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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前言

一、《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旨在网罗民国时期的学术精品，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成
果提供经过校勘整理的读本。二、丛书编选范围原则上起自1911年民国建立，迄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所选诸书均为大师名家之作，亦择其精善之版本。丛书下又分若干系列，如西洋史系列、
中国史系列、名人名传系列、断代史系列、名人回忆录系列、名人文集系列等，以期对民国时期的文
化学术作一全景式呈现。是编为名人名传系列。三、本系列为“名人名传系列”，披沙拣金，精中选
精，凡十人十二种。吾国传记文学源远流长，文史并重。司马迁之《史记》即代表传记文学古典的黄
金时代。民国时期，经梁启超与胡适的极力提倡与努力实践，传记文学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本系列
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
故做如下整理工作：（一）整理者对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均有说明，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
指南。（二）所选著作，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尽量搜求不同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三）校
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并出校记。（四）凡笔画
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日淆乱，己已巳混同，戊戌戍不分之类，
一律径改，不出校记。（五）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六）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
、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七）标点符号的用法，多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均
未予改动。（八）本系列所收梁启超之《王安石传》、《李鸿章传》两书，虽出版于1911年之前，但
其为“现代传记文学”之源始，地位特殊，故亦酌情收入。著作既著录生平事迹，亦有褒贬评议。因
时过境迁，有些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望读者甄别。文中插图，其意有三：或与文互补，或交代背景，
或补充延伸，旨在辅助读者之深层阅读。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们虽勉力为之，
而乖漏难免，祈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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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内容概要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肯定之言，誉其为完人，谓其“立德、立功、立言三
并不朽”，谓其成就”震古铄今”，成孔子没后二千年来《春秋》经世之义之惟一“解人”。否定之
言，则谓其为“吾祖民贼”，“民族罪人”，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
呜呼，如此大誉大毁之人，求之中国历史，能有几人乎？求之世界历史，又能有几人乎？
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
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
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
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
用。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资料丰赡翔实，分析雄辩有力，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是中国近
代史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曾国藩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毛泽东青
年时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则更是终生奉之为楷模。然而，是什么缘故使得人们
对曾国藩毁誉参半？又为什么曾国藩的家书、日记现在如此广泛地得以出版，成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
的案头常备书？这本《曾国藩传》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萧一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
本是是第一部全面评述曾国藩的著作。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曾国藩镇
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的过程。全文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历
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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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作者简介

萧一山（1902-1978），名桂森，字一山，号非字。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19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
政治系。22岁凭一己之力，撰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清代通史》，被梁启
超评为“技术罕见”。30岁获特款资助，往欧美各国考察。36岁撰成《清史大纲》和《曾国藩传》于
四川三台。其故友之子作文叹其晚年之蹉跎：“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40岁左右
之前（按：约1945年），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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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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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庭环境曾国藩的禀性是由于家庭环境养成的，可是他的学问成就，却得力于北京做官的时代
。他在翰林院一共九年，自庶吉士升到侍讲学士，都是一种清闲的职务。翰林院好像现在的中央研究
院，不过研究院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翰林院则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平素为皇帝皇子讲书，可充
经筵讲官、春坊庶子；放考差，可充乡会试主考总裁、同考官及各省学政。或纂校殿阁秘书，总不外
乎文墨之事，所以很有研究的工夫。国藩前几年多看些历史书，兼及词章，注重经世之学，颇有心得
。及善化人唐鉴到京师做太常寺卿，这位老先生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和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
，国藩以前辈之礼事之，常常请教他们。唐鉴告诉他说：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
宗。⋯⋯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后代圣人，也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
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倭仁用功最笃实，每天言动
