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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来玩玩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对对碰游戏    各花入各眼——名人们的对对碰玩法    曾国藩、李鸿章这
两位晚清最著名的权臣，人们究竟怎么评价他们呢？
我们先从官方记载中入手。
在《清史稿·曾国藩传》中，把曾国藩比喻为诸葛亮、王守仁，以“中兴第一人”，对他进行了定性
。
在《清史稿·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的评价是这样的：“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
武功所掩。
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
，近世所未有也。
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
，缓急莫恃，卒致败误。
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首先肯定了李鸿章是中兴的名臣，他的一生和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把军事方面
的成就当做了他的主要功绩，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诸如内政外交的功绩。
他在清朝的对外交往，是前所未有的，堪称中国外交的开山鼻祖，他是皇帝的好臣子、社稷的守护神
。
在肯定李鸿章的功绩后，又直言不讳地说到了李鸿章的缺点。
那就是惯用利益来笼络人，过分自大，再加上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把握不好，所以导致了对他的质疑
之声不断。
这些说法也对也不对，李鸿章依靠给别人好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点没错。
从淮军到洋务运动再到外交活动，李鸿章基本上都是从现实利益出发，采取许人以各方面条件从而达
到目的。
别说是给别人，就是李鸿章自己也在为官的时候，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其中主要是在兴建洋务时，投
入自己的份额，获取经济利益。
在这点上，李鸿章确实无法与曾国藩相比。
曾国藩死后留下了可怜的家产，一点儿不像做了这么多年封疆大吏的人。
而据说李鸿章给子孙留下了数千万的资产，这些资产的来源虽然不是收受贿赂而来，但利用手中的职
权谋求私利是一定的。
所以说李鸿章在“经济问题”方面还是让人诟病的。
而对于处理事情不分轻重缓急的问题，倒是不贴切，可能是实在找不出什么托词来掩盖清朝已经孱弱
不堪的真实原因，只好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屡次失败归结于他办事能力不强。
从清史稿对两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曾国藩明显要高于李鸿章，曾国藩的本传没有一个字的不好，李鸿
章却被直接点出了缺点，所以从官方的角度看，曾国藩是个完美的大臣，而李鸿章是个有些瑕疵的臣
子。
从谥号中，曾国藩谥号文正，李鸿章谥号文忠，也可以看出，“文正”比“文忠”，还是高了一个档
次，表明曾国藩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要高于李鸿章。
    说完官方的评价，我们再来看看同时代的人对这两人的看法。
湘军、淮军中的元老级人物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派系的不同，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不尽相
同。
对湘军的将领而言，一方面是当时李鸿章尚未发迹，另一方面这些老将基本上在李鸿章掌权时都已经
去世，所以他们对曾、李不可能有整体的评价。
特别是左宗棠这种看谁都不顺眼的将领就更不要提了，反正在他眼里曾国藩水平不高，李鸿章能力不
强。
倒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共同参与洋务运动的容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这样描述曾、李二人：“（曾国藩）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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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语矣。
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
荐举以自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
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
其外貌似甚鲁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品格，亦有不可同
日而语者。
”从“文正”、“文忠”的字眼，可以推断容闳是在李鸿章去世后才写了以上的文字。
里面主要反映了容闳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的看法，并明确表示曾国藩要比李鸿章强。
比如“廉洁”的问题，再次提到了李鸿章假公济私的事情，而且还认为李鸿章主要是好面子，依着自
己的性子办事，思想品质也差曾国藩一大截。
与两人共过事的容闳，他的评判应该算是从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直接接触中所得，相对还是比较客观
的。
    在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中，也对曾、李两人进行了比较。
“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唯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
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
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
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
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
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
，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梁启超依然认为曾国藩要在李鸿章之上。
虽然管仲和鲍叔、韩信和萧何的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可以道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只能算是曾国藩幕府中的普通一份子，这点倒是值得商榷。
