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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2011年11月26日，是晚清重臣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
曾氏生于1811年，逝于1872年。
这是一个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非常时代”，曾国藩则是这个波谲云诡的“非常时代”
中的“非常人物”。
    他的确属于”非常”之辈。
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
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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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清廷内部有人盛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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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天华认为他愚忠于清朝统治者，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
会“；也有人佩服他，如黄兴便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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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检论·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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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
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吧。
    1872年，曾国藩病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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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穆腾阿前往致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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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上谕一》；黎庶昌：《曾国藩年谱》，以下简
称《年谱》）    后来又陆续下旨：在其“立功省份”如湖北、安徽，江西等“一体建祠”纪念，“伊
次子附贡生曾纪鸿、伊孙曾广钧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曾广着赏给员外郎，曾广铨着赏给主
事，均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上谕三》）无论是生前身后之名，还是封妻荫子之事，统治者
都考虑得如此周到，足见对这位中兴功臣的“天恩高厚”了。
    “赠谥”是给予大臣死后哀荣不可或缺的环节。
清廷郑重地为曾国藩谥日”文正”，并在上谕中评价道：“念经天而纬地，斯谓之文；繁辅世而长民
，尔身克正。
”（《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文正”是清代文臣所能得到的评
价最高的谥号，只有那些功勋十分卓越而道德臻于完美的大臣才能得此佳谥。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只有八人得此殊荣，曾国藩在清代文臣以及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
    当时，曾国藩的门生故旧、亲戚僚属遍布天下、执掌要津，很多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头面人物。
他们怀着对曾氏的满腔崇敬与感激之情，以各种形式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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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挽联、祭文堆积如山，祭祀活动足足持续了一百多，天，可以想见场面之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挽联，但对于曾国藩赞美最得力、并代表了当时大多数
声音的，要数下面这几副：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中外
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
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梅启照挽联。
《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联》）    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半壁
东南惊柱折；    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灸，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
（自署“小门生”薛福成的挽联。
《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联》）    曾经被曾国藩三次严厉参劾的李元度，也赞美曾国藩的
功勋业绩超越了历代“贤相”：“直举古萧、曹、魏、丙、房、杜、姚，宋、韩、范、富、欧阳之局
而一扫空之⋯⋯汾阳、西平、新建之属，且将畏后贤矣。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上曾爵相书》）    ⋯⋯    历史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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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遽然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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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作简单的划分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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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的是披沙沥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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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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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提供了“时势”。
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成名，因湘军而成功，他的生前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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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曾国藩的接班人李鸿章的这句遗诗，同样道出了曾氏一生的宿命。
在晚清帝国的落日余晖中，在湘军营垒的萧萧旌旗边，曾国藩，李鸿章们迎着秋风肃然挺立，凄清而
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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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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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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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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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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曾国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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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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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洪泉：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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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01 家世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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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曾门四学士”（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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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嘉庆十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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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夜，湖
南湘乡荷叶塘（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七十多岁的曾竞希老人忽得一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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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门闾，行将大矣。
”（《年谱》，嘉庆十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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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悬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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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谱》，嘉庆十八年）到六岁时，曾祖父曾竞希死去，他“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年谱
》，嘉庆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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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黎庶昌的记载，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二（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南京之后，同样有非同寻
常的“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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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谱》，同治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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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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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从乃父乃祖那里继承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祖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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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前，我们曾经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作了《曾国藩与湘军》一书。
    三年后的今天，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刘一秀副总编建议我们对原书进行修订，在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
之际再版。
刘副总编是一书的责任编辑，为该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
由于这重关系，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次修订，增加或重写了“妻妾”、“儿女”、“理学家”、“平生风义兼师友”、“耕读传家”
等章节，并对部分章节的名称，顺序及内容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订正，比原版增加了近四万
字。
在篇章架构上，进一步突出了“曾国藩”、“湘军”这两条脉络，努力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真实而
客观的曾国藩，尤其是置身于湘军营幕中的军事统帅曾国藩和置身于历史长河中的晚清重臣曾国藩。
本书的书名，取自曾国藩的学生和接班人李鸿章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落日旌旗大将坛，既喻示着曾国藩的湘军统帅身份，也预示了曾国藩、李鸿章们在大时代的夹缝里
无限凄凉的孤臣心态和难以逃脱的悲剧宿命。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曾国藩研究很热，但真正认识和准确评价曾国藩很难。
《湘军志》的作者王闯运曾感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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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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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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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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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引用的文字和观点，
均在书中作了注引。
在三年前创作《曾国藩与湘军》一书的过程中，胡建、房永兴、顾俊杰、戚俊丽等给予了诸多指导与
帮助，刘一秀、祁雪芬两位编辑付出了细致而专业的辛勤劳动。
在几年来进行曾国藩研究和这次修订再版的过程中，唐浩明、朱东安，杨国强、成晓军、王澧华、胡
卫平、梁绍辉、皮明勇等先生对于曾国藩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使我们受益匪浅，唐浩明、王澧华、
胡卫平、刘建海等先生的关心与帮助更使我们感念不已。
刘一秀副总编积极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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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书中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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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    辛卯年夏于上海五角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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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在客观上又为曾国藩“平反”提供了机会。
更有学者指出曾国藩攻灭太平天国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
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以一介文臣统领私人武装湘军湘勇，凭统驭之道驾驭千军万马。
历史上的真实的曾国藩，是如何能以私家之兵力挽狂澜，又如何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自削兵权？
一代文臣武将曾国藩，大清三百年中兴名臣，出将入相，内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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