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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与他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聊天时，谈到毛的家世。
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ldquo;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
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rdquo;　　这一年，曾国藩（涤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启超（任公）也刚好四十三岁初度。
将梁与曾氏并列作为农家子弟中的卓异代表，大概不会始于杨昌济，但二十二岁的毛泽东，此时很可
能是第一次从他所崇敬的师长口里听到二人并提的话。
　　杨昌济并列曾梁，着眼于同是农家子弟同样声名卓著，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多论及，当我们稍
稍接触一些梁的文字后，便可以明显看出曾梁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即曾氏对梁影响甚为深远，或者
说，梁刻意向曾氏学习。
　　梁是广东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产生的种种隔阂的原故，他直到二十八岁才在国外读到曾氏的书
。
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旅居美国檀香山的梁启超。
在给其师康有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谈到初读曾氏家书时的震动：&ldquo;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
，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
&rdquo;&ldquo;弟日来颇自克励，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rdquo;　　从那以后，梁便将曾氏引为人生榜样。
直到晚年，其对曾氏的景仰之情依旧不改。
他对人说：&ldquo;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的。
&rdquo;　　梁启超为什么会如此推崇曾氏？
他在曾氏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务著述异常繁忙之际做了一桩大事，即从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语录，汇辑成一部
《曾文正公嘉言钞》，并为之作了一篇序言。
从梁的这篇序文和他所选语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曾氏的认同之处。
　　梁认为，曾氏不仅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见的大人物，而这个大人物，并
没有超伦绝俗的天才，反而在当时的名人中最为鲁钝笨拙。
那么是什么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
梁说曾氏的&ldquo;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rdquo;。
他自己首先在这一点上着意向曾氏学习。
　　曾氏初进京时刻苦研习程朱之学，并身体力行，要做一个无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时对自己身
心各方面提出严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以自警。
梁也&ldquo;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rdquo;，并效法曾
氏以日记作为督察的方式：&ldquo;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
&rdquo;　　人的一生最难做到的是&ldquo;恒&rdquo;字。
曾氏以梁所谓的钝拙之资成就大事业，靠的就是这个&ldquo;恒&rdquo;&mdash;&mdash;数十年如一日
的劳心劳力。
梁虽天资聪颖，但只活了五十六岁。
自从二十多岁成名后，一生便在忙碌中度过，除大量的政事、教学、社交等占据他许多宝贵的时光外
，还要承受动荡不安的流亡岁月的干扰，而他却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精彩著述，其内容几乎涉及到文
史哲的各个领域。
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
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奋。
他说他&ldquo;每日起居规则极严&rdquo;，&ldquo;所著书日必二千言以上&rdquo;。
他的学生说他&ldquo;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不稍休息。
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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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梁的精力充沛或许有天性，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自律。
他在给朋友徐佛苏的信中说：&ldquo;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
&rdquo;湘乡即曾氏。
曾氏所说的这句话，见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九给他九弟的信。
梁不仅将这话记于心付于行，而且又将它抄下来，编于《嘉言钞》中，提供给天下有志于事业者。
　　从梁所辑录的这部《嘉言钞》中，我们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关于立志、关于恒常、关于勤勉、关
于顽强坚毅方面的嘉言，足见梁对曾氏这些方面见解的看重。
随着这部《嘉言钞》的问世，也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曾氏当年&ldquo;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
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rdquo;的具体做法，在一段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得到
对当下生存的启示。
　　作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梁更看重学问的经世致用。
他在序文中说：&ldquo;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
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告罪明矣。
&rdquo;以自己所做的实事来报答社会，这是梁启超的人生选择。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从政二十年来的重要体会：既要做事，&ldquo;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
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能磨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
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存挠枉？
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
&rdquo;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与浊世打交道，在此浊世中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磨炼，从而立于
不败之地；如何能很好地应付方方面面，不致于受挫受阻。
这就是人世间的最大学问。
他认定曾氏便是这样一个拥有最大学问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
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
过去都说曾氏是理学家。
