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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
在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蓄养着大批有才学的食客。
如“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就是平原君的食客。
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
。
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科举取士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衰落下去了。
明末清初．幕府制度一度复兴。
但就其性质而言。
指的是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从中下层士人中聘请有才能的人人府署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
用人制度。
受聘入幕的人称之为“幕宾”、“幕僚”、“幕友”、“馆宾”、“西客”或统称为“师爷”。
幕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
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置，而是逐渐扩展对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一切事务的解决。
从而，幕府实际上行使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幕僚所起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
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
的确。
曾国藩幕府不仅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据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记载，著名幕僚达83人：但另据统计。
曾幕人才实际上超过400人以上。
在这一庞大的幕僚群体中，尽管各人在幕时间不尽一致。
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谋划策者（包括来去自由。
不常驻曾幕者）。
二是带兵打仗者。
三是负责秘书事务者。
四是担任后勤供需工作者。
五是办理吏治者，六是办理外交、军工等洋务事业者。
七是办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者。
由此可见。
曾国藩幕府中各色人才都有，堪称为当时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所。
更值得注意的是，出自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才。
单就政界官员而言．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
，至于任职道府州县者则更多。
曾国藩去世后，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十余人。
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知州、知府等不计其数。
曾幕盛况之空前，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
是毋庸置疑的。
有人将其称之为“神州第一幕府”，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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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幕府，是19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
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
本书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的九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
、李元度、丁日昌、李瀚章，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
形式分别展示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
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书后所附“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在介绍各自生平事功的同时，突出与幕主曾国藩的关系，具有
相当高的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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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晓军，男，湖南湘乡人，1953年8月生。
大学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任教于湘潭大学、河北大学，现任惠州学院政法系教授兼系主任，
并担任湖南曾国藩研究会副会长、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会长等兼职。

    自1976年以来，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20多家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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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以自然经济体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逐渐沦
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财富，致使人民生活每况愈
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
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
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①加之。
封建官僚地主趁火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致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连年的水旱灾害，如雪上加霜，
把劳苦大众逼到无以为生的境地。
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等势力入侵的刺激下，显得异
常尖锐起来。
全国各地自鸦片战争后十多年间相继发生大小不一的起义和暴动，终于1851年1月汇聚成为农民起义的
高潮——太平天国运动。
仅仅两年多时间，以洪秀全为首领的太平军势力如滚滚江流一泻千里，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
被外患搅得心神不定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纷纷调兵遣将，前挡
后堵，终究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利用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 “
结寨团练”，并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吏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3月，刑部左侍郎安徽旌德人吕贤基奉命回籍担任团练大臣。
临行之前，他奏准李鸿章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
对此，年轻气盛的李鸿章没有半点犹豫，欣然应命离京。
李鸿章此举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当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他那办事衙门的高墙之内
，撞人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
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促使他本能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
人和家庭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因此，他要维护清王朝，忠于封建君主，加入到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行列中去。
然而，回到家乡以后的客观现实并非李鸿章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顺当。
当时的安徽是阶级搏斗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势力的威胁，内有此伏彼起、
连绵不断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
就封建地方统治集团而言，尽管在各地均出现了团练。
但各派势力互不统属，内部矛盾十分突出。
手中无权无势、无兵无饷，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李鸿章。
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心中顿有“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感觉。
就这样，他怀着万般无奈的心境，进入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的幕府。
这时，因安徽境内的捻军在太平天国势力的影响下显得非常活跃，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设
法阻止其与太平军联合之事作为重要任务来对待。
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参与了周天爵镇压捻军的两次大的战役。
首先，兴兵进“剿”陆遐龄起义。
陆遐龄系安徽定远荒陂桥旗杆村（今属长丰县沛河乡）人，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涉案株
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
1853年2月，被攻占安庆的太平军解救出狱之后，他奉命返回家乡定远组织当地群众起兵响应。
不久竖起“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的旗帜，聚众万余，打击土豪劣绅，抗拒清军。
又与夏金书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约期大举”，南北呼应，声势较为浩大。
针对这种情况。
李鸿章奉命率团练百余人前往夏村，采取突袭手段先将夏金书捕杀，并借机“增立东北乡团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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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陆遐龄义军南下的通道。
随后，李鸿章与弟弟李鹤章督率团练随同周天爵转战寿州东乡、定远荒陂村等处。
将陆遐龄起义军尽数予以镇压。
其次，兴兵进“剿”活跃于颍州、蒙城、毫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
据《重修安徽通志》第102卷记载，捻军首领陈学曾、纪黑壮等聚众4000余人于颍州之王市集，官军多
次进“剿”均未成功。
最终被周天爵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督同堵“剿”却获得胜利。
值得指出的是。
这两支捻军势力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明确的政治目标，且未能与太平军紧密配合。
表面看起来人多势众，实则战斗力不强，所以这两次战役李鸿章轻易取胜。
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1853年5月初，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到新任巡抚李嘉端幕府协办团练。
此时，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从扬州进入安徽境内，16日占领滁州，18日攻占临
淮关，直逼凤阳城。
28日，胡以晃部太平军西征部队又开进安徽省境。
