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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家书中，有数十封都
对子女提到了一个人，让他们遇到困难找其帮
忙定获应允；而在曾国藩的往来书信里，也有
二十多封写给这个人，并屡次表达获助感激和
深沉想念。这个让曾国藩信赖和思念的人，就
是晚清重臣、济南人毛鸿宾。

毛鸿宾生活的年代，正是清廷统治由盛转
衰乃至危机四伏的关键节点。为了民族自立、
国家自强，毛鸿宾对弊政革除、朝纲重振提出
了诸多建议和对策，赢得了同僚赞许。后来升
任封疆大吏，毛鸿宾抚境安民、赞襄军务，劳
心劳力，功绩显著。而他于繁忙事务中，更是
求贤若渴，数次为朝廷举荐贤才，尤令后人津
津乐道。

危机四伏，渐至觉迷醒悟
毛鸿宾入仕后的心态之路，往往与国家的

命运起伏互为应和，从早年的闲适恬淡、向往
书斋，慢慢转变为日夜勤劳、忧心国事。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毛鸿宾出生
于济南历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25
岁的他考取山东乡试举人。后经会试两度折
戟，毛鸿宾终于考中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后经
殿试取为二甲第80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
授编修。

在该年的进士榜单中，毛鸿宾和一位三甲
同进士名次接近，又兼年齿相同，志趣相投，
算得上“同龄同年加同志”，如今又一起入选
翰林院，关系最为亲昵，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这个三甲同进士，就是名臣曾国藩。后来的仕
途岁月，他和曾国藩相互扶持，互为思念，这
几乎贯穿了毛鸿宾的一生。

两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徜徉惬意于书
斋生活。毛鸿宾时常和曾国藩等人，或吟诗作
对，消遣闲适光阴，或流连书肆，寻觅善本古
玩，似乎还没有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危机四伏。

在道光帝的统治下，清廷走向保守和衰
退，对内官僚腐败严重、地方民变潮涌；对外
鸦片走私泛滥、大量白银外流。面对艰难的时
局，一些有识之士奋起呐喊，呼吁立即复兴社
稷、重振朝纲。思想开明的林则徐，在湖广大
地组织人员翻译西书，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洋情
况；好友魏源则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资助
下，编纂经世致用的《皇朝经世文编》。

在道光十八年的年末，面对日益严重的鸦
片走私问题，道光帝令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
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办鸦片走私贸
易。

道光二十年，中英两国间围绕鸦片贸易的
战争打响。战争初期，毛鸿宾属于坚定的主战
派，屡次奏请朝廷速发大兵，剿灭英夷。但日
益恶劣的战场形势，让他渐渐从虚幻的迷梦中
醒来，开始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中
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清廷的羞辱和中外的
反差，更令毛鸿宾有如遭棒喝之感。但身为传
统士大夫的他，思想仍旧局限在“朝纲不振、
奸佞当道”的传统思维里。所以毛鸿宾心中对
朝纲复兴的理想措施，还是“清除弊政，选录
贤才”的儒学思想。

《南京条约》签订次年，毛鸿宾任顺天乡
试同考官。他开始利用这次机会，录取那些有
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到了道光二十七年，他又
充会试同考官，依旧矢志为国择选良才。

同年，毛鸿宾在朝廷考核中位列二等，转
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开始了谏垣生涯。在御史
任上，毛鸿宾终于能将自己对朝政积弊的认
识，以及对朝政改良的满腔热切，化为篇篇奏
疏，希望能有补时弊。

任职谏垣，疏奏屡切时弊
任御史的第二年，毛鸿宾便以故乡山东

“捕务废弛”问题上疏朝廷。当时的山东，各
地盗贼蜂起，或侵凌老弱，或打家劫舍，惹得
百姓怨声载道。但因为地方官人浮于事，众衙
役疏于管理，缉捕盗贼异常迟缓。毛鸿宾希望

