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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结论性评价，素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所谓“盖棺公论
定，不泯是人心”。
然而，去古末远的曾国藩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曾国藩确属“非常”之辈。
他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
他的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清廷内部有人盛赞他是“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也有人攻击他，“谤议丛积，神明内疚”。
清末革命党中有人批评他，认为他愚忠于大清统治者，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会”；也
有人佩服他，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
现代史家更是各持己论，有称他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的，也有称他为“近代史上之
伟大人物”、“中兴第一名臣”的。
同一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可以截然相反，而立场不同的人又可以毫不吝啬地同声赞美他。
真是“棺已盖而论难定，人已死而情未了”。
这种现象，章太炎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并精辟地概括道：“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
之则为元凶。
”从那时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截然不同的取向、毁誉纷纭的现象，却依然如故，
其纷纷扰扰之状足以撩乱任何一个试图走近曾国藩的人。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让我们游弋于历史的长河，穿越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对这些众口毁誉、繁杂难辨的“纷扰”做一
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吧！
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衙署。
“大星忽殒”，举国悲恸，清廷上下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隆重，以示对这位中兴第一功臣的悼怀。
在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对曾国藩及其家人给予了特别的奖赏和优抚：曾国藩着追赠太傅；
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
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
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枢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
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
今天，关于曾国藩的原始资料的收集已经比较全面了，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
达1500万字，其他相关史料更可谓“出则汗牛马，入则充栋宇”，连《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样曾家世
代相传、密不示人的资料也早就影印出版。
但对曾国藩的评价，依然你云我云，少有定论。
“以道德的名义”论断，往往有欠公允；以阶级的观点划一，不免失之偏颇。
即使以权威的名义、强势的干预而促成某一观点的短时推广，也终究难以服众，传之不远。
纷纭状态未减，追捧热浪又生。
20世纪90年代初，以唐浩明推出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为标志，乘着各种有力的主客观条件
的东风，拉开了十几年来“曾国藩热”的帷幕。
从政、经商、做人、处事⋯⋯曾国藩成了新时代的老楷模，被热潮中的人们追之捧之，奉若神明。
从官经、政经到生意经都被一一总结，就连子虚乌有的《挺经》，也被人托名著出，并广为流传。
至2005年5月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曾国藩的图书目录1181条，相比李鸿章的552条、左宗棠的158条
多了许多。
据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统计，从1994年至2006年底，关于曾国藩的论文多达1218篇，而李鸿章
是971篇，左宗棠是462篇(按“篇名/关键词/摘要”检索人名。
这样的检索虽然未必科学，但可作以参照)。
“曾国藩热”的温度，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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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试图以简单化的方式评判历史、褒贬人物的倾向都是不足取的。
史学前辈提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显然是对那些简单化倾向的一种挽回。
“入乎其内”，就要把对人物和事件的观照投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多一些细节观察，多一些换
位思考，而少一些“站着说话腰不疼”遽然结论，因为这样的结论往往不但错误，而且可笑。
“出乎其外”，就要秉持客观的态度，“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下结论”，不求以一种标准对复杂的
历史作简单的划线和定性。
历史是一条波浪翻腾的长河，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这条长河，需要做的是披沙拣金，而不是推波助
澜。
我们处在这条长河的下游，对于上游的人和事，既不宜妄自揣测和率意定论，也不应盲目褒贬和一意
苛求。
毕竟，下游较之上游有更多的汇聚，更多的积淀。
如果这种后来者的客观优势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心理优势，并以求全责备的心态苛求前人，就要失之浅
陋了。
语云：“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信夫？
山川资俊秀，时势造英雄。
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
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武功提供了“时势”。
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因湘军而成功，他的一世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
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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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
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
，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
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
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
、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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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云，1947年生，江苏省启东市人。
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历史研究》主编
，大校军衔。
兼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市国防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理事
等。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军事史、近现代战争史、军事思想和
军事史学理论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共计发表著作近30部（包括合著）；在《中国军事科学》等发表论文120余篇。
其中《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7-1998）成果著作类二
等奖。

　　 韩洪泉，l981年生，山东省沾化县人。
1999年入伍，曾就读于大连陆军学院，任职予沈阳军区65322部队，先后荣立三等功2次；现为解放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发表各类体裁作品50余篇，合著及参编作品3部，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化遗产》（为第三著者
）一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纪念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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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代前言）修身与齐家　“箕裘承祖泽”　用破一生心　“兄弟怡怡”　耕读
传家“特开生面”的湘军　墨经出山，书生治军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唯涤公马首是瞻”太平军的
劲敌　屡败屡战　“以杀人为业”　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秦准浩劫　李秀成之死湘军·楚
军·淮军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薪尽火传　“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　曾、左、李　天
下湘军政坛捭阖　出污泥而不染　有实无名的大帅　捭阖有术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洋务运动
的主将道德文章　《讨粤匪檄》　“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　理学家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把手”胡
