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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友欧阳斌来电，邀我为他即将再版的《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写一篇序。
我没加思索就答应了。
因为拖拉是几乎所有写稿人的通病，加之我最近手边急于处理的事情太多，故而交稿迟迟。
在此前不久的一次聚会时我还受到他“文化名人总爱摆点架子”的“奚落”，但我最终还是在老友能
容忍的时间内完成了这篇小序。
我欣然应允写这篇序，首先是由于我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这个课题的浓厚兴趣。
这些年来，学术界写某某湖南名人与湖湘文化的文章、书籍多了起来，包括我自己也出版了一本《湖
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的书，但是，我一直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的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与期待。
曾国藩是一个对晚清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成为中国
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与楷模。
而且，我一直认为，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曾国藩是在湖湘文化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影响和塑造了他的精神人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

内容概要

　　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修订再版，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2004年这本小册子出版以来，
据说市面上销得还不错，这说明一些读者对这个选题怀有兴趣，修订再版有可能诱发更多读者对这一
选题的更多思考；另一方面，多少也有点“立此存照”的意思。
在人生旅途上，行至天命，人们大都会有意无意地追忆往事，我亦不能免俗。
尽管在前半生中，我的学术研究所占份额不大，但却不可或缺。
作为湖湘士子，血脉的源头还是在湖湘文化。
这种渗进骨子里的东西，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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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光六年（1826年），16岁的曾国藩参加在长沙举行的童生府试，取前列第七名。
回到家乡后，先是与其弟到父亲设馆的本邑石鱼之百鲁庵从读，后又师从衡阳举人汪觉庵，用了一年
时间，学完所设课程，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
再返归湘乡，人涟滨书院继续就读。
涟滨书院系南宋时创办，是张拭学生周奭的讲学之地，张拭亦应邀前来讲过学。
周奭去世后，学者“立祠奉祀”。
1224年，知县徐质夫于祠下建立书室，因地址靠近涟水，由张拭题名“涟溪书室”。
1297年，欧阳斗南扩大规模时，更名为“涟溪书院”。
1739年，由进士黄宜中首倡，将院址迁建于城南学署明伦堂，并将“涟溪”更名为“涟滨书院”田。
作为湖湘学统的传播基地，涟滨书院在元、明、清得以延续办学。
湘军的许多名将如罗泽南、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都曾在此就学。
曾国藩在此就学时，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是个饱学之士，善于发现人才，见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叹赏
不已，认为可成大器。
也正是在这里，曾国藩最先接受了湖湘学统的影响。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21岁的曾国藩从涟滨书院肄业，改号涤生。
“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
生”毋，意即洗涤过去，重新做人。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随父人湘乡县学，在应试中，被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不通，以佾生注
册，国藩视此为人生第一次大辱，“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
之浅”，怏怏而还家塾“利见斋”。
次年在陈氏宗祠读书。
再应县试，仅中背榜（末名）秀才。
这年十二月，乃岁的曾国藩与欧阳凝祉之女欧阳氏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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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修订再版，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2004年这本小册子出版以来，据说
市面上销得还不错，这说明一些读者对这个选题怀有兴趣，修订再版有可能诱发更多读者对这一选题
的更多思考；另一方面，多少也有点“立此存照”的意思。
在人生旅途上，行至天命，人们大都会有意无意地追忆往事，我亦不能免俗。
尽管在前半生中，我的学术研究所占份额不大，但却不可或缺。
作为湖湘士子，血脉的源头还是在湖湘文化。
这种渗进骨子里的东西，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
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放弃通过再版以求完美的努力。
人贵有自知之明，以我的学力和精力，都已经很难胜任这种“折腾”。
而只对初版的内容做少量校改。
这无意中又暗合了曾文正公的“求阙”理念。
需要提请读者关注的是，附录的《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写作札记、《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对谈录等，
是新增的，尚未发表过。
我的想法，是用这种方式把写作的过程和思考的走向对读者袒露，回答“书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的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用这种特殊方式，再次向谭双泉、唐浩明、欧阳哲生、朱汉民、王兴国等先生表
达敬意。
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在我就读博士、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们的指教和帮助是重要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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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是由岳麓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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