朝廷能严词督促，令官府勤加搜捕，对尸位素
餐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两年后，毛鸿宾被擢为都察院礼科给事
中。刚刚上任，他就上了一份极有分量的奏
疏，直指地方久以存在，众人习以为常的“流
摊”弊政，令暮年保守昏聩的道光帝也感到一
丝惊诧和讶异。

“流摊”，起初是为了解决地方财政亏空
而被迫实行的政策。但好政策实行中往往容易
走形变样，反而助长了此前的不正之风。

清代承袭明制，对官员的俸禄定得很低。
但官员们依旧生财有道，对能够带来利益的环
节都上下其手，百般攫取财富。他们往往于粮
储库存中自盗贪污，再假借灾荒名义予以销
账，从而造成地方仓储不足，缺数严重。面对
普遍多发的“任意亏欠”现象，地方大员“亦
曲相容隐”，导致各地亏空愈发严重。

财政亏空巨大，若迅速补清，只能取之于
民，但肯定会引起社会不稳。为解决这个难
题，清代中叶开始实行“流摊”之法，将亏空
数额分年摊派补足。政策实施后，确实有一些
地方的仓储缺数补齐。但令清廷想不到的是，
更加严重的“流摊”问题却出现了。

一些官员赴任后，千方百计东挪西凑，解
决前任留下的流摊亏空。可一旦面临调任或升
迁，则忿忿然于自己的“清苦”。他们大肆花
销，中饱私囊，留下巨额的亏空，等待继任者
流摊解决；有的官员则暗中将自己造成的亏
空，分摊到前任官员的账目内，导致流摊数额
越来越大。长此以往，流摊陷入恶性循环，各
地亏空问题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人言
道：“本三五年流摊之事，今延期至十年二十
年，辗转套搭，何时见底？”

毛鸿宾上疏朝廷，指出“流摊”的积弊，
请求永远禁绝。他认为“今外省亏空多发，其
弊莫甚于流摊”。流摊之弊已显，却迟迟得不
到根治，其原因在于“接任人员或慑于上官之
抑勒，或碍于同事之调停”，以致丧失原则，
同流合污，导致亏空不断扩大。毛鸿宾笃信
“乱世宜用重典”的信条，他批评当时朝廷处
理失之于“柔”，即“欲惩治则担心受责者
众，欲消弭则问题已入膏肓”，所以人浮于
事，渐至难治。毛鸿宾建议各省督抚严查当地
仓储问题，严办涉案人员，尽快补齐缺数，务
求永除流摊之弊。疏奏呈递后，道光帝吃惊不
已，令各地立即推行。但在积贫积弱的晚清，
流摊弊政已深入骨髓，要立即根除无疑难如登
天。

晚清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土贼盗匪泛滥，
严重威胁地方安定。但地方官员只求乌纱得
保，往往敷衍塞责，逡巡不前，问题日益严
重。毛鸿宾为此忧虑万分，他认为“皇上特简

重臣筹办，备饷不为不厚，调兵不为不多”，
但地方匪患依旧猖獗，往往“始窜偏隅，继遂
深入腹地”，其直接原因“乃大臣拥兵纵寇，
观望周章，又毫无先期之布置”。毛鸿宾指出
此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为今之计不患
盗贼不平，而患纲纪之不振”。他认为：“纲
纪之存，必赖于宪典，自古未有宪典不明、刑
威不振可以立国者。”因此他建议：“伏望即
降严旨，择其退避之尤者，迅于该处明正典
刑，则官吏将士晓然知法”。

为振兴纲纪，毛鸿宾不畏权势，多次弹劾
大吏权贵，以期望整顿晚清腐败的吏治。如咸
丰四年（公元1854年），毛鸿宾弹劾重臣胜
保，指责他“玩寇糜帑”等12条罪状。一直到
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已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
吏，依旧“劾罢巡抚及布政使之不职者，墨吏
望风解绶去……”经过他的黜华崇朴，华南官
场风气为之一新。