，皆有札记，见过自讼，一点都不虚妄。国藩受了他们的影响，同以朱子为日课，而致力于宋学。我
们看他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记云：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
。酉正客散，是日与家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蹬后何子贞来，急欲
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几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
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
根所在。与子贞久谈，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初十日记云：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
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
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席散后，闲谈皆游言，见人
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帐，遂茫茫然不清
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
是席间海秋言：“人处得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十四日
记云：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
，何不自振也？未初客来试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饣
舌），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小人乎？且
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诳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
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绐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十一月初八日记
云：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
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
，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
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日记中痛自劾责之言甚多，可以看出他的理学慎独功夫是
如何了。不久，他便订立一个课程表：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殆矣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
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个人，何我
遂甘堕落耶？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课程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
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
十页为率。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
，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养气气藏丹心，无不可
对人言之事。保身十月十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日知所亡每日记茶
余偶谭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
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为待明日，愈积
愈难清。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在课程表订立以后，他的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有很大的
效益。后来刘长佑督直，对捻军主张合剿，与国藩主张分堵的意见不合，而国藩极称之。长佐对人说
：“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所谓圣贤功夫，就是他一生严以劾己，宽以容
众的精神，的确在这时植立了很好的根基。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理学只是他整个学问的一方
面而已。他在复夏瞍甫的信里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
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
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言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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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他的治学方法是由
博返约，格物正心，所以他不尽以理学为能事，同时也博览六书及乾嘉训诂诸书，而且不以宋人注经
为然。他的归宿是“礼学”，以为礼学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礼学是什么呢
？就是经世学。有一天唐鉴告诉他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
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国藩就问道：“经
济宜如何审端致力？”鉴答：“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这可见国藩特别注意经济学了！但国藩赞成唐鉴的“经济不外看史”之说，不赞成他把经济放在义理
内，我们看国藩在《圣哲画像记》里说：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日义理，日词章，日考据。戴东
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从前的理学家
（唐）、文学家（姚）、经学家（戴）都只承认学问有三种，而国藩提出“文、周、孔、孟之圣，左
、庄、马、班之才”，是“不可以一方体论”的，因此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
归乎？亦日礼而已矣。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超越八代矣。”他要打破三种学问的
藩篱，而以“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为礼学，才算是“先王之道”。所以他说杜君卿的《通典》言礼
者多，其识已超越八代，直可追踪秦汉，“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通典》
是各种制度的沿革史，为什么曾国藩这样的尊重它呢？因为它可以上接马、班的“经世之典”。接着
他又说：有宋朱子、张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
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乐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
何其壮也！厥后张高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
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
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这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的“微旨”是以礼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汉
学家“摈有宋五千之术”，宋学家“以汉学破碎害道”，断断未已，都为国藩所讥议。他说，“屏弃
群言以自隘”，“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是“妹妹自悦”的“斗筲者”。（以上引文均见《画像记
