是劉連捷、

蕭慶衍、譚國泰、武明良、伍維壽的部隊。天王府東南西三面，太平軍正遭到湘

軍圍攻，而天王府和若干建築物則陷入大火之中。是役，城破初期，武明良、伍

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領兵登上龍廣山。夜晚，太平軍和湘

軍放火焚燒各宮殿。

南方的雨花臺，望樓上飄揚著曾字旗，那是曾國荃坐鎮了兩年的指揮部。

本圖主要描繪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用地道裝置火藥轟塌太平門城牆攻佔

金陵的一幕。所描繪的城門、山崗的方位，湘軍部隊的攻擊位置，大體上正確。

若干戰鬥情景，像湘軍從缺口攻入城內，太平軍在缺口抵禦，太平軍投擲火藥攻

擊湘軍，神策門方面湘軍用雲梯攻入城內，大體上也和史實相符。

（三）本圖所描繪的武器裝備

本圖也提供了雙方所使用武器裝備的圖樣，如湘軍士兵制服，衣服背部、前

胸都有「湘勇」二字。湘軍旗幟有紅、藍、黃、白等色，邊緣並鑲有紅、藍、綠

等色。旗幟上大多標示著將領的姓，表示這是某某人所轄的部隊。武器方面，湘

軍使用的有短柄的刀，有長柄的長刀、掩月刀、三叉矛。火器則有火鎗。太平軍

所使用的武器，也有短柄刀、長刀、三叉矛。火器則有投擲的火藥，形狀像石

塊，應當就是火毬、火蛋之類的火器。本圖並沒有繪出太平軍所使用的旗幟。

（四）基本上是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圖中所描繪城牆缺口，依照圖中人物大小來計算，缺口正面能夠排開的人數

不會超過十名。實際上，缺口長達二十餘丈，正面可以排開上百人。而整座城池

和城門、人物的大小，也不是依照等比例所繪製。另外，神策門有若干湘軍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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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攀登雲梯，則有誇大湘軍將校身先士卒的意味。因此，本圖基本上並非某一

空間和時間的依照等比例所繪製的以及完全真正寫實的戰鬥情景圖，而只能說是

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五）本圖作者不詳（參閱圖4至圖7）

光緒年間，已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任期自光緒十年至十六年）延請畫師吳

嘉猷（字友如）繪製平定粵匪功臣、戰蹟等圖，圖完成後並「進呈御覽」。
131
簡

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國全史》附有八幅戰蹟圖。他在該書緒言中說：「本書附

圖，⋯⋯有光緒間畫師吳嘉猷所繪之戰蹟圖八幅，係從當時疆吏特製進呈清廷之

『平定粵匪功臣戰蹟圖』十六幅中采用（另有功臣肖像四十八幅）；原書石印

本，為林雨堂博士廿餘年前（按：民國三十年前）所贈者，僅附筆致謝。（另有

「紫光閣功臣小像並湘軍平定粵匪戰圖」一本，大致同前書，惟戰蹟圖缺二幅。）」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所附八幅墨色戰蹟圖，皆註明「吳嘉猷繪」。其中關於

本戰役的有「天京失守圖」（一）（二）兩幅，就是林雨堂博士贈送給他的石印本

「平定粵匪功臣戰蹟圖」十六幅之中的兩幅。
132
起源也就是曾國荃延請吳嘉猷所

繪製的。這批戰圖還「進呈御覽」。而在光緒十三年七月「呈進續繪」的「剿辦

粵匪戰圖」時，慈禧太后還下旨「留覽」。
133

但是，吳嘉猷所繪的平定粵匪戰蹟圖是墨色本，而本院所藏《平定粵匪圖》

則是彩繪本。《太平天國全史》所附〈天京失守圖〉（一）、（二），都是描繪湘

軍攻克金陵之役最後一幕的情景。圖（一）描繪金陵城東部戰況，圖（二）描繪

西部戰況。〈天京失守圖〉和〈克復金陵圖〉描繪情景也有略有不同。後者描繪

到缺口城牆東側一部分為止。前者則一直延伸到龍膊子山上的地堡城。城西，後

者則較前者多出一些。兩者的佈局基本相同，人物描繪基本相似，但戰況描繪則

不太相同。例如，缺口方面，後者煙焰較高，左方還有一批手持三叉矛或刀的湘

軍，但缺口正北面則少掉武、李等字的旗幟和一批手持掩月刀的部隊，而地堡城

山腰還佈列著一批湘軍。

131 潘耀昌，〈從蘇州到上海，從「點石齋」到「飛影閣」－晚清畫家心態管窺〉，《新美術》，1994
年2月號，頁65-72。

132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上），頁39；（下），圖版
貳捌（3）、（4）。

133（清）《大清德宗（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卷245，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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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本《平定粵匪圖》是否為吳嘉猷所繪製的，目前仍然難以判斷。因此，