得贤督抚，能造封疆之福
晚清局势跌宕，“军兴”兵燹不断，诸多

名臣皆以“军功”而驰名当时。但与时兴观点
重官员军事才能不同，毛鸿宾更为注重抚民、
治政的才能。他认为：“得名将，不过收战阵
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

咸丰三年，时为都察院礼科掌印给事中的
毛鸿宾，由户部尚书孙瑞珍举荐，奉旨回籍督
办地方团练。当时回籍办团练，既缺钱粮，又
无器械，且事事处处受督抚大员或地方官吏的
掣肘。加上山民村夫，平时无有训练，仓促召
集训练不易，往往成效不大。但是，毛鸿宾看
中了团练“乱时能求一战，平时能保治安”的
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团练的保境安民功用。面
对当时各地团练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的弊病，毛
鸿宾在山东“勉力支撑，艰难困顿，权而获
全”。

毛鸿宾心忧地方安宁，常对地方剿匪建言
献策，如他奏请“严赏罚、娴纪律、简军实、
绝奸细、驭壮勇、解胁从”，以作为地方长治
久安的对策。毛鸿宾抚湘期间，“湘军所至有
功，各省多往招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
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

咸丰十一年，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首
先，他“以城防不足资守御”为由，将原先残
缺不全的长沙城墙“自东迄南而西，次第修
葺”。此举大大加强了长沙城防御能力，保证
在战乱时能坚守待援，减轻百姓伤亡。

后来任两广总督期间，毛鸿宾仍然留意防
御对百姓的重大意义。他见“江西南路防御松
弛，闽粤交界均无防御”，奏请加强地方防
御，未雨绸缪，保障地方安宁。

甚至因细故丢官，回原籍退隐后，毛鸿宾
依旧为地方治理献计献策。同治六年，年近花
甲的毛鸿宾亲自“率民团协守，寇不得逞”。

湘军后盾，每解燃眉之急
毛鸿宾的仕途岁月，与曾国藩的交往是绕

不过去的关键一环。曾国藩的发迹，为毛鸿宾
的仕途提供了极大助力。而毛鸿宾也帮助曾国
藩成就了卓绝晚清的文治武功。

两人交情的笃厚，可以从曾国藩的家书中
得以窥见。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获旨主持江
西乡试，他便借此向清廷请假回籍探望双亲。
离京时，他将一切家事托付给了毛鸿宾，“均
蒙慨许”。行抵安徽太和县小和驿，曾国藩闻
母丧，立即连发数函给留在京寓的曾纪泽，嘱
咐他“往叩求寄云（毛鸿宾字寄云）年伯筹划
一切，必能俯允”。他还告诉儿子，在北京的
家眷要返乡吊唁，所需盘缠也可向毛鸿宾求
助，他定能张罗完善。此外，他还交待了委托
毛鸿宾代办的还债、筹款、存物、备车马、赠
书等事宜，对毛鸿宾无比信赖。而毛鸿宾后来
也将这些事办理得井井有条，令曾国藩感动非
常。

因为相知相交，曾国藩因团练而得清廷倚
重后，便不断举荐和自己见解一致的毛鸿宾。
先是授意好友胡林翼“两次具疏”，称毛鸿宾
在湖北任职数年，有胆有识，调度合宜，好善
嫉恶，存心公正。很快，毛鸿宾就由湖北道台
升为安徽按察使。同年，曾国藩亲自疏奏，保
举毛鸿宾升江苏布政使。

到了咸丰十一年，清廷命毛鸿宾署理湖南
巡抚。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又是湘军
南征北战的后方大本营和粮草基地。毛鸿宾出
任巡抚，无疑让曾国藩感觉身心通泰，如虎添
翼。此后，毛鸿宾为湘军筹集粮饷、器械、兵
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粮饷对湘军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军
心和战斗力。但湘军并非清廷正规部队，粮饷
往往依靠曾国藩自筹，所以他常常为此“十分
焦灼”。江西是湘军粮饷来源地之一，但随着
征饷日益频繁，当地“饷源竭矣”。湘军将
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为此惊呼：“饷地日
蹇，实东征之忧也。”而毛鸿宾总是在湘军最
急需时，将湖南的粮饷、物资送至营中，以解
燃眉之急。

