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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学工程出身，对于历史并不内行。
数年前先父的《左宗棠传》出版以后，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开始阅读了一些关于左文襄公的书籍，对
于高祖的了解也由断裂、模糊的印象升华为系列的清晰认识。
李连利先生将其新作《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交到我手上之后，读后有颇多感慨。
尽管近年间关于晚清政治人物的著作已出版了很多，李先生作为一个自幼就崇拜左文襄公的作者，对
文襄公的一生有相当深的认识，这部书稿中有不少亮点和独到的观点。
    例如关于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作者非常明确地指出，左文襄公与李文忠公的争论是洋务运
动路线之间的论争，他们之间的路线之争，其实对后世甚至今天仍有某种参考意义。
之前的同类图书虽有所涉及，但如此明确、系统的论述却属鲜见。
当然，限于篇幅许多问题还有待左宗棠的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再比如作者提出的左宗棠重视三农和荒政问题，在之前的传记中也鲜有专门提及。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三农和荒政（包括水利建设）仍然是基础工作而不能放松，文襄公
当年的许多措施，对于后世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全书，作者并非是简单地陈述文襄公的一生，而是将主要功力放在了“评”上，力图在历史与现
今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诸如为政、为官、为民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可以说，该作品是一部全面介绍左文襄公人生价值的力作。
    左文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一位为祖国统一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在工商业
发展与对外开放、农业与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开发大西北、战争的善后处理与民族问题以及廉政为
官等方面给也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借鉴。
在晚清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高祖能够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完成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老百姓和
子孙后代的事，依靠的是强烈的爱国热忱。
我也完全理解，当他看到祖国被西方列强侵蚀，而封建统治阶层却步步退让时的无奈和痛苦。
对这位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努力，没有将荣华富贵、子孙衣食无忧作为人生目标的古人，很多
学者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也有一些作者由于不能全面、客观地观察历史甚至基于不实的传言而有过一
些不公正的评价。
今年恰逢左宗棠诞辰200周年，作为文襄公的后人，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开展相关的研究，发掘更
多的史实，站在历史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对左文襄公的一生给予真正客观、公正的评价。
    左禹（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原副校长）    201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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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采用纪年体和成绩体交叉进行的方式，将左宗棠一生的功绩和性
格特征进行记述，其目的就是告诉读者：左宗棠的存在有什么价值以及他对晚清乃至对现今的中华民
族的贡献以及价值。

　　2.《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采用作者自创的“评书体写作”写成，集故事性、生动性于一体
。
本书摆脱了一些传记简单地以时间为主线的记述方式，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立体地刻画了左宗棠
这个人物。

　　3.《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一书，对左宗棠和李鸿章两条救亡图存的路线进行了详细介绍，
对李鸿章提出了公正恰当的批评。

　　4.《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一书，同样对于今人忽视的左宗棠三大历史贡献进行了详细解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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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连利字孟锛，北京人。
资深图书策划人，出版有《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大象的华尔兹：IBM百年评传》《桃花庵
下桃花仙：唐伯虎》等。
作者力图在专著与通俗之间构架阅读桥梁，因此，开辟了“评书体写作”这一新文体。
既保证了专著的严谨、深厚，又不失通俗图书的阅读快感。
《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一书就是“评书体写作”的成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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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1866，狷狂左帅在眼前