林翼　幕府鼎盛　“惟楚有材”结束语：“曾国藩热”之管见附录一：曾国藩与湘军大事年表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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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箕裘承祖泽”鲁迅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
首好诗。
①然而，在“曾门四学士”②之一的黎庶昌笔下，曾国藩就是一个“自初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啼泣声
”③的“另类天才”。
他对曾国藩降生于世的情节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7日）夜，湖
南湘乡荷叶塘（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70多岁的曾竟希老人忽得一梦：一条巨蟒升腾于村庄上空
，旋绕于曾宅左右，最后落入户庭，盘桓不去。
曾竞希受到惊吓醒来，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候，家人告诉他，孙媳江氏刚刚为他生下一个曾孙，一推算时间，正好是做梦的时候，于是
大喜：“是家之祥，曾氏门阊，行将大矣。
”④这个应梦而生的孩子，就是曾国藩。
这种路数在古籍记载中十分常见。
每个大人物出名以后，都要附会出一段“生也不同凡响”的故事来，似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
肩负了某一神圣使命的一次神秘之旅，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玄疑，才好让后人去顶礼膜拜。
黎庶昌这样落笔，意在显示曾氏的超凡脱俗，岂不知恰恰是未能免俗。
小时候的曾国藩也格外早熟和懂事。
“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
”到6岁时，曾祖父曾竟希死去，他“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
”这类记载虽然也有夸大溢美的嫌疑，但毕竟要比“蟒蛇降世”这样的“神话”可信得多了。
而同洽十一年二月初二（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
“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光烛城中，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卒无所见，见有红光圆如镜面
，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江南士民巷哭。
”生也不同凡响，死也感应天地。
黎庶昌把曾国藩的成功归于天赋异秉，而曾氏家族则认为这更是靠了他们的“祖泽”。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族中称为竹亭公）曾经写过一副对联：①鲁迅：《未有天才之前》，《坟》。
②指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
③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嘉庆十六年。
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嘉庆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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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了这部名为《曾国藩与湘军》的书稿。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
李敖曾提出：“在我们比较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大家看法能够客观一点的时候，大家情绪比较冷静
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责任去还古人的真面目。
”这确实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研究历史的目标无外乎两端：还原史实，总结规律。
美国的历史学家房龙认为：“正如所有科学家、多数报人直至一些历史学家所知，没有任何事情是‘
突然’发生的。
房屋倒塌、朝代灭亡或邻居去世可能看起来是在瞬息之间发生的。
但是造成致使倒塌和灭亡瞬息发生的衰败状态的因素早在数年前就在悄悄地发生作用。
”治史者的责任，就在于从“还原史实”、“入乎其内”中“总结规律”、“出乎其外”，探寻历史
上那些进步的或衰败的人事之中潜隐着的客观的经验与教训，用作后来者的借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克罗齐才作出了“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论断。
历史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研究不应该是枯燥生硬的。
本书的写作秉持了这样几条原则：史学规范，文学笔法，军事视角，文化观照。
通过这样的写作，力求使远逝的历史可触可及，使陌生的人物可亲可近，使昔日的战场可观可感，使
研究的成果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广大读者得到更为丰
富而亲切的收获。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和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由读者评判。
《湘军志》的作者王闽运曾感慨说：“修史难。
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
”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触。
研究晚清史的学者茅海建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组合，历史研究就应当切入当时人的内心。
”切入当时人物的内心，还原真实可信的历史，做出客观公允的判断，这是史学工作者所要努力达到
的目标，然而实现起来谈何容易！
鲁迅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不是上帝，哪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
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
”所以，我们在搜集材料时的汲汲以求，在落笔评判时的惴惴难安，也就可以想见和可以理解了。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此书的成文，与我的硕士研究生韩洪泉的努力、勤奋和智慧密不可分。
在我们接受创作任务之后，他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全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埋首资料、潜心创作、
处理图片，个中辛苦，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终于，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水平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边学习边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交了一份令
人满意的答卷。
书中大量引用了许多近现代学者的观点，或用以佐证我们的考辨和结论，或用以反映曾国藩研究的历
史与现状，意在使读者把握一个清晰明朗的脉络。
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在众多曾国藩研究者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
在本书写作、编辑的过程中，戚俊丽给予了专业的学术点拔，胡建、房永兴、顾俊杰等给予了诸多指
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资料可谓浩瀚繁富，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评价可谓毁誉纷纭，我们在书中所做的
解读只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
囿于水平和时间，纰漏及不当之处，自知不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教正。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许多图片采自互联网及有关报刊，并从《曾国藩(图文版)》(唐浩明
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著)中转引了部分图片，对于原作者、编辑的拍摄
、搜集与整理之功，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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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与湘军》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曾国藩确属〔非常〕之辈。
他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
他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古今罕有！
清延内部有人盛赞他，〔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也有人攻击他，〔谤议丛积，神明内疚〕。
清末革命党中有人批评他，认为他愚忠于大清王朝，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会〕〔陈天
华〕；也有人佩服他，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奉以为法〕〔黄兴〕。
现代史家更是各持己论。
有标他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的，也有称他为〔近代史之伟大人物、中兴第一名臣〕
的。
同一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可以截然相反，而立场不同的人又可以毫不吝啬地同声赞美他。
真正是〔棺已盖而论难定，人已死而情未了〕！
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
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武功提供了“时势”。
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因湘军而成功，他的一世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
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
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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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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