作者依然不詳。雖然，彩繪本可能是依據墨色本而改繪的，但仍舊沒有直接證據

可以斷言。

五、雙方勝敗的原因

（一）湘軍獲勝的原因

本戰役，湘軍之所以能夠獲勝，原因有以下幾點：

1.清軍指揮統一。兩江總督曾國藩坐鎮安慶，統一指揮江蘇、安徽、江西、

浙江四省軍事，以攻佔金陵為首要目標，調動靈活，對曾國荃全力支援，陸續增

加曾國荃的兵力。

2.決心堅定，戰略正確。曾國荃自從進駐雨花臺後，無論處境如何艱難，都

堅持下去，不肯撤退。戰略上，(1)前期，曾國荃採取圍困戰略，逐步攻佔金陵城

外的據點，造成四面合圍的態勢，使金陵城內糧食匱乏，削弱了太平軍的戰力，

以及造成城內人心不安。(2)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城外的太平軍，逐步攻佔城

外的據點。(3)後期，採取圍困和強攻並用戰略，終於攻佔金陵。

3.戰法正確靈活。(1)曾國荃集中優勢兵力，逐步攻佔金陵城外的據點。(2)在

攻擊城外據點時，湘軍時常使用夜襲戰法，出其不意。如攻佔雨花臺石城、印子

山、江東橋、孝陵衛、地堡城等戰鬥。(3)湘軍時常使用伏擊戰法。如據守雨花臺

營壘、下關築壘、攻克孝陵衛、據守孝陵衛、襲擊補給線、攻佔地堡城等戰鬥。

(4)曾國荃堅持採取挖掘地道轟塌城牆的戰術，雖然經過多次失敗，最後終於成

功。

4.擁有優勢水師。雨花臺解圍戰、九洑洲之戰，湘軍都獲得水師的協助。湘

軍完全掌控了金陵江面。圍城部隊的補給，大多仰賴水師。部隊的調動，很多也

仰賴船艦。封鎖金陵，水師更是功不可沒。

5.湘軍之所以能在六月十六日成功的用地道轟破城牆，攻入城內，原因在

於：(1)湘軍的兩條地道，距離城牆很近，只有十餘丈；所以湘軍挖掘地道非常快

速，僅僅數日便成功，出其不意。(2)湘軍在龍脖子山架設大砲一百餘尊，連續施

放十餘晝夜，炮火極多，將城頭女牆擊毀，使城上太平軍無法立足，所以城外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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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地道雖然很近而太平軍也無可奈何。(3)湘軍將士拼命盡力，從五月底到六月十

六日之間，湘軍傷亡多達六千餘人。

（二）太平軍戰敗的原因

本戰役，太平軍之所以戰敗，原因有以下幾點：

1.洪秀全不用賢才，天京政事，完全交給他的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掌

管。兩人毫無才幹，
134
政事日益敗壞，城內賊盜橫行，軍隊士氣低落。

2.太平軍指揮不夠靈活。太平天國後期，領導階層矛盾重重，缺乏強而有力

的領導中心。
135
而受封為王的多達九十餘人，無論城內城外，都互爭雄長，不能

互相支援，指揮無法靈活。

3.戰略錯誤。(1)太平軍坐守孤城，經過數次解圍作戰失敗後，洪秀全依然不

肯執行李秀成「讓城別走」的戰略。(2)當曾國荃逐步攻佔城外據點時，太平軍束

手無策，不知設法解除困境。如有計劃的撤離據點守軍，設伏誘敵；或造成局部

優勢，消滅進攻的湘軍。結果，坐視城外據點一個接一個的失陷。

4.缺乏水師。九洑洲之戰，金陵江面的太平軍殘存水師遭到殲滅，太平軍在

金陵江面已經沒有水師。因此，太平軍既無法抗擊清軍水師，又無法從長江接濟

金陵。

5.戰法呆版。例如，太平軍攻擊金陵城外湘軍陣地時，經常是正面攻擊，很

少使用側背迂迴的戰法。

六、結　　語

太平天國從洪秀全起兵到覆滅為止，前後共計十五年，佔領金陵達十二年之

久，戰火遍及十六省。湘軍攻克金陵之役，是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戰役。湘軍攻

陷金陵，瓦解了太平天國的中央指揮機構，標誌著太平天國的覆亡。

本戰役，湘軍之所以能夠獲勝，原因在於：指揮統一；決心堅定，戰略正

確；戰法正確靈活；擁有優勢水師。而湘軍能在六月十六日成功的用地道轟破城

134（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0、382-383。

135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四卷，頁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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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攻入城內，原因則在於：湘軍地道距離城牆很近；湘軍炮火極多，將城上女

牆擊毀，使太平軍無法立足；湘軍將士拼命盡力。本戰役，太平軍之所以戰敗，

原因在於：洪秀全不用賢才；指揮不夠靈活；戰略錯誤；缺乏水師；戰法呆版。

〈克復金陵圖〉描繪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用地道裝置火藥轟塌太平門城

牆攻佔金陵的一幕，基本上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564



565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大清德宗（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

《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定粵匪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軍機處檔摺件》即《軍機處‧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曾國藩文獻彙編》，全八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曾國藩傳包》，第1617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剿捕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1990-2001。

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收錄於蕭榮爵編，《曾忠襄公全集》，《清末民初史料叢

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王定安，《湘軍記》，臺北：文苑出版社，1964。

朱洪章，《從戎紀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臺北：成文出版社，

1968。

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0。

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4。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學生出版社，1964。

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二、近人論著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

《中國歷代戰爭史》，全十八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6。

印鸞章

《清鑑》，臺北：世界書局，1959。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李則芬

《中外戰爭全史》，全十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

李泰翰

〈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566

刊》，22卷12期（94年3月），頁64-75。

施渡橋等

《清代後期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第十七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8。

郭毅生主編

《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

崔之清等

《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簡又文

《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

潘耀昌

〈從蘇州到上海，從「點石齋」到「飛影閣」－晚清畫家心態管窺〉，《新美

術》，1994年2月號，頁65-72。



567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

圖1金曾國荃進軍金陵經過示意圖（蕭宗鋒電腦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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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金曾國荃逼近金陵城下經過示意圖（蕭宗鋒電腦繪製）

（圖2.3據《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所附作戰態勢圖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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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金湘軍攻克金陵之役經過示意圖（蕭宗鋒電腦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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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金克復金陵圖 50.5×87.5 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金克復金陵圖說 50.5×87.5 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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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金〈天京失守圖〉（一）吳嘉猷繪

圖7金〈天京失守圖〉（二）吳嘉猷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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