6月l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毫州和安庆，致使李嘉端等部清军陷入了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
境。
尽管北伐太平军势力按既定方针不久放弃毫州继续北伐入豫，而西征太平军却据安庆军事重镇作为大
本营。
在此后四个月的时间里，西征太平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以求稳定南京东北门户局势。
并为北伐太平军解除后顾之忧而深入华北腹地创造条件。
为了阻止西征太平军北上夺取庐州。
李嘉端急忙派遣张印渠和李鸿章分率团勇驻守集贤关、运漕镇、东关一带。
李鸿章负责驻守的运漕镇和东关一带，既是巢湖、庐州等地的重要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
因此。
西征太平军以一部全力攻占运漕镇，迫使李鸿章部不得不退防东关。
然而，因西征太平军发动此役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
故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即转移他处，李鸿章不仅未遭全军覆灭，反而受到清政府六品顶戴的嘉奖
。
不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奉洪秀全之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军战事。
在皖北采取了改守为攻的战略，分兵进取集贤关、桐城等地。
11月，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部攻占舒城等地．协办团练大臣吕贤基所属团勇被歼除殆尽，吕本人投
水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得率所部团勇退守合肥冈子集。
12月，太平军重兵合围庐州。
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湘军中一员勇猛儒将，曾国藩的至交好友。
曾国藩曾分别致书江忠源和李鸿章。
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
共挽狂澜。
在给江忠源的书信中他明确指出：“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
安徽境内“剿匪”。
除了湘勇之外，还“有李少荃团练之勇，亦尚足资捍卫，想卓栽定以为然也”①。
在这里，曾国藩把稳定安徽局势作为重大进取之策看待。
考虑到江忠源势单力薄，故希望江忠源能够把李鸿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其“有用之才”。
与此同时，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希望他为国家计，为自身计，在训练好团勇的同时。
实心扶助江忠源经营安徽以成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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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指出，曾与江忠源论及绿营等官军积习已重，无法应付太平军攻势，“须尽募新勇，⋯⋯扫除
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此时，江忠源“开府贵乡，知必以此意与足下熟计”。
也就是说，希望李鸿章首先帮助江忠源将治军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进而．曾国藩在表扬李鸿章练勇有法的基础上，“务望更加训练，柬以戚氏之法”。
表示来年湘军大部队开进皖境之后，拟与李鸿章部“合成一军，将士一气，万众一心，一洗向日营伍
之陋习“⑦。
然而，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无法冲破太平军严密防线前往援救，稍后
尽管李鸿章随各路援兵进扎庐州城外，但因将士不和。
各军无法统一行动。
更因西征太平军势力强盛，庐州终于1854年1月间被太平军攻占。
江忠源被迫投水自尽，李鸿章也只好率勇北撤。
数年之后，李鸿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感到既负老师之托，又对江忠源未能尽力相助．遗憾不已。
庐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清政府改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
谕令另一满族将领和春密切合作，力挽皖北危局。
由于李鸿章同福济系师生关系。
所以他被召入福济幕府，所部团勇亦归其辖制。
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
因太平军倾全力予以固守，庐州城内军民密切配合，并得到援军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源源接济，多次
主动出击，从而使得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法收复这一军事要地。
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强攻庐州的原有部署，先攻东南含山、巢县，
再进西南舒城，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通道。
进而，李鸿章主动请缨，于1855年2月率兵向含山进发。
由于曾国藩的湘军在两湖、江西等地全力反扑，牵制了太平军主力部队，李鸿章乘机夺占含山、巢县
两城。
随后，经过半年时间的充分准备，李鸿章部正式向庐州发起围攻。
因驰援庐州的石达开太平军部奉命回援湖北，李鸿章等部兵勇于11月间将庐州从太平军手中夺回。
通过这次战役，李鸿章博得了善于用兵的名声。
并由福济奏准给予道员虚衔。
夺占庐州后，巡抚福济从东南和西南兵分两路进犯太平军防区。
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巢县、和州、东关等地战役。
但因太平军势力强盛，加之封建官场互相倾轧、妒忌之风盛行，使得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郁郁不得志
，心绪冷落到了极点，但他牢记其父李文安临终遗训，决心忍辱负重，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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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极具争议性质的人物。
他是满清封建王朝的维护者，是一位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封建官僚士大夫。
然而。
他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在守旧的同时又主张开新，倡发洋务自强新政。
实践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他的思想言
行内涵丰富，尤其是家庭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功效。
人才理论及其实际效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
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政治偏见，依据可信资料进行分析考察就会发现．在曾国藩思想言行中的不少方面
。
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某些优秀成分，时至今日仍具启迪参考价值。
譬如，他所主张的读书做官首先应当学会做人：他所主张的咬牙励志、愈挫愈坚，积极奋发向上的人
生理念；他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解决“修身”和“齐家”的问题，然
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格形象；他所主张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四者缺一不可的观点；他所主张的“知人善用”，人才由陶冶造就而成的观点；他在“天朝上国无所
不有”的守旧氛围下，“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制造，第一个水师（近代海军前身）章程的制订，第一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均在
他的主持之下获得成功。
所有这些，在带有封建统治阶级固有印记的同时。
又体现出时代的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明显痕迹。
由于曾国藩是一位有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所以在对他思想言行功过是非进行评判时，要求我们首先
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
新的东西。
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
在研究历史人物恩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
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
我认为，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具极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
就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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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曾国藩幕府，是19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
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
《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的九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
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李瀚章，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方面深受曾国藩培
育、砥砺的全过程。
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书后所附“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在介绍各自生平事功的同时，突出与幕主曾国藩的关系，具有
相当高的资料价值。
毛泽东以“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评曾国藩：“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
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蒋介石以“足为吾人之师资”评曾国藩：“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吾姑不问其
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
为吾人之师资矣。
”李鸿章以“坚如金石，重如山岳”评曾国藩：“公治军，谋定后动，折而不挠，坚如金石，重如山
岳。
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出，皆遵守约束不变⋯⋯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
之以汉赋之气体。
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
”左宗棠以“知人明，谋国忠”评曾国藩：“曾侯之丧，吾甚悲之。
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
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梁启超以“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评曾国藩：“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
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
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钱基博以“戎马仓皇，不废文事”评曾国藩：“⋯⋯其在军也，终日凝然，奏牍书札，无不躬亲。
危城之中，益诵书史。
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日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居官治军，粹然儒
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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