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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内容概要

中兴名臣？刽子手？一代圣贤？卖国贼？⋯⋯学术界历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争论不休，造成这一现象的
原因究竟是什么?曾国藩一生的功过是非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和文化根源?而他的思想及实践又为中国
近代文化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本书将为您一一解答。全书全面解剖了曾国藩生平思想及实践，深入
透析了曾国藩文化根源及影响，对于史学研究人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综合大量曾国藩遗留的著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思想
及实践经历，以及他同他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政治观点、治军
方略、学问之道、文学创作、教育思想、外交思想等诸多方面，全面而深入地剖析曾国藩其人，探讨
分析了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在最后附录了130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研究评述，力图让世人
对曾国藩有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与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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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作者简介

　　成晓军，1953年8月生，湖南湘乡人，现任惠州学院政法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惠州学院粤
东地方史研究中心主任。    自1976年以来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江海学刊》等海内外
多家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参与主持整理《曾国藩全集》，并独著、合著、主编出版《帝王家训》
《名臣家训》《曾国藩的幕僚们》《曾国藩家族》等近20本图书，其中大量论点多次被学者或研究人
员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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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曾国藩  一 文化内涵及中国文化的特点  二 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
不能撇开曾国藩  三 如何突破这个主题第二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政治观  一 “忧虑”、“血
诚”和失望      ——曾国藩对清末政治的关注和批评  二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
治人”  三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和“仁术”第三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人才观  一 
人才好坏多寡决定社会风气兴衰久暂  二 以德为主体的发现和培养人才之道  三 风格独特的识人和育人
之方  四 广收与慎用——功效显著的用人之法  五 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成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第四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学  一 “匡时救世”的人生目的及其影响  二 以处世为人为
主体的精神修养及其影响第五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的治军方略  一 “胜则相忌败不相救” 
    ——曾国藩对清末军事腐朽实情的深刻认识  二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军方略  三 曾国藩的治军方
略对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的影响第六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治学观  一 “格物”与“诚意”—
—曾国藩的治学目的  二 看、读、写、作与专精一业、专攻一学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  三 曾国藩的
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第七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文学艺术观  一 “文以载道”与“
卫道”、“立言”     ——曾国藩古文理论的政治目的  二 外形与内容二者不可分离     ——曾国藩占文
创作的基本观点  三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其方法  四 曾国藩的书法理论及其创作方法  五 曾国藩的
文学艺术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第八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教育观  一 “隆礼”——曾国
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二 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  三 “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
化成分  四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  五 曾国藩教育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第九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
士大夫的洋务观  一 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     ——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心态  二 “师夷智以造
炮制船”      ——曾国藩的“自强御夷”理论与实践(一)  三 “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      ——曾国藩的
“自强御夷”理论与实践(二)  四 酌议建立新式水师，开近代中国海军之先声     ——曾国藩的“自强御
夷”理论与实践(三)  五 欲拒还迎     ——曾国藩对外交涉基本方针的矛盾心态及其影响附录一  一百三
十年来曾国藩研究评述附录二  曾国藩大事年表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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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章节摘录

