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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
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
至市井小民，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
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
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只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
，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
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
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
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
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
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
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
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
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
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杂芜，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
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
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
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
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
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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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
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
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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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评点：孝道平衡了“三从四德”　　这是曾氏身份改变之前所留存的最后一封家信。
信不长，办丧事的过程说得也很简单，但我们从这几句简单的话里却可以感受到当年曾府丧事的热闹
风光。
　　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时代的女人地位低下，“三从四德”将女人自身的人格和尊严都给剥夺了
。
女人是人类世界的另一半。
倘若人类世界的文化仅仅只是这样一条直线形的话，那么女人绝对是压抑的、委顿的、没有生命力的
。
人类世界的一半失去了生命力，那么整个的人类又怎么可能具有勃勃生机呢？
　　原来，人类世界的文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形的，而是复杂交错的。
中国礼教中的“孝顺”又将“三从四德”拉了回来：儿女要孝顺父母。
“百善孝为先”，“孝”为全社会所提倡所公认的美德。
在“孝”的面前，父与母处于同等地位。
结婚仪式的拜高堂，拜的是并坐的父母。
做官的儿子为父母请封，父亲请的是某某大夫，母亲请的是几品夫人，这时的地位也是一样的。
父亲死了，叫做丁外忧，母亲死了叫做丁内忧。
对于做官的儿子而言，外忧与内忧一个样，都要离职守丧三年。
中国的女人便在这些时候为自己争得了体面和荣耀。
女人也不是绝对地都低于男人的：在做儿孙的男人面前，女人一样地受到尊敬；培育了优秀男人的女
人，一样地赢得社会的敬重。
于是，女人活着也便有了奔头，女人的胸腔里也便充满着生命力，人类世界也就因此而具有勃勃生机
。
　　曾江氏便是这样一位受到社会广泛敬重的女人。
她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儿子个个精明能干，不甘人下，尤其是她的长子不仅为曾家，也为整个湘乡县
、整个湖南省（当时湖南没有品级比曾氏再高的官员）赢得了荣耀。
这样的女人，是中国封建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女人，理应得到这种文化所带给
她的一切荣誉、地位和尊严。
你看她的出殡由六十四人抬棺木、三次请客达五百五十余席，此外的流水席当不下百席。
以八人一席计算，来宾及办事人员多达五千余人次。
对于小小的湘乡县二十四都，这无疑是千百年不遇的重大庆典活动。
气氛之热烈、乡民之踊跃，当可想而知。
而这些，都还是在一种节制的状态下进行的（“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
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倘若主家有意讲排场的话，丧事的热闹程度，必定可扩大数倍。
　　曾江氏不仅为她本人，也为中国女人挣来了体面。
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二十四都的四面八方会有多少女人从曾江氏这里获得启发，得到鼓舞！
这个本身低微柔弱的女人，依仗儿子的成就，将男尊女卑的两性格局作了一次短暂的扭转。
　　当然，在世俗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活动莫不与功利紧密相联。
这么多人来参加曾府的丧仪，其源盖因为曾府出了一位现任的朝廷卿贰大臣。
那时有两句俚话，道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无人埋。
”太太死了，为什么吊丧、送殡的人多到把街压断，而老爷死了居然连掩埋的人都没有呢？
这两句颇为夸张的话的背后，藏着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易：对于死者的吊唁其实就是对生者的巴结。
太太虽死，老爷还在，送出的可得到相应或更大的回报。
老爷一死，前途断绝了，也就没有巴结的必要了。
读者诸君看看这封信中最后讲的一桩事，便可以明白了。
　　禀父 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屡次接到二十三日、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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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初二日手谕，敬悉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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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比如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
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来？
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中
的本事究竟有哪些？
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
殷殷关注、谆谆教诲。
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
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
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
　　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
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
清末民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
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交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
务，以致百不一成。
"信中所说的，出自曾氏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玩弟的信。
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
　　曾氏家书，过去被当作治家圭臬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
多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
今天人们的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又担负了其
中的主要责任。
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
　　其实，这部家书远不这般简单。
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功名事
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
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
　　早在上个世纪初，蔡锷将军便辑录曾氏有关治兵方面的文字，并加以评说，用来作为培训新军将
官的教材，在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笔者效法蔡锷，在曾氏千余封家书中选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
景等方百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
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一下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
　　蔡锷乃一代英杰，他的评说虽然简短，但其人丰富的军事理论和不朽的军事功勋，足以使他成为
评论曾氏治兵语录的权威。
笔者从没想到要跟他攀比，只是凭借着二十年来对曾氏潜心研究的心得，撰写一点理性思考的文字，
但愿这种努力与写作初衷不至于相距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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