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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51年1月11日，时为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
太平天国，开始了席卷半个中国、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随后突破清军围剿，出广西，人湖南，攻克道州、郴州，疾行北进，直逼湖南省会长沙。
1852年（咸丰二年）八月，礼部侍郎曾国藩因丁母忧回湖南湘乡老家，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传咸丰
谕旨，命曾国藩协助湖南地方办理本省团练。
于是，曾国藩组建湘军，与太平军激战十余年，最后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天京。
几个月后，到1864年（同治三年）十月二十日，幼天王洪福又在南昌被杀，至此历时十四年、纵横十
六省的太平天国起义终告失败。
湘军也由此而名声大震，但不久即被大量裁撤，留下的又参与镇压捻军等活动。
　　以古文名家的曾国藩，早就属意湘潭人王阊运撰写湘军史事，其后曾纪泽便把这事“一以属之”
。
王闽运字壬秋，尝自题所居日“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
早年以文学知名，又期于通经致用，是晚清和民国初年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
曾国藩办团练，组湘军，他曾数次请从军，终未成行，献策亦未被采用，曾礼遇他却不用他。
因接触较多，他熟悉湘军将帅及其内部情况，于光绪三年五月开始撰写《湘军志》，至光绪七年闰七
月在成都写成。
王氏自负史才，《湘军志》写成后，自己颇为得意，他在致时人陈深之的信中说：“比作《湘军志》
，庶乎轶承祚（《三国志》作者陈寿）、睨蔚宗（循汉书》作者范哗）矣。
”近人李肖聃在评《湘军志》时说：“此志之作，始意欲追班书（班固著《汉书》），及其成功。
多类范史（范哗《后汉书》）。
然《筹饷篇》实师《平准书》，《营制》诸篇，多师太史《汉志》，才力所至，可抗古人。
”这也是很高的评价。
　　然而当王闺运从成都携版返湘时，却遭到了曾国荃、郭嵩焘等人的围攻，曾国荃甚至要置他于死
地，郭嵩焘兄弟则对书中某些细节叙述的疏略和失考之处，眉批评议达百数十条。
原因是王氏在写作中秉承史家的“直笔”传统，引起了湘军将领们的不满。
虽他也是站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视太平军为寇，洪秀全为“僭号天王”，对湘军将帅曾国
藩、胡林翼等人多有溢美之辞，但对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的挫折、失误，湘军将帅内部的矛盾
、恩怨，特别是对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纵军劫掠与干没财物等事，都秉笔直书，无所隐讳。
如在《筹饷篇》中叙曾国藩与沈葆桢的交恶，以至“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
书中说湘军擅杀李秀成，“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欲告去，“人辄言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镦货尽
人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
在《筹饷篇》中还说：“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
榕不能问也。
”简直就是将曾氏指目为一个蔑视国家法令的地方豪强。
曾国荃向来为人强梁骄悍，打下天京后，认为赏不酬劳。
于朝野对他和吉字营的指责积愤难消，又被开缺回籍，一腔怨气，满腹牢骚，诚如《湘军志》所说，
“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
而在这种时候，王氏所撰书竟然如此直书其短，真如火上加油，如何容得。
湘绮慑于权势，不得不将雕版送郭嵩焘销毁。
但不料四川很快又翻刻出版，曾国荃无可奈何，命其幕客王定安重撰《湘军记》，想借以抵消湘绮书
的影响。
　　王定安，号鼎丞，湖北东湖（今宜昌市）人，曾国荃在《湘军记叙》中说：“鼎丞久从愚兄弟游
，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
”就是说书中所述皆真实可信。
其文笔则是“叙事简赡，论断精严”、“伯仲于陈志（陈寿《三国志》）欧史（欧阳修《旧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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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这评价是够高的了。
　　《湘军记》文采不及《湘军志》，且粉饰过甚，多见于篇末的评论中。
如在《围攻金陵下篇》中作者评论说：“曾公兄弟，以忧惧治军，鳃鳃焉审全局，规远势，不急旦夕
之效，不为群议所摇。
”《援广闽篇》说得更玄了，作者说：“昔民谣有日：‘长发恶，逢僧灭。
’世或以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当之；其后乃知僧者，曾人也。
呜呼！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把湘军的成功说成是天意。
这种文字适合曾国荃的口味，但如果让乃兄见到，恐怕也不会同意，因为那样太张狂了，将引起朝廷
的猜忌。
　　虽然如此，因王定安久历兵间，情况熟悉，叙事翔实，剪辑合理，仍不失为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
。
　　前面提到，郭嵩焘、郭岜焘兄弟对《湘军志》眉批评议甚多，后由郭岜焘之孙郭振墉加以笺补，
汇为《湘军志平议》。
书中所称“先侍郎公”即郭嵩焘，因他担任过兵部左侍郎；“先京卿公”，即郭岜焘。
郭振墉字涵斋，湖南湘阴人。
《平议》于郭嵩焘、王闽运身后出版。
　　到民国年间，湘潭人朱德裳又补作了一部《续湘军志》。
朱氏字师晦，曾在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
他对《湘军志》只记到湘军“平捻”，而未记其后左宗棠用兵西陲，振旅而归之功，感到不足，因而
把湘军后一段经历补叙，名《续湘军志》。
　　以上四书，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均已出版。
其点校所依据的版本为：《湘军志》为光绪十一年长沙斟微斋本，并用成都尊经书院初刻本及沪上活
字本《湘军水陆战纪》对校，由李沛诚点校。
《湘军志平议》的底本则是民国五年清闻山馆郭氏家刻本，补上了民国十年本附录的《节录先侍郎公
致陈俊臣中丞书》及作者加的一些说明，由喻岳衡点校。
《续湘军志》没有印行过，采用的是原清稿，由易祖洛点校。
《湘军记》则用的是光绪十五年江南书局本，由朱纯点校。
　　四种书关系密切，《湖湘文库》现将其并为一册，并改正了原来的一些错误，合称《湘军史料》
四种。
由于各书的版本不同，书中人物的称呼并不一致，如太平军名将石达开，《湘军记》中作石达开，而
《湘军志》中作石大开；湘军名将王鑫，《湘军记》中作王鑫，而《湘军志》中作王珍，为保持原貌
，一仍其旧，不作统一处理。
本书使用（）、[]等校勘符号，（）内表示讹、衍、倒的文字，[]内表示正、乙或补的文字。
为了说明《湘军志》、《湘军志平议》和《湘军记》产生的原因与经过，特在《湘军志》之后附录了
沈一士的》《王闿运与湘军志》一文，以供参考。
　　本书《续湘军志》点校者易祖洛先生奉献出本志清稿，并以高龄从事点校，不幸今已谢世；《湘
军记》点校者朱纯女士也不幸以积劳兼重疾不治，谨借此致以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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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湘军史料4种》是《湖湘文库》的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
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
的部分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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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
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
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
以苗防故，镇箪颇有精兵出征四方。
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
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
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
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
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
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
，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
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
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
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
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
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
其时，庆远、平乐、浔州在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
广东英德盗掠洽（光）[洗]，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
骆秉章为巡抚。
九月，诏征镇箪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
章出境防剿。
秉章奏：　“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饬边吏屯戍。