》）又说：“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世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
弃其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源
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万世。”（《年谱》）他
反对汉宋学各有门户，痛恶趋新执一的投机分子，尤以沽名邀誉为丧守害世，他要为务本之学，只有
礼学体大思精，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因为它是经纬万汇的综合学问，乃经世之大法。所以国藩在辛
亥七月的日记里，就把经世学很显然的标示出来了。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
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
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
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
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
焉：《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
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
日《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
室有基而丹桂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
斯为有本之学乎？我们看国藩这一段话，就知道他对于一般学者分学问为三途是不很赞成的，他要把
经济之学特别提出来列为孔门的政事之科，真可以发孔学之义蕴了。至于礼学好像是四种学问的综合
体，故云“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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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萧一山（1902-1978），名桂森，号非宇，江苏铜山（徐州）人。1920年入北大政治系，后转历史系。
中学时感风行一时之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观点纰缪，疏舛颇多”，并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发
愤著《清代通史》上、中卷百二十万字。上卷出版时年方二十，梁启超序之以“志毅而力勤，心果而
才敏”、“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抗战期间完成《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二书
。1948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在台期间，与张其昀等主持“清史编纂委员会”，改订《清史稿》为《清
史》，又以三年精力最终完成五卷本《清代通史》四百余万字。《曾国藩传》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
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的过程。全文观点鲜明精当，
见解深刻独到，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为方便读者对全书
有更全面的了解，书中另附由李鼎芳编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鉴于水平有限，在本书的编辑过
程中出现的错讹还请广大读者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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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萧一山撰《曾国藩传》，只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国藩以文人之身舞刀弄枪，究竟为何而战？本书的
答案是：“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文化”是儒家文化，“宗教”是孔孟之教。洪秀全不以这
样的“文化”与这样的“宗教”立国，所以国藩要铲除之⋯⋯“文化”与“宗教”之上，就是“救人
”：“曾国藩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持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其实
不然。他妆年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之完人。可是他的宗旨是治世
，是救人。”　　“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
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
厄运，使人奋发，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
。”    ——（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萧一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具有深厚的国
学根基，对文化有独到的见解。⋯⋯由于萧一山始终以人文化成为理想，以文化复兴为己任，所以能
将所谓圣贤豪杰的智慧、精神、人格透现于史学著述中。”    ——（汪效驷《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
特色》）“抗日战争爆发后，⋯⋯越一年，著《清史大纲》及《曾国藩传》两书，对中国文化传统及
近代史历程之嬗变，阐述为详，特别对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麐、胡林翼诸人
之所以成功，有着独到的见解。”    ——（王钟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萧氏云：“中国
人讲文化，日本人讲武化，西方人讲物化。因为日人讲究武士化，西人重视物质化，而中国则数千年
历史的全貌就是‘以文化天下’。反对‘以力服人’，反对斗争，反对以武统治天下；中华文化的根
源思想在此。”    ——（《萧一山先生文集》第696页，台北经世书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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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传》是第一部全面评述曾国藩的著作。萧一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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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传记，部分内容需要一定的文言文功底
2、写曾文公的书实在是太多了，这本书还算可以。
3、“太平天国”的泡沫破碎了，回头对曾国藩的评价就会升起来。多读几本书，才可能知道真实的
历史，才能领悟做人处世的道理。
4、不厚不薄，了解曾国藩其人尚佳。
5、发货快，真的很好
6、曾国藩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范，我就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来励志！
7、帮朋友买的。很喜欢。值得拥有
8、正在看，书的质量很好。
9、首先萧一山的书本人都很喜欢。其次对名人自传很感兴趣。
10、很多地方写得相当精彩，但还是嫌其粗略。这是最近读得最快的一本书了
11、很好。平实而又能突显传主的道德事功文章。
12、很客观的描述了曾公的一生
13、受用的一本书
14、一本不错的书，纸张也很好
15、一个人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16、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17、发货速度很快，还没细看，据说是比较详实的一本传记。
18、说的深一点，了解曾的学问比较清楚一点。
，还没看呢
19、这本书有点缺陷，发货的时候没被发现就发过来了，不过是卓越的常客，也不计较那么多了，希
望下次发货的时候要看清楚咯。
20、完美，100%满分
21、感触良多
22、买了两本，有一本包装回来已经烂了，希望以后注意。
23、这才是研究曾老大的泰斗，好好的拜读
24、在熟知曾国藩生平后，再读此书为最佳。
25、送货快，质量让人满意
26、好书值得一生珍藏
27、曾国藩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8、靠一人之力想挽回已经腐败的王朝是不可能的.
