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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约在10年以前，我还不曾想起要为先曾祖父宗棠公写点什么，更不用说一本完整的传。
那时我对他老人家的生平其实了解得不多。
幼时在家中书房里，有一只书柜，存放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翻阅。
原因很简单，那时既看不懂，也没有兴趣。
从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学校里课程繁重，应付考试还来不及，有点闲暇，宁愿去看小说、
电影，上操场玩玩球，也不会埋头在故纸堆中。
在大学里读的是理工科，及至工作之后，对文史方面的书籍涉猎更少。
1939年长沙大火，家中所有的文物书籍。
包括这一套《左文襄公全集》，都付之一炬。
因此长期以来，我所了解有关曾祖父的情况，只限于在历史教科书里极有限的材料和家中流传的一些
故事。
后来我也看过一些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其中有一些关于曾祖父的故事；还有三本专门写曾祖父的书
，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有两本书我读过，还接触过其中一位作者；另一本未读过，但却与它的作者会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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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沿袭清代史料中采用的农历（阴历）月日，年岁用虚岁，路程用里（华里），重量用斤，换算成
公里、公斤（千克）都很方便，只是由农历换成公历，要查一查万年历。
  　在书中对传主和其他同时代人如何称呼，是我考虑了许久的问题。
我们这一辈在家中称曾祖父为老爷爷，与父辈或子侄辈谈及，则大家都称文襄公。
如果书中用这两个称呼，文字会显得累赘，特别不仅是对曾祖父一人的称呼，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
，如陶文毅公澍、林文忠公则徐、胡文忠公林翼、曾文正公国藩、李文忠公鸿章等等，都是我的长辈
，大都有亲戚关系。
照中国的旧礼法，对长辈不能称名，如书中都用文毅、文忠、文正公等称呼，必将影响行文的流畅，
对读者将很不方便，全书的可读性会大大降低，写传的目的和预期效果都将受到损害。
因此，我决定暂时站在家庭之外，以一个研究清末历史的中国人的身份，仿效史家的写法（如《清史
稿》）来写这段历史。
当然，不仅在称呼上，在写作态度上作者也必须站在家庭之外，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客观、公
正地来写这段历史，不仅不为文襄公讳，也不为几位文忠公和文正公等讳，就事论事，实事求是。
只有这样，这本传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书，才能为读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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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景伊，1918-2006。
左宗棠曾孙，早岁就读于清华大学，40年代留学美国。
曾任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副理事
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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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再版序（代）一　“燕颔封侯望予季”  童年和少年——家庭的宠儿——读书梧塘，“孤露贫寒
”二　“万里江山眼底横”  贺氏兄弟的知遇——“一见推为国士”三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与
诒端夫人结婚——幸福而又潦倒，“庑下栖迟赘客惭”四　“迢遥旅路三千。
我原过客”  科举道上的坎坷——三试礼部不第五　“大江流日夜，翘首公归”  受陶澍激赏——“目
为奇才，一见订交”六　“和戎自昔非长算”  鸦片战争爆发——为抗英献策七　“长为农夫以没世
”  柳庄的生活——“田水琮垮，别有一段乐意”八　“男呻女吟四壁空”  在柳庄救灾——“吾不欲
见一饿毙之人”九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湘江舟中夜话——与林则徐历史性的会见十　
太平军金田起义  隐居与出山——“静观时局变化”，初入湘幕十一　“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
右者”  胡林翼——“一生真知己”十二　太平军入山索宗棠  重入湘幕——靖港战败——湘潭大捷—
—长沙解围十三　“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幕府生涯六年——减轻民赋——增加岁收——
外援五省——内清四境十四　“乘虚捣其巢穴香港，痛创敌军于天津内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
抗击英法侵略军献策——“万园之园”圆明园被烧毁十五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
左宗棠！
”  官、樊构陷事件——命运的转折——“侧身天地，四顾苍茫”十六　“我忧何诉？
我喜何告？
我苦何怜？
我死何吊？
  楚军东征——成丰薨——胡林翼死十七　“客日强而主日弱，终恐非计”  进军浙东——反对“借洋
兵助剿”——“士民嗜利忘义，争附洋人”——“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