　01 古今第一上门女婿
　02 人生得一爱妻足矣
　03 1847年，站在湖南政界核心圈前
　04 千呼万唤，南山老翁垂钓归来
　05 左骡子险些被杀
　06 湘军铁三角：左曾胡
　07 左宗棠势力统治下的杭州
第二章1875，西北狼烟起，军歌嘹亮
　08 四国九方战西北，欲平西北先灭捻
　09 回民汉人兄弟情
　10 大后方大军需
　11 官场斗1：左李冲突的起因与质变
　12 官场斗2：两条路线的斗争之谁是晚清政府最大的敌人
　13 官场斗3：曾左不睦，左李交恶，两条路线斗争详述
　14 势如破竹收复新疆大部
第三章1880，官场异士在政坛
　15 横刀立马，纵横西北
　16 抬棺出战，以武为后盾
　17 大荣之后是大哀
　18 心血尽丧：马尾海战
　19 夜渡台海，打一场人民战争
第四章洋务中的左胡对李盛
　20 左胡对李盛：抵抗派与妥协派在商业路径上的冲突
　21 洋务运动的开端：清廷与太平军的洋人洋枪政策
　22 1885，国士之死：不败而败的永久性伤痛
　23 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路线的彻底失败
　24 曾国藩—李鸿章路线的彻底失败
第五章左宗棠遗产：弱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以弱胜强”的智慧和勇气
　25 左宗棠遗产1：国之利器在于看重民众的力量
　26 左宗棠遗产2：左宗棠的用人之道
　27 左宗棠遗产3：国之利器在于吏治，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28 左宗棠遗产4：荒政与三农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附录
后记：本书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左宗棠大事记（按中国虚岁的传统）
左宗棠后人表
对理解本书很重要的一些奏折原文赏析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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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大哥，他们放弃了继承权却承担起所有债务 左宗棠入赘周家是在1832年21岁那一年，
因湘潭周家也是书香门第之家，因此和左观澜交好，又因周家见其子左宗棠有才子状，所以爽快地答
应了婚事。
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为周家女婿是因为他的学识获得了诸多人的认可，其中最为显赫的人物就是贺氏
兄弟。
但对周家来说，更现实的原因却是因为周家没有男丁。
 左宗棠3岁识字，4岁随父前往长沙左氏宗祠内的学馆学习，5岁开始读孔孟之书，8岁学八股文，11岁
学书法，14岁参加童子试，15岁参加长沙府考试取得第一名，但山长为了照顾一位年老考生而降他为
第二名。
可就在这时，母亲病故，左宗棠只好赶回家中守孝，不能考取功名和远行。
 18岁时父亲又亡故，左宗棠继续守孝。
然而，就在这一年，左宗棠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得到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
的主编）的青睐。
此公不惧年迈，经常为左宗棠爬上爬下取下藏书，借给这个后辈晚生阅读。
 贺长龄1831年回原籍之前，介绍左宗棠前往城南学院贺熙龄处就读。
期间，他结识了罗泽南（罗山）、丁叙忠（秩臣）、邓显鹤（湘臬）、邹叔绩（汉勋）等。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进人了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的湘水校经堂学习，一连七次考中第一名。
 1832年，21岁的左宗棠为了尽快考中举人，花钱买了一个监生的功名。
这样，不必中秀才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
当时，左宗棠的钱主要来源于：校经堂的生活费、做低级官员的二哥（1826年为新化训导）的资助以
及一些借款。
 4月份左宗棠和二哥一起参加了乡试。
考完试后，二哥便带着左宗棠前往湘潭周家准备完婚，左宗棠正式成为上门女婿。
 本来左家就不富裕，因为带头捐建左氏祠堂，左家积蓄已经不多。
其后，祖父母、大哥、母亲、父亲相继病故。
在封建社会“死人”是不能怠慢的，因此，左家积蓄都花在葬送死人身上。
等到左宗棠母亲去世之时，家中欠款已达数百两。
从某种意义上说，左观澜的死也是因沉重的债务所压导致的。
 左观澜去世后，家中欠债剧增。
左宗棠此时没有收入，全靠二哥在外打拼。
再加上买功名花费，使得兄弟二人难以生存。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大哥死后留下了孤儿寡母，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
兄弟二人商量决定：家中债务全由兄弟二人承担，家中唯一的收入——48石谷物全部送给嫂子。
 而这时，周家发来书信要求完婚。
因为，周家急需一个男人。
周衡在病去后，有钱的周家由太夫人支撑，两个女儿虽然都很有才学，但毕竟三个女人在封建社会是
很容易受到别人欺负的。
所以，周家急切地希望左宗棠入赘，抵挡世俗的风吹雨打。
 社会给予男女的性别角色定位，使得左宗棠的心理必然受到某种冲击。
在那个时代，男人要阳刚；女人要阴柔。
男人要做英雄，横刀立马方显本色；女人要贤淑端庄，绿柳依依抚琴相伴。
 左宗棠带着忐忑之心来到了周家，他不知道他未来的妻子长得如何，性情如何。
他更加忐忑不安的是自己将如何与陌生的一家人相处。
左宗棠自幼好大言，因为自视才学颇高经常与人争论。
左宗棠为人耿直，无论是什么人，见到不对他就喜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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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为人处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忌讳。
 与此同时，左宗棠又非常狂妄。
左宗棠的狂妄，早在幼时便已显现。
左宗棠三四岁便在祖父膝前听学，八岁开始正式习作八股文。
其狂妄之心便是从习作八股文文章开始的，每有一作便四处夸耀。
兄弟玩伴略有不屑，便会遭来左宗棠的讨伐。
左宗棠的狂，有着深厚的才学基础。
大凡狂士，必有旁人难为之举，左宗棠也不例外。
左宗棠幼年便志向高远，异于常人。