其实，他对理学的学理并没有大的推进，他的贡献是在实践上。
在如何将理学用之于身心修炼及事业建立这方面，曾氏是一个成功的践履者。
曾氏以中国学问为教材，不仅尽可能地完善了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一番事功，并因此改变近
代中国历史走向，这就是所谓的&ldquo;内圣外王&rdquo;。
除此之外，在平时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
曾氏认为，人生的&ldquo;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rdquo;。
在这一点上，曾氏与梁启超的看法完全一致。
于是，我们在这部《嘉言钞》里，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办事的。
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军国大事，也有木头竹屑的零碎小事。
梁启超说曾氏&ldquo;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rdquo;
。
既亲切，又实用，这就是当年梁读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们读《嘉言钞》时还有一个强烈感觉，即梁特别注重曾氏对当时堕落风气的谴责以及对
扭转时风的自我期待与担当。
梁不惜反复摘抄曾氏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说的有关言论，于此不仅能看出梁对曾氏这些议论的认可，
还可感受到梁本人对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责任感。
这一点，或许正是这两位历史巨人最大的心灵相通之处。
　　梁在《说国风》一文中说：&ldquo;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lsquo;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
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
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
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rsquo;&hellip;&hellip;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于一
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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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
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而不可得也。
&rdquo;　　显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说来为自己的文章立论。
曾氏认为，处在众望所归之地位的一二人，对一时的社会风气是负有引领之责的，而风气一旦形成，
便又会影响各个层面上的人，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曾氏一向是以&ldquo;一二人&rdquo;自期的，作为名满天下的维新派领袖，梁又何尝不隐然以&ldquo;
一二人&rdquo;自许呢？
在这一点上曾梁之间可谓猩猩相惜。
　　&ldquo;一二人&rdquo;靠什么来扭转风气呢？
理学家曾氏是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转移社会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来感化身边人及属下
，然后再靠他们去影响更大的群众面。
对此，曾氏有过表叙：&ldquo;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
。
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hellip;&hellip;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
流渐广，而成风俗。
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
之能御。
&rdquo;　　革新家梁启超对曾氏这种以德化人的理念甚为赞赏。
临去世的前两年，他曾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有过一次恳切的长谈。
他说：&ldquo;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
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的才能做出来的？
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
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
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hellip;&hellip;他们就用这些普通话
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
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
所以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
&rdquo;　　梁早年系维新变法派，后来转为共和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对于张勋复辟清王朝的作法持坚
决反对的态度，而曾氏则是彻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
在某些人看来，梁不应学曾氏而要咒骂他才对。
其实，人类文化中的精萃是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限制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属于人
类文化精萃的部分。
梁说曾氏是&ldquo;尽人皆可学焉而至&rdquo;的，他自己学习而有成效，于是想让大家都来学习，遂
在百忙中抽空编了这本《嘉言钞》。
梁认为他所编的这部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好比穿衣吃饭一样的不可一刻离开。
笔者也一向认为曾氏可学而至，且有感于&ldquo;布帛菽粟&rdquo;这句话，遂在评点曾氏的家书、奏
折之后，不嫌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又来评点一番梁所辑录的这部《曾文正公嘉言钞》，无非是想
让梁启超的意愿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最后，还有两点要向读者诸君交代。
　　一、梁启超对他所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还有过体例上的说明，为方便读者阅读，择其重点如
下：&ldquo;是编从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集五种摘钞。
其余嘉言散见他种遗著在则付阙如。
&rdquo;　　&ldquo;是编所取自便省览，故务求简要，往往一段之中仅节数语，不嫌割裂，但求受用
耳。
亦有因此一义而屡见屡抄者，以存文正强聒不舍之真，亦使读者得日习而悦之益。
&rdquo;　　&ldquo;文正居大乱之世，半生治军，是编所抄言战事者亦什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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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军人宝鉴而无待言，即非军人，亦当涵咏其理而善推之于用。
盖人生天地间，本以奋斗为生涯，何时何事非在战争中者？
是编所抄关于军事诸条，吾确信凡任事者苟能体其意而服膺之，必终身受益不尽也。
&rdquo;　　&ldquo;是编所抄关于观人用人之诸条，读者可以为文正秉权势居高位故能尔尔，吾侪则
无需此。
其实不然。
人无论居何地位执何职业，皆须与人共事，求友求助。
苟善读此，无往而不自得师也。
&rdquo;　　&ldquo;文正于学术文艺独得处甚多，垂训亦至精，今所抄从略。
&rdquo;　　二、梁启超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出版。