就颓靡”十八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
”  杭州（上）——减轻赋税——招商开市——扶植农业——整饬吏治十九　“在山本清，泉自源头
冷起”　在杭州（下）——举人才——设书局——造轮船——倡廉肃贪二十　“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
右辅翼，必成大功！
”　曾左胡联盟——从兴起到瓦解二十一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　曾左失和内幕——“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足一哂耶”二十二　“夷性贪而无餍，我愈谦而
彼愈亢”　在福州（上）——设书局书院——除陋规摊捐——经营台湾——办理外事二十三　“师夷
长技以制夷”　在福州（下）——创办马尾船政局——“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二十四　
“珍禽双飞失其俪”　和周夫人最后的聚会——“往事重寻泪盈袂”二十五　“碧湘宫畔雨霏霏”　
接连的打击——与二哥宗植永别——“嗟予少啬祜，孤露唯君依”二十六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去西北——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夕二十七　“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　平定西捻军——陛见皇太后
——“西事以五年为期”二十八　“天欤寿欤吾不知”　失去爱子爱女——“魂梦作恶，日夜惘惘”
二十九　“帝日汉回，皆吾民也”　“回汉一视同仁”——处理回事的政策：“剿抚兼施”三十　“
西事艰阻万分，失今不图，西陲恐非复朝廷所有”　平定陕甘——打通进军新疆的要道三十一　“空
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天津教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群众反对列强
侵略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斗争。
　曾国藩主办：“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　李鸿章协办：“已有正法者十余人，喜出望外。
”　左宗棠建议：“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三十二　“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
”　在兰州（上）——造枪炮、织呢、开矿、修水利三十三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在兰州
（中）——禁种鸦片，发展农牧业三十四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在兰州（下
）——办文化教育——乡试分闱三十五　“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　与民同乐——西北
最早的公园：兰州节园——肃州酒泉湖——平凉柳泉湖三十六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进军新疆的序曲——塞防与海防之争：爱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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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乎？
三十七　英俄阴谋阻挠收复新疆　俄国人来到西北大营——“英忌俄之与我和，俄亦忌英之与我和，
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
”三十八　“缓进急战”——进攻新疆的总战略　“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筹借洋款
之争三十九　“日暮途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　神道设教——进军天山——通过大戈壁——反对收
复新疆的议论再起四十　“先北后南”，“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　克复鸟鲁木齐——收复北疆—
—英国人抛出“诈降计”四十一　攻占南疆门户吐鲁番　阿古柏自杀——投降派又献割地策四十二　
“乃周秦汉唐所未有也”　最后的一击——收复南八城——英国人再施狡谋——阿古柏余党逃往俄国
四十三　凌烟阁上绘功臣　“大闯”、“飞将军”和“目不识丁”——“铭石还应迈前古”四十四　
收回伊犁的斗争：“先之以议论。
决之以战阵”　俄国拒还伊犁——唆使残敌犯边——崇厚赴俄签订卖国条约四十五　“日暮乡关何处
是，古来征战几人回”　进驻新疆，“舁榇以行”——定三路收复伊犁之策四十六　在新疆：建行省
、修水利、种桑养蚕缫丝、设义掌、铸新币　俄国退还伊犁——一次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胜利四十七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公柳“浓荫如幄，枝拂云霄，连绵数千里”——“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
尖”——“九原谁为起斯人”四十八　入值军机——参与中央决策　戆直的脾气——受同僚揶揄排斥
——得罪了慈禧太后四十九　在军机的短暂日子里　兴办水利——增洋烟税——受排挤调离京师——
“正人在位之难也”五十　“梦到梧塘屋两间”　二十年后重回故乡五十一　“湘间邗上，今我复重
来”　到南京——陶林二公的继承者五十二　在两江总督衙门的生活　早餐：红薯和蚕豆——午餐：
常有一盘狗肉——满小姐回娘家——“待文正之子若弟，无异文正之存也”五十三　“夷情恭顺，皆
窃谓从来未有也”　巡视江南——上海租界升龙旗，外国兵船升炮致敬五十四　“并力一向，千里杀
敌”，“老命固无足惜”　法国侵入越南——海陆防加紧备战五十五　红顶商人的悲剧　阜康银号倒