”十二月，陈亚贵平，乃讨金田。
　　金田村者，浔州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
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
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挠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
众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
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诧中国，因得布其祆教，愚民传奉，世代秘守，妇女尤惑之。
秀全亦假以招诱，惧官吏讹索，遂拒险屯结。
秀清至，自言通天语，秀全当为天兄。
　　咸丰元年，僭号“天王”，出掠旁县。
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将万人，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围之大黄江。
星沅、天爵不相下，奏请统帅。
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
四月，诏塞尚阿代星沅。
星沅薨，寇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
秉章奏言：“湖南防兵四千余，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力不足。
”命总督程蟊采行边。
六月，寇还武宣。
八月，溃围，大破巴清德军，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
余万清母丧，解官留营。
九月，鲍起豹为提督，屯江华。
　　二年二月，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遂围广西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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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
三月，郴盗劫饷银，杀知州胡礼箴。
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
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
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
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
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
乙巳，道州陷。
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
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
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
壬辰，陷永明。
丁未，陷嘉禾。
戊申，陷蓝山。
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
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
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勇三千余人。
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蟊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
寇既陷郴，疑所往。
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
萧朝贵者以胆谲自奋，谓群寇迟懦，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
丙寅，陷之，北犯攸。
丁卯，陷之，遂过醴陵。
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
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
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
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
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
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
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
”朝贵日：“此杨先生，条程事者。
”生觉j蒲伏幕后，逾山走。
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
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
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日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
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
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
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颚、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
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
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
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
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人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
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
诏夺塞尚阿、程荷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
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塞尚阿深劾之，罪至遣戍，荣终不起，闻塞尚阿罢，乃疾行，癸巳至。
丁酉，张亮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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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
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夫穴城根。
九月丙辰，塞尚阿至。
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
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诸军相视莫往。
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捍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
然寇与官军均跬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
人城者唯避南门，其余六门皆可缒以出入。
衢巷问妇女娱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
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
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
寇不敢上。
练丁辇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
十月己卯，地雷再发，不及城垣。
甲午，地雷发，城崩八丈。
瞿腾龙拒缺口，寇复退走。
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
来逼之。
其前军将福兴定来。
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
丙申，城上调寇屯，疑空虚。
有呼者日：“贼去矣。
”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
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
或日“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日“非也。
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
十一月己酉，破岳州。
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
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
诸将唯向荣遣兵尾追，阵亡副将纪冠军。
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道员王东槐将八百人防岳州，寇至，与府县官俱走。
文宗悔用徐广缙，严诏切责。
广缙知事必败，遂益逗留，与人书，自言“屏息以待雷霆”。
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悉敛兵入城，寇以故水陆长驱。
十二月己卯，湖北省城陷。
辛丑，逮治徐广缙，以张亮基署总督，潘铎署巡抚，罗绕典以云贵总督防荆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
办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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