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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我们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正统文人的矛盾内心，一方面这个文人对于封建
王朝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心，同时他深信自己可以成为扭转危局的擎天一柱，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看到
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覆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而在内心中不断发出回天无力的哀叹，这样一种矛盾心
理支撑着曾国藩屡败屡战，甚至产生一种自甘殉葬的悲凉情节，这是曾国藩可敬的一面，也是他可叹
的一面。 
曾国藩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也不允许他成为这样一个
完人，尽管曾国藩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完人，但政治的风浪把他打得体无完肤，战争的磨砺又将他变得
狼狈不堪，他竭尽全力走完了他所能走的人生，给人们留下了几多感叹，几多沉思。

Page 2



《反说曾国藩》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自称理学大师,却往往言行不一
第二章 丢弃仁义、人称“曾剃头”
第三章 多次抗旨不遵，难称板荡忠臣
第四章 进退维谷，思想矛盾的可怜人
第五章 愚忠，深陷封建礼教难以自拔
第六章 名利至尊，舍去一切保清誉
第七章 迷信相术，用人不当
第八章 常败将军，缺乏军事指挥才能
第九章 镇压农民起义，阻挡历史车轮
第十章 深藏不露，掩盖沽名钓誉之心
第十一章 曲意逢迎，宁得罪国人不肯得罪洋人
第十二章 克己清廉，实则为自己图谋大功名
第十三章 丧失清官本色，老来与贪官同流合亏

Page 3



《反说曾国藩》

精彩短评

1、有些东西是不能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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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生活在夹缝中的人，要么从夹缝中冲出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地，要么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
最后一无所有，而曾国藩就属于后者，身着朝服被辱其“满人走狗”着汉服又“朝内外人”。（壹）
对于曾国藩，誉者称之为“中兴名臣”，“功迈萧曹”，为一代名臣、名将、“千古完人”；而贬者
则称之为“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作为一个出身农家弟子，既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做根基
，也没有超人的资质，但仍然靠兢兢业业，到底不懈。作为一个臣子，挽救了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剿
灭“太平天国”使一个末代回光返照“同治中兴”。作为革新者，展现他赤地立新的洋务运动领袖形
象。但作为弱国的外交家，处理“天津教案”时，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无奈。（贰）教材中的
天津教案小学社会课：曾国藩，丑陋的卖国嘴脸初中历史课：曾国藩，滥杀媚外高中历史课：曾国藩
，滥杀无辜，大学历史讲座：曾国藩，历史车轮下个人的悲剧（叁）小人物在世，面临不同的境遇，
大人物面临每一种境遇的变化，会使人面对迥异的人生选择，从而不同影响以后的命运。曾国藩处理
“天津教案”时，面对“抗”与“从”，两者关系非常复杂，不能机械地部分对象，一味恪守一方，
但又做到两全其美又不可能，只要选择了就会失去很多，这又是非常无奈的。前也不是，后也不是。
“千古骂名”——天津教案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间，大小“教案”600多起。以法国为
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为了发展教徒，常将中国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引入教会；他
们修教堂、作弥撒、开医院、收留孤儿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绅
士、宗族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到了义和团时代，“大毛子”（传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
被仇视、扑杀的对象。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
，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民间哄传天主教堂迷拐儿童并用其眼珠制药，酿成了“天津教案”。1870年6
月20日，天津百姓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
业在混乱中向天津知县刘杰开了枪，击伤随从高升。愤怒的中国人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又烧了教
堂，捣毁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领事署，打死了16个外国人，这就是悲剧人物开始的“天津教案”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联名向清廷抗议，并派出军舰集结到天津烟台一
带，扬言不按法国的要求处理好这件事，要把天津化为焦土。清廷百官分成“论理派”和“论势派” 
。“论理派”认为朝廷不可失民心，可以利用当地群情激愤的民心，与洋人一绝死战，一报咸丰之仇
。“欲服深仇，全赖民心”。 “论势派”多为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的外交大臣和封疆大吏，他们从客观
现实出发考虑问题，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非常清楚，因此主张力求和局，才有徐图自强的希望。“论
理派”表现强硬的态度与民族心，但没有审时度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味夜郎自大“决战”“雪
耻”。曾国藩深知，百姓与洋人势同水火，满足了洋人，势必民怨沸腾，自己成了“卖国贼”；要使
民心成服，就要得最洋人，这样弄不好会引起战争，到那时，自己就会被朝廷当替罪羊，成为“误国
元凶”。更大的可能是两头都不讨好，轻则招一身骂名，重则老命难保。最后，清政府一面从陕西调
李鸿章的淮军备战，一面诏谕59岁、右眼已失明、正在家养病的曾国藩赶往天津。出发前，他备好了
棺材，写好了遗书。在朝廷下谕之后，他心中无限苍凉，于是他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了类似遗嘱
的信：“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欧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俱难和叶，将来怨兴兵，恐致激成大
变，⋯⋯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而尔等诸事无所票陈，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可见曾国藩是抱着大义凛然的心态去处理“天津教案”，也显示他对此事的诚惶诚恐。曾国藩一
到天津，定下查办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也就是说，只求迅速达成妥协，保
住“和局”，顾不上处置是否得当。结果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判处20人死刑
、25人流放，并赔款49万7千余两白银。李鸿章急赴天津，通过几道奏折保下死刑犯中田二、张帼顺、
段大、项五4条人命。曾国藩事后也对发配黑龙江的张光藻、刘杰多有关照，他在家书中表达了这样
的意思：这两个人是好官，没有错，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引得朝野哗然，他在京
的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所题的匾额砸碎烧毁。曾国藩在天津时，曾纪泽在保定，父子俩几乎每
天通一封信。曾纪泽在信中说：“照会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词。”他指出父亲将天津道、府、县
官都迅速处置，没了退路。李鸿章也写信给曾氏父子，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曾国藩怕洋人再
开战，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再上演，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大清国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
的污名；他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他更看重的名声。他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度过
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曾国藩清楚，朝廷面对民众，“论势派”和洋人的压力，慈禧太后，皇上有所畏
惧，实施强硬的政策，众怒便会引到太后与皇上的身上。为了转移，只能将自己抛出去，当牺牲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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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掌握皇权的人碰上棘手的事情，总爱玩弄这种把戏，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给国人争了一口
气，但打败仗后道光皇帝就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削职发配。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后，国人骂卖
国，道光皇帝又把罪名推到主和派头目穆彰阿身上。无论战与和，都是道光的决定，而落得最悲惨的
下场是臣子们，现在是轮到曾国藩头上了。转载请注明http://blog.sina.com.cn/tea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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