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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
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
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
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
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
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
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
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
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
私文献说话。
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
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
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
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
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
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
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
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
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日”，《汉书》每篇之后的
“赞日”，都是评传之一种。
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
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
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
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
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
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
，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
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
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
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
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
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
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
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
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
。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
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
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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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
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
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
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
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
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
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
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
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
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
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
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
于三代。
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
”，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
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
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
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
得更远。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
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
淮橘成枳。
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
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
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著，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
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
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
研究，读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
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著，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
曾国藩。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
，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丁亥正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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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
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
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
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
人物？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续绝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
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
。
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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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忆江，男，辽宁宽甸县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
近年从事近代史人物传记及历史小说的写作。
著有《袁世凯评传》、《曾国藩评传》及长篇历史小说《汉宫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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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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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七、赣江之厄　八、大转机　九、转战安徽　十、宿松群英下　十一、祁
门之困　十二、咸丰之死　十三、走向覆亡的天国　十四、儒帅风采　十五、天下无湘不成军　十六
、朋僚幕友之间　十七、大功克成之际（上）　十八、大功克成之际（下）　十九、北上剿捻　二十
、教案与洋务　二十一、风中残烛　附录：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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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丙申(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
可这一年他没有白过，京师人文荟萃，使他眼界大开，在学问上也开始脱出八股制艺的窠臼。
“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
治古文辞自此始。
”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途中去拜访了时任雎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
公贷百金”。
之后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
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廿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
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
两考不中，又借了那么一大笔钱买书，回到家中，曾国藩见到父亲与祖父，心里一定杌陧不安。
不想“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日：‘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
。
’公闻而悚息。
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几一年。
”“正是由于京师与居家的两年苦读，“泛览百家”，拓展了曾国藩的眼界与见识，他的学识方能超
越八股，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为下一年的会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
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
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
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
”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
扶墙，跛躇徐进，愉色如初”。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
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
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
是时，府君年六十矣。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
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
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
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
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
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
“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
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
，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
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
⋯⋯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
此嘱！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
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评传>>

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
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
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
、侵渔中饱之弊。
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
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
力。
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
，守吾之拙而已。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
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
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
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
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
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
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
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
。
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
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
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
”鲫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
舍。
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
夫者，扶人伦也。
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
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
”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
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
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
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
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
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
”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
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
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
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
“(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
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
”可见，在曾国藩墨经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
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
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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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
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
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成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
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
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
也。
闻者肃然起敬。
”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
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
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
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
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
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
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
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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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跑北图等处搜集资料起，一易寒暑，书稿终于顺利杀青。
说顺利，在于文献足征。
这里特别要提到两部大书，一是大陆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提供了传主的全部文献；
一是台湾沈云龙教授主编的三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煌煌三千巨帙，近代，尤其是曾国藩同时代
人物之文献，几乎网罗无遗，而且是影印本，错讹甚少，这就为著者考求传主事迹提供了大量可作旁
证的史料。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无疑是水之源、木之本，是近代史研究之基础，尽管整理出版者的工
作默默无闻，但嘉惠学林，功在学术，吾辈感激之情，不能不于此三致意焉。
这部评传仍本着实事求是，以第一手史料说话的态度，执守太史公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
的良史传统，以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传主的真实面貌。
惟当时大量公私文献中，于造反者(如太平军、捻军等)均称之为贼、寇、匪、逆等，反映了官方对反
体制异己分子的仇视；反之，太平天国文献中亦将官方称之为妖，双方势不两立，乃当时之实际情况
。
本书既以第一手史料说话，大量引征原始文献，相信于此等称谓，读者自能分辨，毋庸笔者赘言也。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27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
以一凡庸官僚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42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
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
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
人物？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续绝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
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梳理、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勾画。
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由固步自封而被迫转型，百余年来饱受欺侮，丢失了大片领土，也丢失了尊
严与自信，但破坏最大者，乃是我们民族赖以维系的文化。
文化，与其所传承的价值体系、所积累的思想资源，乃一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国家之盛衰、王朝之兴
灭，都不足以毁灭一个民族，唯独文化之破坏与缺失，会使社会一盘散沙，沦入精神荒漠，致使民族
之复兴与崛起，成为不可能。
在撰述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感触最深者，乃于滔滔衰世之中，儒学仍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有
着传统理想人格的好官，成为社会之中流砥柱，进而振颓起衰，转移风气，再造中兴。
充分反映了作为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体系的儒学，所具有的陶铸人格，启迪与修复社会良知的力量。
百余年来社会的激荡变革，几将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其精华遭人漠视甚至亵渎，其糟粕则大行其道。
在现代化与国家复兴的道路上，靠什么凝聚、整合民族精神？
去哪里寻求支撑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
笔者当然不主张回到孔夫子、曾国藩时代，可新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伟人，更需要曾国藩那样的躬亲
实践者。
笔者寓希望于悲观的原因是，历史与文化是割不断的，孔夫子以来的古圣先贤(自然也包括曾国藩)留
下的思想资源，经扬弃后必会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要件。
这一过程势必很艰难，也许很漫长，但最终将如春雨润物，沛然而莫之能御，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生
命，引领我们的后人步入历史的坦途。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是面镜子，今人读历史，为的是鉴往知来，思考自己的社会、人生与未来。
历史上的古圣先贤、志士仁人，亦如一面面镜子，使今人无所遁形。
曾国藩坚执理念，知行合一，躬亲实践，或许正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所最为缺失的品质。
试想，名公巨卿们若都能效法文正公，心忧天下，行己有耻，洁身自好，且管束好下属与家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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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转移风气，陶铸人才，造福百姓，社会还愁不安定、不和谐吗。
人之一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而如吾等芸芸众生，自不免时时沉浮于与命运及嗜欲的搏战之中，意志坚定者会有所成就，薄弱者则
随波逐流，化于凡庸，甚或堕为下流。
人是要修身的，也是要自省的，这是个痛苦的心路历程，读懂了曾国藩的人，内心会生发善念，想做
好人，也会不安于凡庸，努力把握自己。
这种敦迫人们审视自己，面对良知的内在力量，百世以下，犹能促人奋起，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
或许这才是文正公为人敬慕，与世同辉的真正原因吧。
刘忆江丙戌十月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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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评传(全2册)》这部评传，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
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
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
展。
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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