咸丰十一年六月，湘军各营欠饷非常严
重，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道：“老湘营欠至八
个月，余亦欠五六月不等。”为了防止部队因
欠饷哗变，曾国藩打算“挪用祁门三万金先行
协解多营，以济燃眉之急”。不料祁门的饷银
不但没能顺利挪动，而且当地也“索饷甚
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湖南东征局两次送
来饷银9 . 8万两、稻米数百石，曾国藩这才长舒
一口气，自言“真如大旱甘霖，稍定军心”。

同治元年，毛鸿宾又“协解火药至十一万
斤之多”到曾国藩大营。同治二年三月，湘军
“粮台奇窘”，几乎断炊断食物，曾国藩着急
地向各处借粮银，但大多都未得到积极回应。
毛鸿宾却第一时间“借谷四万”，令曾国藩感
慨万千。曾国藩在书信中，称毛鸿宾抚湘“阁
下所以惠助敝处至多”，此言出自真心而非虚
美。

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欣喜万
分的不仅有他自己，还有对物资供应望川秋水
的曾国藩。他认为“寄云制军到后，粤厘必可
略旺”，且湘军后勤保障“当有起色”。同治
三年，曾国荃将所部湘军尽数裁撤，“悉数归
农”。而按照湘军的惯例，平时兵丁多发半
饷，拖欠饷银全部于遣散时发还。另外还要对
兵丁发放一定的路费川资和适当安家费。这笔
庞大的支出令曾氏兄弟焦急万分，时刻担忧士
兵因欠饷哗变，让朝廷内猜忌他们的大臣抓到
把柄。曾氏兄弟恳求毛鸿宾：“大批协济，以
解倒悬为盼。”毛鸿宾知晓后，立即“慨济十
万两”。曾国荃甚至为此感激到“流涕难抑
也”。

为国举才，芳名留于当时

自入仕之初，毛鸿宾就非常注重物色、选
拔人才，以为国家之用。湖南自古有“惟楚有
才”的美名，但当时楚地英才，往往都加入了
曾国藩的湘军，随他出省作战，湖南当地反而
有“乏才之叹”。毛鸿宾得知自己出任湖南巡
抚，就修书给曾国藩，“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
失”。曾国藩建议他仍以选材为要：“阁下在
湘初政，仍要以物色将材为第一要务，在外征
战的如胡、左、李诸公，在本地的如郭氏昆
仲，皆与阁下契合有年。若一一遍访咨询，那
么地方军队统领之选，偏裨之才，皆可屈指而
得之。”

曾国藩建议毛鸿宾：“于闲暇之时招募数
营在省训练，渐成规模。本省有事，则调出防
剿……本省无事，则择邻氛之稍近者出境协
剿。”毛鸿宾随即在湖南建团练勇，操练演
习，一面配合清军作战，维护地方秩序；一面
训练培养团丁骨干，成为补充湘军的后备力
量。

毛鸿宾抚湘期间，向湘军输送跟随他多年
的山东同乡。这些山东人往往“技艺绝伦，亦
有血性”，在湘军里“颇为得力，且甚可
爱”。曾国荃因此恳请毛鸿宾在山东团练内
“挑选技艺最高”，能干有气力，愿远征在外
年余者，送至湘军营内，“令若辈传授湘勇枪
法拳法，以倡湘军精熟短兵技艺”。这样一
来，南北方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而将来可
收实效矣”。

曾国藩湘军的扩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提
高，与毛鸿宾不断输送“技艺绝伦”“颇为得
力”的团丁骨干，是分不开的。

而在“经世济民”思想指导下，毛鸿宾更
加注意发现和荐举有治国之才的贤人。左宗棠
早年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后又入湖南巡
抚骆秉璋幕下。毛鸿宾在湖南期间，发现他
“识略过人”，便多次竭力荐举。他在奏疏中
褒扬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
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并
认为他“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下，若畀以
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此后，左宗棠便
“自是骎骎大用”，后来更成为与曾国藩齐名
的“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