一九三四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书，无编者署名。
一九九三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以梁启超作为此书的选编者。
梁启超是否此书的选编者虽是疑点，但此书所选的言论却的确出于曾氏全集，且此书所选嘉言颇多，
又分类汇编，有利于无法通读全集的读者更好地阅读曾氏。
鉴于此，笔者亦对此书加以评点，并附录于后。
此书也有&ldquo;割裂&rdquo;&ldquo;屡见屡抄&rdquo;的现象，其用心当与梁氏所说者同。
另，这两本书免不了有重复之处，为保存原貌，亦不作删节。
　　唐浩明　　丙戌初冬　　于长沙静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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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的姊妹篇。
所谓嘉言钞即语录，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巨子，梁启超所编的这部曾国藩语录，有着远过常人的选家眼
光。

　　本书一仍前两部书的风格，评点者立足于对曾氏长期研究的扎实基础，结合自己的阅历和思索，
向读者娓娓道出曾氏丰富而深刻的人生思想，老到而圆融的办事手法，打开曾氏既宽阔浩大又城府重
重的内心世界，追索其灵府深处对生命价值的真正取向。

　　本书信达雅的译文，不仅可以为当代读者扫除阅读上的障碍，还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领略这位文
章大师的行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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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假话
　　视爱民为性命根本之事
　　简傲不是风骨
　　君逸臣劳
　　自立与推诚
　　奉方寸如严师
　　诚心虚心
　　任事之人不必惧毁
　　与运气赌一赌
　　知人晓事
　　不问毁誉
　　以勤为本以诚为辅
　　逆亿命数是薄德
　　坚志苦心勤力
　　“有恒”为作圣之基
　　耐烦
　　最忌势穷力竭
　　处逆境宜以宽自养
　　人力居三天命居七
　　未可滞虑
　　高世独立之志
　　道理不可说得太高
　　不妄求人知
　　危险之际见爱者
　　喜惧不随众人
　　临阵须臾之顷
　　实行与粗浅
　　变易须十倍之力
　　畏有识者窃笑
　　将心放宽
　　不嫉妒不贪婪
　　困厄激发人的潜力
　家书
　家训
　日记
　文集
　附录　评点曾国藩嘉言类钞
　　治身
　　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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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

章节摘录

　　《骈体文钞》分类繁碎　　□原文　　阅《骈体文钞》，将其所分类归并于吾所分三门十一类之
中，嫌其繁碎，不合古义也。
　　□译文　　读《骈体文钞》，将它的所分之类归并于我所分的三门十一类之中，不喜欢它的繁琐
碎乱而不合古义。
　　□评点　　《骈体文钞》系清代学者李兆洛所编，选录自战国至隋朝的骈文、共三十一卷，分上
中下三篇三十一类。
曾氏嫌他分得太繁碎，故而归并自己所制定的三门（即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十一类中。
　　简编《经史百家杂钞》　　□原文　　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
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抄小册，选文五十首抄之，朝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
　　□译文　　我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收有文章八百篇左右，未免太多，不足以作为
简练利于揣摩的用途而准备，宜于另外再抄文章五十篇，早晚阅读背诵，以求合符简约原则。
　　□评点　　曾氏选编《经史百家杂钞》，后又觉得选得太多，不宜更多人阅读，也突出不了重点
，故于次年（咸丰十一年）精选一个只收五十篇的简本，定名为《经史百家简编》。
　　古文八字诀　　□原文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
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澹字改作和字。
　　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
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学。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
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其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
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中，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牛，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韶，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译文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窍，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来对于茹字似乎
更加有所收获，至于音响节奏上，必须以一个和字为主，因而将澹字改为和字。
　　文章的阳刚之关，重要的莫过于涌、直、怪、丽四个字；阴柔之美，重要的莫过于忧、茹、远、
洁四个字。
可惜的是，我知道它的意思，但不能深究这中间的学问。
　　曾经追慕古文境界的美好者，约有八个字，在阳刚之关方面，即雄、直、怪、丽，在阴柔之关方
面，即茹、远、洁、适。
在心中积蓄了几年，我没有将它发挥成为一篇文章，用来略微探索八种关境中的一种，证明我的追慕
之志。
今夜将这八个字中的每一个字用十六个字来赞扬，到第二天辰时写完，附录于左边。
　　雄：轩昂挺立，将故常完全抛弃，跌宕顿挫，摸一摸感觉到有刺芒。
　　直：如同黄河般虽曲折多但主体依旧直挺，又像如龙的山势，转换之际看不出痕迹。
　　怪：奇特趣味凭空生发，人与鬼都会惊骇眩目。
在《易经》《太玄》《山海经》及张华、韩愈的作品里都可见到。
　　丽：如同春天里的大沼泽地，成千上万朵鲜花初吐花蕊，《诗经》《离骚》以及班固、扬雄的文
章里都有这种关好的春光。
　　茹：各种含义都汇集着，蕴含者多而显露者少，独自幽深地蓄含，不想求得众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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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站在九重天上俯视，人间万物如同蚊子聚集，日夜所思索大道理的周公孔子，显得孤独而不
合群。
　　洁：冗长的内意陈旧的语，这类东西全部删除，笔底下的褒贬要谨慎，神与人都在监视着　　适
：心与境两者都悠闲，不钻营不期待，如柳宗元的游记与欧阳修的序跋，因此而达到自在大境界。
　　□评点　　曾氏很赞同姚鼐将文章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大类的说法，并进而以四个字来表
述阳刚之美，以四个字来表述阴柔之美，再进而模仿钟嵘的《诗品》，对这八个字予以四字一句共四
句的阐述。
虽然曾氏的表述不一定全面准确，但他对文章之道的努力探索，却很有意义。
他的关于古文之境的八个字三十二句话，对文章写作也很有启发性。
　　古文古诗的八种风格　　□原文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诗》之节，《书》
之括，《孟》之烈，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
　　□译文　　偶尔想到古文古诗，其中最可学习的地方，随口念了八句话来表述：《诗经》的节制
，《书经》的概括，《孟子》的激烈，韩愈的激越，司马迁的吞咽，《庄子》的跌宕，陶潜的高洁，
杜甫的朴拙。
　　□评点　　曾氏喜欢思索，也善于用简洁的文字将思索所得予以概括。
这八句话是他对古诗古文中的八个（部）经典作家（作品）风格的概括，有的很准确如《孟》之烈，
但也有的为了叶韵而显得有点勉强，如马之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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