左宗棠深知自己的脾气，如果周家不能忍受自己的坏性格、坏脾气，那么他的未来将一片黑暗。
所幸的是，左宗棠的妻子不仅是一个贤惠端庄，也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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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左宗棠虽然不是一个最受作家垂青的晚清人物，但是十年来，关于他的传
记、小说不下三十种。
如果在内容上不进行革新，必然造成重复。
为此，本人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突破内容上了。
    第一，采用评书体。
评书讲究“故事”+“评”。
评什么？
评对错、评忠奸、评得失、评借鉴。
评书体不像故事体也不像相声体。
故事体纯粹讲故事，这是大部分左宗棠传记所采用的；相声体则以“让读者笑”为目的，包袱特别多
，但在历史的完整性、深度上则不够。
    评书体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评论得失，归纳其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如果不能给今天带来借鉴，我们读历史干什么？
因此，本书以评和传为主。
以往的关于左宗棠的作品，评的内容极少，大多是在讲述，即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儿，但却对为何会
这样，以及这件事对以后有何影响鲜有叙述。
    采用评书体的目的在于，作者希望在学术与通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因此，这既没有学术专著的过于稳重、繁琐考据，又没有俗言的草率和任性。
这既有专家的深厚，又有流言的朴实、趣味。
    此前，相声体的兴起导致出现一些以戏谑为宗旨的图书，其问不乏有误人子弟者。
例如，以左宗棠为官场晋升的样板。
其实，大凡知道左宗棠的人，都知道他不适合在和平时期的封建官场生存。
只有大乱时期，类似于左宗棠这样的人才能够获得在官场生存的机会。
到了和平时期，他会被统治阶层“卸磨杀驴”。
    因此，类似以左宗棠为当官样板的图书，纯粹是一种为了适应图书市场风气而出现的应景之作。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此，本人不希望我的书成为一种误人子弟的“口水书”。
而评书体这种写作方式，既满足了本人在深度、广度上的要求，又满足了当今读者希望摆脱束缚的心
理，让读者酣畅淋漓地体味历史的厚重感。
    第二，对当今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驳。
例如，左宗棠的发迹问题，为官之道问题。
许多人都想学习左宗棠的为官之道。
然而，这却是误人子弟的说法。
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善终，其原因就在于乱世需要他。
在和平年代，学左宗棠为官者必亡。
    第三，最大限度地体贴读者。
例如，本书涉及的年代均以公历表示。
因农历对大部分读者来说较为陌生。
为了最大化地减轻读者的查阅烦恼，本书中对历史年代的表示方式采用公历。
    经过半年多的写作，本书终于完稿了。
写完后，最让我感慨的地方在于：晚清亡国后，中国的不幸更加严重。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等等，无不陷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国家日益兴旺。
到如今，再谈荒政与三农似乎落伍了，现在光鲜的学问是金融、科技。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基础问题始终不应该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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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左宗棠的一生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今年是左宗棠诞辰200周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给左宗棠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在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在一意孤行地爬格子的岁月里，我的家人、亲朋、同事给予我大量的帮助
。
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他们的祝福和一如既往的支持。
    感谢我的同事李明建、李朝辉、刘熠、张静、王家新、张长灵、张长利等人，在资料收集、整理、
汇编方面的帮助。
  感谢我的朋友张建伟、杨勇、李连峰、张美英、张振新等人，在对外联络方面的支持。
    感谢我的师长张印军、张印民、张为良等，在写作方向、手法方面的指点。
    最后，希望各位读者朋友多多批评指正。
    此致    您的朋友：李连利    2012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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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是左宗棠诞辰200周年，与文裒公最心灵相通的力作。
左帅玄孙左禹教授作序，讲述狷狂草根的成功奥秘。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左宗棠力主洋务继续改革。
面对民族危亡，他振臂高呼：外敌如狗，肉尽而食骨。
 他杀贪官清愚吏，力敌权贵，横刀立马对洋人。
他重农桑、兴水利，护卫民生，挽起裤脚做农人。
他的智慧让李合肥显得渺小，更让外敌瑟瑟发抖。
一个上门女婿何以事业成功？
一个乡下农夫何能做出伟业！
 《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采用纪年体和成绩体交叉进行的方式，将左宗棠一生的功绩和性格特征
进行记述，其目的就是告诉读者：左宗棠的存在有什么价值以及他对晚清乃至对现今的中华民族的贡
献以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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