同治元年，山东淄川发生动乱，百姓纷纷
逃难，地方混乱不堪。清廷命远在湖南的毛鸿
宾建言献策，保卫桑梓。毛鸿宾随即疏荐时任
长沙知府的丁宝桢，称其人“有大才，可大
用”。清廷采其议，擢升丁宝桢为山东按察
使。丁宝桢赴任后，很快就稳定了当地局势。
丁宝桢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功绩也非常耀眼，
“人以服其（毛鸿宾）能知人”。

“中兴名臣”之一的郭嵩焘，曾任驻英公
使，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他为京官时，毛鸿
宾“见郭之文采，极欲纳交，后任湘抚，又屡
思延之入幕”。毛鸿宾任两广总督后，清廷起
初拟擢黄赞汤为广东巡抚，便询问毛鸿宾的意
见。毛鸿宾竭力“保郭堪任粤抚……疏入，如
所请”。

除了举荐此三位“中兴名臣”外，毛鸿宾
还荐举了后任湖南巡抚恽世临、河南巡抚吴昌
寿、体仁阁大学士李福泰等人。当时朝堂，皆
认为毛鸿宾慧眼如炬，能于万千官宦中识别真
才实学者。

毛鸿宾为官从政20多年，就选才肃纪、保
境安民、轻徭薄赋向清王朝上奏疏数百篇，集
中反映了他渴望“兴利除弊”的政治思想。在
当时，他能识人、善治民的特点，并未隐藏在
晚清诸臣征战南北的军功光芒下。曾国藩称其
奏稿：“条陈时政，弹击权贵，皆切中事理，
关系天下安危。以救焚拯溺之心，而出以金和
玉节之度，询足为谏垣仪式。”胡林翼也感
慨：“指陈切直而气象宽博，可谓凤凰一鸣，
必任天下事。”

■ 齐鲁名士

他是曾国藩的同年好友，两人不仅是性情相投的伙伴，更是志同道合的知己。每当湘军粮草不继、兵饷奇缺，

曾国藩愁容满面时，总是他筹划解厄，可谓是湘军征战南北的坚强后盾。

毛鸿宾：解湘军困厄，为贤才伯乐

□ 本报记者 鲍 青

当故乡发生骚乱时，远在湖南任巡抚的毛
鸿宾，向清廷大力举荐时任长沙知府丁宝桢。
丁宝桢来鲁后，先任按察使，接着任布政使，
再升任山东巡抚，在鲁十多年间政绩卓然，被
评“中兴名臣”，而时人也多道毛鸿宾能知人
善任。

丁宝桢在山东，除了平定淄川骚乱，智除
宦官安德海外，于实政上更有不俗的政绩。

当时山东水患频发，在治理水患上，丁宝
桢或疏浚运河航道，或夯实加固黄河大堤，总
是身先士卒，“奋身不避”。同治十年（公元
1871年），黄河于郓城县决堤，京杭运河航道
随即淤塞，黄河水溢过河堤，多个州县被水淹
没。丁宝桢考察现场后，发出哀民之叹：“灾
民田庐漂没，资粮悉已无存，荡析离居，极为

可悯。”面对灾民“栖身无所，糊口无资”的
惨象，时任河道总督的乔松年却任事推诿，上
疏提请裁撤东河总督，由山东巡抚兼任其事。
丁宝桢虽不专任河道，却对灾民极为挂心，他
认为“决口关系运道民生，应及早堵筑，不容
稍涉迟缓”。但乔松年依旧行事缓慢，多番推
卸，丁宝桢便挺身而出，一面请旨亲往督办堵
复决口，一面请求将北运漕粮截留，赈济灾
民。清廷下旨应允后，丁宝桢亲自赶赴决口
处，认真勘察，决定迅速堵复决口，分流洪
水。他接着又为堵复工程“酌定章程，分派任
务”，“严饬在坝各员，敬慎将事，力求核
实”。从工程开工起，丁宝桢就亲赴现场，督
率河工。他不仅亲临现场，更和百姓一起参与
其中。有了巡抚的重视，堵复决口从开工到合
龙仅用了二十五天。因为勇于任事，督率有
力，朝廷嘉奖他“艰巨独任、功成迅速，给予