闭——曾国荃奉命查办五十六　再入军机　中法战争爆发——马江之战——福建水师覆灭五十七　“
半壁东南资保障，十闽上下仰声威”　重到福州——加强海防——潜渡台湾——福建人心大定五十八
　镇南关、谅山大捷　战场胜利却换来屈辱外交——前线将士“拔剑砍地，恨恨连声”五十九　“出
师未捷大星陨”　“台湾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应建置行省”——在福州去世——“遗十艮平生，
不能瞑目”——予谥“文襄”——“城中巷哭失声”六十　千秋功过谁评说（上）　生前：誉多毁少
——“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寰！
”——西方舆论：“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六十一　千秋功过谁评说（下）　身后：议论纷纭——“
毁多誉少”——“毁誉参半”——“功大于过”——“杰出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左宗
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六十二　侯府沧桑（上）　家庭、儿女、亲故——一对子孙的教育
：“耕读为业，断不可令作官”六十三　侯府沧桑（中）　“惟崇俭乃可广惠”，留下财产不多——
“境遇以清苦澹泊为妙，不在多钱也”六十四　侯府沧桑（下）　高墙大院里的生活——平淡亦多彩
，欢乐复忧伤六十五　尾声——司马桥故宅在大火中消失　国民政府焦土抗战——长沙全城一炬成灰
——“可怜败瓦残垣里，都是寻常百姓家”附录一：左文襄公年谱简表附录二：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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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 “万里江山眼底横”贺氏兄弟的知遇——“一见推为国士”春航公去世的那年，有一位有名
的学者回到了长沙，他是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字耦耕），因母亲去世回籍。
清朝规矩，父母亲去世，作官的给假一年，回原籍居丧，名为“丁忧”。
贺长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实用性）的文章，
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海外各国情况）等，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左宗棠早几年就已经注意地理、军事等实用的学问了，对贺长龄仰慕已久。
因此去向他求教。
贺长龄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长龄藏书很多，无论什么书，他都愿借给宗棠。
有些书藏在楼上，他不顾上了年纪，总是亲自上楼替宗棠取书，爬上爬下，不辞辛苦。
宗棠每次还书给他，他还一定要问宗棠有些什么收获，认真和宗棠讨论一番。
虽然年龄和地位相差悬殊，但他待宗棠既像待学生那样循循善诱，又如朋友间互相切磋，对宗棠频频
来借书丝毫也不厌烦。
宗棠喜欢读书，但没有钱买书，跟随贺长龄读了不少书，而且也跟他学到许多东西。
长龄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道德学问为世所重。
他为什么这样器重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呢?原来他和宗棠交谈几次之后，发现他年纪虽轻，见识却极不平
凡，便推重他为“国士”。
贺长龄对左宗棠说：“方今天下真正的人才十分缺乏，以后千万不要急急忙忙找一个小官职就当，这
样会屈限你的成就。
要耐心些等待，干那些能发挥你的才能的事业！
”后来左宗棠常记着贺长龄这句话，他多年隐居在农村，以耕读为生并自娱，没有去干那些卑琐的小
官职，也谢绝过许多次友人的邀请。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回原任去了。
他离长沙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年轻朋友。
6年后他当了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
因为知道宗棠家贫，说要用重金礼聘。
那时左宗棠已接受在陶澍家中教其孤子之约，因而辞谢了他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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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
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王震“文采灿然，读之令人叹为观止”“据事直书，言简意赅
，还历史本来面目”。
　　——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钟翰资料翔实，论证允惬，不偏不倚，叹为观止
，钦仰莫名。
　　——著名清史专家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罗继祖此书应列为从政者必读，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伦理教
科书。
　　——摘自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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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曾祖左宗棠(插图珍藏版)》编辑推荐：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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