毕竟和曾府中其他人相比，李鸿章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将他划为一般的人物难免有些降低李鸿章。
但梁启超还是对李鸿章面对清朝内困外扰的局面勇于挺身而出的精神表示了肯定，但这只是李鸿章出
彩的很小一部分。
从整个《李鸿章传》来看，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人生进行了批判性的赞扬，即对李鸿章的不足予以激
烈的抨击，又对李鸿章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感到无奈，更为世人对李鸿章的种种非议表示了不满。
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    ⋯⋯    有五项曾国藩比李鸿章得分高，有三项两人平分，有两项李鸿章比曾国藩得分高，总分曾
国藩77分，李鸿章70分，师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依旧是老师胜过学生。
而曾、李两人能打多少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赞也好骂也罢，这两位极具争议的人物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更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审视一下’晚
清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让历史不要重演。
    崇效天    2012年10月于山东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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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下大乱，官场凶险，想立于不倒岂是易事？
有一对师徒，堪称官场上的不倒松，勤学苦读参加科举考试、长袖善舞于官场、铁腕镇压各路起义、
用心良苦发展中国工业、忍辱负重与列国周旋，力挽狂澜扶晚清。
官场是个关系网，但官场并不只是拉关系，永恒的利益才是根本。
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一对感情至深的师生的恩怨过往，才知官场要靠人，仕途要靠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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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崇效天，真名阴怿，拥有公务员身份，又为天涯论坛牛人，与煮酒论史各位强人厮混在历史里中寻找
人生的快乐。
苦于古文的折磨，励志以个人的痛苦换取大众的快乐，变枯燥无味为喜闻乐见，用幽默平实的文笔再
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已出版《传奇女人武则天》，即将出版《漫漫红尘莫笑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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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中重要人物关系图表 引子 一对师徒的仕途恩怨 第一章世上再无曾国藩   1 第一节天津教案事件——
曾国藩认“实”，李鸿章务“实” 进退两难——曾国藩的拖延战术 左右逢源——李鸿章的痞子工作
法 第二节身心俱疲——曾国藩溘然长逝 总督很难当——师徒合力治理永定河 老师辞世——闻噩耗鸿
章悲痛欲绝 第二章科举考试种下的师生缘分   21 第一节府试、乡试、会试、殿试——做官是考出来的 
功名难考——两次会试落榜，国藩发愤图强 从“农二代”到“官二代”——父亲为鸿章开路 第二节
高升有窍门——清朝的官场是个关系网 大树底下好乘凉——穆章阿助曾国藩平步青云 名师出高徒—
—曾李二人齐头并进 得道有先后——二品大员VS低等京官 第三章从团练开始的戎马生涯   41 第一节清
朝的丧钟——太平军来了 三件大事——新帝登基、穆彰阿落马、太平天国起义 一边丁忧一边团练—
—国藩得名“曾剃头” 忧国忧乡上奏折——李鸿章第一次团练 第二节遭遇官场潜规则——太平军难
剿 湘军吃败仗——曾国藩两度跳江自杀 忠孝不能两全——战事正酣曾父过世 第四章割不断的师生情
谊   65 第一节权臣也曾失意——走出困境须努力 难兄难弟——国藩遭皇帝忽视，鸿章才华被埋没 柳暗
花明——同僚助国藩出山，鸿章携家眷投亲 第二节患难见真情——二人合力再战太平军 “导师”和
“研究生”——曾国藩悉心栽培李鸿章 学生长大了——鸿章助国藩打赢安庆之战 第三节矛盾在所难
免——师生反目也有时 建营祁门，弹劾李元度——李鸿章积郁出走 别后两惘然——国藩书信请鸿章
回幕 第五章一将功成万骨枯   93 第一节新的历史机遇——消灭太平军曾李承担大任 走进权力核心——
曾国藩荣升四省大员兼协办大学士 攘外必先安内——曾李联手瓦解内部对抗势力 喜忧参半——攻下
安庆，胡林翼命亡军中 第二节建立淮军——李鸿章实现自成一军梦想 师徒关系很微妙——让谁去救
援上海是个难题 一脉相传——李鸿章用湘军制度建立淮军 捷报频传——李鸿章彻底在上海站住了脚 
第三节牛刀小试——淮军顺利壮大 我的地盘我做主——李鸿章苦心经营上海官场 扩军、装备——鸿
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六章太平天国覆灭   135 第一节难啃的天京——老曾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 曾氏
兄弟的功利心——攻占天京为封王 得了便宜还卖乖——鸿章巧拒老师争爱将 湘军粮饷紧——曾国藩
有一位尽职的后勤部长 驾驭洋将——鸿章如虎添翼进攻苏州 第二节金陵浩劫——曾氏兄弟终于拿下
天京 天京成了“围城”——湘军想进来，太平军想出去 成人之美——李鸿章不欲与曾氏兄弟分功劳 
攻占天京——国藩封侯鸿章地位陡变 曾国藩与李鸿章 第七章学生胜过老师   177 第一节英雄暮年——
李鸿章不把曾国藩看在眼里 自保的万全之策——削减湘军力捧淮军 艰难的剿捻任务——淮军只听李
鸿章的 第二节超级替补——淮军能完成湘军不能完成的任务 朝廷忌惮——师生轮流做钦差大臣与两
江总督 平捻军部下起纷争——鲍超与刘铭传谁更厉害？
 第八章师生的最后时光   203 第一节剿灭西捻军——李鸿章第一次面见慈禧 三个男人一台戏——自大
的左宗棠让曾李很无奈 功高不可震主——鸿章明哲保身裁淮军 第二节疲于奔命——尴尬的总督生涯 
混官场很费脑细胞——曾李二人被朝廷卸磨杀驴 哪里需要哪里搬——李鸿章成了朝廷的红砖 第三节
西风渐浓——曾李师徒掀起中国的“工业革命” 武力立国——第一批现代军工厂诞生 百年树人——
曾国藩、李鸿章有共同的人才观 第九章老师身后事   237 第一节独留鸿章续遗愿——救国家于危难之
中 继承衣钵——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大发展 王朝末路——弱国军事外交靠李鸿章力挽狂澜 第二节丧
权辱国奔波苦——为清朝鞠躬尽瘁 苦心孤诣——为抗日与慈禧抢经费兴建海军 人生最大的污点——
