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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内容概要

民国初版期间，本书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引起政客、学者、行伍们的强烈反响。都把曾国藩的人生哲
学视为明灯一盏，能够照亮人生的旅途。本书自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重版并采用文白对照的方式，以
便使读者清楚地了解曾国藩的生平事迹，掌握这位清代“中兴第一名臣”的奥妙，借鉴他的处世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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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作者简介

梁绍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3年生于湖南涟源财溪之山陡冲。16岁进军大，因病退伍后从
事地方教育工作，1957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科。毕业后从教十年，从政十数年，1980年改做出版
工作，手创岳麓书社，主持制订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5年开始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所著主要
有《周敦颐评传》、《太极通书义解》、《历代帝王百人传》、《权力塔尖里的斗争》、《齐桓称霸
》、《秦晋恩仇》、《中原问鼎》、《唐诗三百首补注》、《宋词三百首补注》、《元曲三百首补注
》以及启蒙读物《三字经解评、《增广贤文解评》等；论文数十篇，《论舜帝文化》一文提出湖南永
州为中华文明最早起源地的新观点，学界以其与黄河起源说等并列为中华文明起源六大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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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书籍目录

上卷原序题记一、导言二、时代背景三、家世四、早年生活五、中年生活（一）六、中年生活（二）
七、晚年生活八、个性九、思想之渊源十、思想之转变十一、思想之范畴十二、思想之体系十三、哲
学思想十四、伦理思想下卷十五、教育思想十六、政治思想十七、军事学识十八、文艺批评十九、治
家之理论二十、养生之方法二十一、曾公对于时人之叙论二十二、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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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精彩短评

1、之前看曾国藩传记没有做任何笔记，只是被他的传奇故事所吸引，先睹为快。这本书恰恰弥补了
。里面有丰富的考据还有完整的书信，作者的自我解读。嗯嗯，对他的思想体系又有了一个更深的体
验！
2、作为李合肥的老师，重道统而轻权术，略高一筹
3、作者是何贻焜，不是毛泽东的老师兼朋友黎锦熙，黎锦熙只是校对者。
本书研究的框架不错，看目录即可知，只是研究不够深入，只能算是资料罗列。
4、高中时借图书馆的书读的
5、一般吧，不是很好
6、好书
7、对传主揶揄不少，没有脱离共党的观念
8、作品细节挺不错，可是观点多少有点片面保守，所以要是想了解曾国藩，感觉还是要读一读别家
的作品。不过这本书真的很不错
9、读过一半，前半讲述他的人生。语言文字很古，很多他书写的奏折，以及太平天国的倒流逆转。
后半本讲他的思想。
看完再加上其他的一点书，发现许多作者对他所做之事的解读实在不同。有点乱
但对这个人，了解更多了。
10、此书糟粕在于前半部分——过分居高临下，殊不自量。此书精华在后半部分，文献整理之功，提
纲挈领之能，可称曾文正公思想的总结和初步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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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精彩书评