书摘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它的定义如何确
立?因为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都热衷于文化问题的研讨，可以说有多少人研究
文化，就有多少种文化定义，所以，谁要讨论文化，谁就得首先申明他对于文化定义的所指。　　正
因为如此，我曾着意检索过有关“文化定义”的诸多资料，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这样一个种类繁
多、概念模糊的印象：有人说，文化就是文学艺术；有人说，文化就是文物、文字；有人说，文化就
是学术、教育、出版；有人说，文化就是广播、电视、报刊；有人说，文化就是思想、人格、道德观
念；有人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有人说，文化就是人类古来的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
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作了分析考察，认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地域和国度，文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人们从各自的文化模式出发，
为我所用或随心所欲地给文化下了不同的定义。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的
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认识问题、分析和考察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从而也就必
然导致人们对文化进行定义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那
么，它是通过什么形式反映出来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我们对文化
的定义试图作出如下的阐释。　　客观事实表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结果便是形
成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第一，人们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便要进行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和再生产
的实践。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种形式的经济实践，其结果
便是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生产和经济现象。第二，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各种政治实践
，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当权集团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其结果便形成了国家机构、军队、
法律设施以及阶级斗争、党派活动等一类政治现象。第三，还有一类社会现象，它们由物质生产、经
济和政治活动派生而来。这类现象是由人们的精神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点是
具有意识。而意识则是人脑活动的结果，其特征就是能够反映人以外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指出：“人
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
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人们经常用各种思维形式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进行精神生
产，获得各种知识，以满足自己生活的各种需要。这种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以及为了影响人们的精神
世界而产生的各种传播精神产品的手段、工具等，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毛泽东
指出：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而，从上述基本理论出发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领域，是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是人们意识的
结果。它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美学
、科学(科学思想观念和科学理论)等；二是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如文字、教育、
新闻、出版、图书馆等：三是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衣着、饮
食、居住、礼仪等。总之，文化是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现象，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因此
，我要明确告诉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正是持着这种文化定义来叙述和分析问题的。　　历史告诉我们
：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具有什么特征?因为
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着重研究的对象。所以在这里只就我个人的认识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在中
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
高度的稳定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
学既是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构成的主干，其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这种封建
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
。中国古代的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具有它固有的单一性、凝聚性和稳定性，对外来文
化，或是抵拒排斥，或是吸收?肖融。我认为，概括起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是对“个人人格的实现与完成”。中国人很讲究“人格”，不希望自己只是没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而希望个人有个人的价值，受人尊重，并且自重。第二是对“伦理价值的充实与发扬”。不管一个
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也不能否认或抛弃中国人对家庭以及对亲情的重视。中国人在
朋友关系上讲道义信用，在家庭关系上讲父慈子孝，是因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我的满足。第三是由于
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要求实现个人的人格和承认家庭的价值，所以特别重视对礼乐方面的了解和追求。
中国人喜欢讲礼，也喜欢在生活中构筑和谐，在艺术中获得美感，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长
处。第四是具有“爱好和平与忍耐的美德”。中国人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对邻邦不轻易使用武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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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社会和自然界的各种艰难困苦一般都能忍耐到极点。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产生的以政治伦理为总体特征的文化，注重的是政
治社会的和谐统一。人际关系的协调，而对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不太关心。综观几
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其表现形态和实际功效主要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与
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一样的是，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明显地表现出重人
事轻科学的非理性倾向。譬如。  《周易》中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道”是无形的、精神的东
西，而讲究具体器物技艺的“器”则是有形的、物质的东西。这种思维观念，深刻而又长时间地渗透
于中国人的思想言行之中，很难将其改变。这种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具有与讲求
科学精神、突出个体本位、崇尚能力竞争、主张开拓求新的特色鲜明的西方文化不同的固有耐久性和
连续性。因此，在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逐渐败下阵来，但在较长一段
时间里，它的许多方面仍然被保存了下来，某些糟粕则对西学的传播、对新文化的产生起着阻碍的作
用。　　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这是
我们必须继续探讨的一个问题。　　自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
西方文化的传播，从此便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艰难历程。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明确的一
个问题是，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进程与欧洲大不一样。欧洲在14世纪至16世纪期间，曾经发生
过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从而为资产阶级文化的
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近代文化的萌发，并未经历过这样的准备阶段，而是在中
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将近代文化从西方移植过来而产生的。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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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兴名臣？刽子手？一代圣贤？卖国贼？⋯⋯学术界历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争论不休，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曾国藩一生的功过是非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和文化根源?而他的思想及实践又为
中国近代文化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本书将为您一一解答。全书全面解剖了曾国藩生平思想及实践，
深入透析了曾国藩文化根源及影响，对于史学研究人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综合大量曾国藩
遗留的著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及实践经历，以及他同他
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政治观点、治军方略、学问之道、文学创
作、教育思想、外交思想等诸多方面，全面而深入地剖析曾国藩其人，探讨分析了他对中国近代文化
的深远影响，并在最后附录了130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研究评述，力图让世人对曾国藩有一个多角度、
全方位的了解与客观的评价。

Page 7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精彩短评

1、翻出来大学读书笔记。那时看了些2手货。但还挺有启蒙意义的
2、一套一套的，从各个方面非常整齐地讲述曾国藩与近代文化。
3、中规中矩，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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