甲午战争失败，马关谈判李鸿章遇刺 第三节临事方知一死难——国家的命运即个人的命运 最后的风
光——背着黑锅完成环球之旅 油尽灯枯——李鸿章艰难离开人世 后记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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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来年的加考，他放弃了回湖南老家。
湖南距离北京千里迢迢，与其在路途上浪费时间和金钱，还不如留在北京刻苦用功。
他写信给自己的祖父、父亲，家里人对曾国藩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只要曾国藩有这份上进的心，做家
长的还有什么好阻拦的呢？
曾国藩为了减少日常开支，住进了京城的“长沙会馆”，这是为接待长沙府应试举子而设置的，曾国
藩这个湖南举子自然也得到了会馆的接纳。
在北京期间，曾国藩更加投入到学习之中，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在苦读了一年后，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又一次踏进了会试的考场。
而命运之神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曾国藩还是落榜了。
想必这次会试的失败一定让曾国藩怅然若失，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这时他的心态已经很平和，自己
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只要自己继续努力，就会金榜题名。
曾国藩经过这两次考试，成熟了很多，也坦然了很多。
 发榜后的几天，曾国藩收拾起行李，开始往湖南老家返程。
这两年当“北漂”，身上的银两已所剩不多，这让曾国藩一路上捉襟见肘。
幸好走到睢宁县时，他遇到了同乡易作梅。
易作梅此时是该县的知县，他痛快地借给了曾国藩一百两纹银作为旅差之用，这一下子解决了曾国藩
回家的困难。
可是曾国藩走到金陵时，在一家书肆看到了一部精刻《二十三史》。
曾国藩迈不动脚了，这部书对他来说太具吸引力了，他恨不得立即买下来。
可左思右想，迟迟下不了决心，毕竟这部书的价格太贵了，身上所有的银两加起来还不够。
但曾国藩又对这部书爱不释手，他思来想去。
最后将暂时不穿的衣服都当了，加上易作梅借他的一百两，终于买下了这部《二十三史》。
一路上曾国藩省吃俭用，期盼着早点儿回到老家，而他又害怕回到老家，自己花这么多钱买了一部书
，是不是会让长辈责骂呢？
怀着这样忐忑的心情曾国藩回到了家中。
父亲曾麟书的反应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想象。
父亲知道曾国藩花光了所有的钱就是为了买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鼓励儿子，银子可以由家里偿还
，只要曾国藩潜心研读这些书，这些银子就没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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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炎炎夏日，翻开史书，寻找着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身影。
说实话，对于近代史有一种莫名的抗拒，这种抗拒相信大家都懂的。
但当真的深入了那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晚清史，才发现那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也包括曾国
藩、李鸿章两人。
与其说是“千年的变局”，不如说是千年内外矛盾的集中爆发，对外失败，对内无奈，身处重重困难
的师生让人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放下其他不说，单单两人在官场上的风雨飘摇就能映射出中国官场的光怪陆离。
官场，这两个字总是让人浮想联翩。
其实官场就是一个圈子，有些事情只有圈子里的人知道。
而这个圈子并不是单纯的环形，它里面错综复杂，交织着各式各样的单线或者多线的联系。
除了“利益”这个一成不变的核心外，官场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依靠私人关系来维系着的。
从曾国藩、李鸿章的交往就可以看出，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一路上依靠着这层关系不断地被提
拔，说曾国藩是李鸿章的伯乐这种比喻不是很恰当，两人更像官场上的“父子”，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
这种官场上的微妙“感情”成为一种润滑剂、促进剂，使得整个官场逐渐发酵。
同乡、同学、同年这些看似偶然的关系，里面都掺杂着个人的感情，所以有了拉帮结派。
官场更像一场化装舞会，大家戴着不同的面具，谁是真正的朋友，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但维系这些关系的感情遇到利益这个绕不开的中心，那感情就成为了其次。
这点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后期交往中可以看出，等到两人在官场上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再好的感情就
只能让路了。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感情不可谓不厚，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还是难以达到和谐，这就是官场的怪圈—
—既要拉人又要防人，矛盾的两面性在官场这台戏里表现得那叫一个淋漓尽致。
所以说官场是一面镜子，把人的善恶照得一清二楚，曾国藩的《挺经》很值得借鉴，共十八条，分别
为“内圣”、“砺志”、“家范”、“明强”、“坚忍”、“刚柔”、“英才”、“廉矩”、“勤敬
”、“诡道”、“久战”、“廪实”、“峻法”、“外王”、“忠疑”、“荷道”、“藏锋”、“盈
虚”。
而李鸿章也深得此心法之道，纵横官场多年岿然不倒。
而这部《挺经》的核心内容无外乎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在官场混一定要敢于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
，只有扛得住压力才能有所作为，不敢面对的人也绝对不会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要感谢为我题写书名的父亲。
让我不安的是虽为书法家的儿子竟然没有继承他在书法上的造诣，这是多年一直以来的遗憾。
而在得知儿子即将出版自己著作的时候，他欣然题写了书名，这只能用四个字表达我的感受：父爱如
山。
    崇效天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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