1、此本评传的作者梁绍辉先生，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也是岳麓书社的创办者。早年曾加入赤军
“军大”，后因病退伍，转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由于受当局意识形态的影响，故于太平天国
之千古劫运，备至歌颂，对那些神权独裁的元凶巨憝，皆取同情态度，并认为曾国藩一生事业，是逆
历史潮流而动，使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严重阻碍中国历史发展，此种议论是红朝官方一贯的看法，当
然不足取。但是，老先生既然人生经历上有一段不可避免的弯曲，持有此等看法也属正常之至，可贵
的是他做了大量文献整理的工作，此书“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
中理其脉络”，读后，觉得内容简介中这段话，并非溢美之词。据说，梁先生为本书，于七十多岁时
两次病倒住院，确实令人感动。本书的缺点是充斥着今人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事后诸葛亮”式的论断
，以局外之人论局中之事，不知局中人的难处，往往过于苛刻。尤其是书中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刮
垢索瘢式的挑刺态度，在在多有，不胜枚举。例如说曾国藩是“时代落伍者”，不知道开眼看世界，
一味卖国投降云云；说曾氏未能开眼看世界，比魏源徐继畲落后一个世纪（实际并非如此）；曾氏考
上进士后借拜客筹措路费，被说成是敛财；曾氏平定洪杨后裁撤湘勇，即说他还留用若干，且未处理
好善后工作；天津教案是曾氏怕死卖国；曾氏在小节上是君子、在大节上是小人⋯⋯。老先生在说这
些话的时候，其治史方法和近代史观念，大概也是停留在几十年前。至于批评曾氏过于严苛嗜杀，则
确是曾公白璧微瑕之处。行军作战，自然不能有宋襄之仁，但将一百多已投降之俘虏挖眼摘心，剜目
凌迟；又或屠戮上万人，使城为之空，则未免过分。如王阳明虽为儒者，其杀降人，阉幼童，亦不人
道已极。大概起曾文正公、王文成公于地下，其亦无可卸责吧。此书精华在后半部分，文献整理之功
，提纲挈领之能，可称曾文正公思想的总结和初步导引。很奇特的是，前半部分的居高轻蔑、处处挑
刺的语气，到了后半部分逐渐消失，文风归于平正自然。我猜测，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写作时
间也许有不同，前面一部分是较早写的；第二，前半部分涉及近代政治史，受到官方意识形态束缚较
深；第三，曾文正公文章的蔼然长者之风，分析入微之谈，确有转移性情之力。曾文正公说：惟读书
为换骨金丹。《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化，这本书也许是个佐证。
2、让人想不到的奋斗，让人想不到的勤奋，这就是曾国藩，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天资过人，踏踏实实
，中国的圣人。
3、其实这本书本身没有多么大可说的东西，但是，这是我本科阶段在图书馆看的、借的最后一本书
，所以很觉得感怀。现在耳机里听的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原声带里的《篝火边》上午去图书馆读者
服务部交还图书证的时候，馆员说，在校期间借书108册，数字没有我想象得多，我也不是什么文化人
，很简单地走过了这四年大学生活。出了图书馆，本来按离校通知单是去后勤部，我又折了回去，请
馆员再找到我的图书证，拿手机拍了张照片，结束了。“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
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
4、曾文正公传记我看过的比较好的有蒋星德，萧一山，刘忆江和这本，其中又以此本为最全面最好
蒋星德，萧一山的曾国藩传篇幅很短，相当于梁任公的李鸿章传，但归纳的比较好，文笔也不错而刘
忆江的曾国藩评传，基本集中于曾文正公的事功方面，尤其对其平定太平之乱，做了很详细的叙述和
考证，对历史有兴趣的可读此书，笔法类似高阳。喜引原文并考据，而且是大陆建国后对曾文正公平
定太平之乱予以直接肯定，对太平天国予以直笔否定的不多的书籍（其同类的胡林翼评传和袁世凯评
传都值得一看）这本书由于成书比较早，所以引用的资料并没多少特别，然而大量的引用曾文正公自
己的文章叙述，却更接近传主的真实，并且从纵切面和横切面等多方面对曾文正公做出总结，对其个
性，军事，教育，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等多方面做叙述。让曾公用自己的文字来体现自己的方
方面面，阅后确令人感动万分字里行间，曾文正和当时的胡左等中兴名臣们确实欲以自己的身言力行
来改造社会的风气，来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他们也确实达到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最高境界，然
而正如美国学者的同治中兴一书中写到，“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
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
是中国遗产。⋯⋯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
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在三千年变局的冲击下，依靠旧传统的道德修缮
，而非制度性变革，这样的努力终究是要失败的，然曾文正公身处当时的环境背景，自然受到时代之
局限性，无可后非，他一代人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其人格力量永远令后人敬佩，尤其其自我完善的精
神也值得中等之资的我们好好学习，每个人都可以从其言行中体会到其人格和精神力量的伟大。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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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欲从体制上改革，近年来又大喊以德治国之口号，然当政者之人格力量不抵当年曾胡左之百一，
又岂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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