优叙”。
两年后，黄河下游再次发生决口，东明县

多处溃堤，下注山东省内。此时丁宝桢因故返
乡，但他仍心念灾民，上奏朝廷，要求统筹全
局，及时堵治。但河道总督乔松年向朝廷表
示，不花费白银五百万两，决口定难完成堵
复。朝廷一听工程耗资如此巨大，便陷入了长
时间的争论和龃龉。等到丁宝桢返回时，决口
堵复仍未动工，下游十余州县全部淹没，情势
十分危急。如果继续拖延下去，丁宝桢自感：
“置数百里运道的淤废、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
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他再次请缨，表示：
“此口不堵，为害滋烈，若犹观望因循，则上
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百姓。”并要求自任工
程督办。朝廷准许后，他亲自带人详细确查决
口，选定施工方案，然后统筹上下游两岸堤工
进度。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工程正式动

工。55岁的丁宝桢吃住都在工地上，昼夜督促抢
修，终于两个来月后完成合龙。因为设计科学，杜
绝腐败，全部工程只用了九十八万多两白银，大
大节省了财政开支。为表彰丁宝桢的治水功绩，
光绪帝以“力任巨艰，予优叙”嘉奖。

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期，正是“自强求
富”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他在山东，也
以兴办实业为要事，积极推动山东工业的近代
化。早在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就上
奏清政府，提出自制火器与火药的建议。到了
光绪元年，丁宝桢获准创办山东机器局。他立
刻在济南北郊的泺口，购买土地300余亩，用于
建设机器局。第二年，机器局主体落成，大致
竣工，“业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
房、画图房、物料库、东西厢、文案厅、工匠
住房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
房……亦次第告竣……核计全场告成，为期不逾

一年，办理迅速”。而且山东机器局不花重金雇用
洋人，而是搜罗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国人，避免了
洋人掣肘和资金浪费等问题。

丁宝桢是洋务运动期间比较关注海防的督
抚之一。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同治十三年日
本进犯祖国宝岛台湾、光绪元年“马嘉理事
件”等中外纠纷，对他的内心触动很大。他认
为山东作为临海大省，又相邻朝鲜、日本，加
强海防尤为关键。他购买船炮，修筑炮台，整
顿水师，严格训练，希望能断绝列强觊觎山东
海洋的野心。经过认真刻苦的训练，山东水师
面貌大为改观。光绪二年，丁宝桢抵达烟台校
阅水师，发现“驾驶运掉极灵，海港分歧之
处，足资得力。舵工水手凫水、缘桅、斗捷、
舢板各技亦为近时师船所仅见。所练钢炮、洋
枪各队，步伐整齐，号令严肃，枪炮所发，悉
能命中”。

丁宝桢除了治理水患、兴办洋务，还关注
山东官场的腐败。他不仅反腐倡廉，还整顿吏
治，革除苛政，廓清吏风。丁宝桢在奏折中
道：“严核官绅之中饱，重惩胥役之偷漏，力
杜不急之开销，而又于征用之中，注意调节，
事事核实。”经过此番整顿，山东官场风气为
之一变。

光绪十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病逝
时，家无余财，由僚属捐钱操办后事。山东父
老闻其病故，联名上书要求迁葬济南，其在百
姓心中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相关链接·

他受毛鸿宾的举荐来到山东，自此扎根于此十多年。无论是廓清吏治，还是兴办洋务，治理黄河，业绩都值得大书特书书。

丁宝桢：诚心治水患，图强办洋务

曾国藩写给毛鸿宾的书信

毛鸿宾赠同年进士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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