29、领导指定此书。
30、不是传记，和是评说。
31、听央视百家讲坛说曾小时候天资平平，一篇课文都无法快速背诵。可是这书里却写得相反：百家
讲坛说他老爹实在是绝对儿子很难教会所以把他带到了一个姓汪的先生那里教；而此书却说他老爹觉
得自己的知识以及全教完了，没法再教了，于是给了汪先生教。。。真不知道谁对谁错。另外这部传
记也主要是描绘曾入朝为官以后的事情，对其成功之前的事情写得很少，只有那么两段，也写得比较
神奇，就是那种“每个伟人，都有不一般的童年”。不过，记载曾国藩怎么求学，怎么成功的过程真
是太少了，本想买这样内容的书，可惜很难找到。
32、这本书是为着萧一山先生买的。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应该是曾文正公传记作品中比较好的
一部，客观平实，只是这书应该由更好一点的出版社来做，东方出版社把这书弄得花里胡哨，着实令
人讨厌，且价格奇贵！唉，没办法，商业社会，唯利是图呗！
33、文章太专业，对想了解一点的人来说太深了
34、国内名人传记里最爱看曾国藩~
35、光看书的外观还不错，我以为好厚的，和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36、此书多有错别字，有些更是错得离谱，浪费了好时光！建议不买，买了的扔了！
37、内容比较少，看得不是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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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大量的文言文穿插，看不懂。浪费我的钱钱
39、对于纯粹是为了看曾国藩传的我来说，这本书真的不适合。
当中描述事迹的内容少之又少，介意和我一样只想了解曾国藩事迹的人，就不要买这本书了
40、这本书找了很久终于买到了看一看60年前，萧先生对曾文正公的评价，很有价值的书
41、萧一山一共没多少作品，但基本都是精品。这本曾国藩的传记算是他的代表作吧。值得一读。
42、功业须有学术做基础，否则断难持续长久，遑论泽被后世。
43、我对此书的第一感觉就是——是盗版
44、这本书写得太干巴了，像是拼凑的。
45、站在道统延续的角度解读曾文正公何以为曾文正，作者不愧为传统学人，此书为曾国藩传记中之
经典。
46、这本书不错，有独到之见解，但作者似乎有偏向曾公之嫌，
47、就是这本！有些文言文读起来挺费劲的
48、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将、为相、为师一完人！！
49、感受曾国藩的人格魅力！
50、引用了很多古文，之后又没有说明，读起来比较累，不是很吸引
51、书写的不错，是著书，不是编书。字句简练，读的舒服。字体要大一点就好了。
52、书质量都还不错，都是收藏了许久的书
53、书皮都烂了，收包裹的时候也没打开看
54、作者离我们的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看起来比较痛苦（文法原因），不过比起同一时代的梁启超
写的《李鸿章传》功力上还是有差距。
55、内容单薄，没有鲜明的观点，只是一种陈述
56、本来是名著，让出版社编辑得花里胡哨，原著的“引子”竟然全部删去，每一章的标题竟然全部
改换，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57、简明扼要但失之粗略。
58、小说虽然好看，但不如本书接近事实是最重要的
59、老师推荐的，很不错哟。。。
60、文采与见识俱佳，知人论世理当如是
61、说得好，中国就是没有如华盛顿、甘地、曼德拉一类的人物。
62、感谢萧一山先生，因为是你，方能有这样一部曾国藩传，方能写出中国儒家思想滋养出的理想人
物。
6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毛泽东，一个蒋介石，两个老对手，
一生都在相互斗争，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的“偶像”竟然都是同一个人——曾国藩。到底曾文正有何德
何能，让两大领袖都对其崇敬有加？ 
　　曾国藩是历史上争议比较大的人物,有人称颂其为圣贤,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一代完人；有人唾骂
其为国贼,帮助清廷屠杀汉人，天津教案的失败，杀人如麻的曾剃头。他也确实是个矛盾重重性格复杂
的人。 
　　无论是谁都是时代的产儿,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生存环境,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观念来批评古
人无论见解多么高明也都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把你置身于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你也不会超越他们。 
　　湘军的诞生最初不过是地方地主家族团练湘勇保家护院的行为，只是为了对付土匪、外族侵占，
在面对强大的起义军时，数次被打的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屡战屡败的曾国藩几次欲自杀成仁，最终却
“屡败屡战”逐渐成长扩张强大起来，成为铲除太平起义军的最强大军事力量，这当然有很多因素，
太平天国后期的腐败混乱、内外政治争斗、军事政策错误、失去民心等等， 
　　而湘军的优势众多： 
　　湘军的体制是以忠义为精神支柱、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了
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有种说法说清朝政治军力的崩溃就是从湘军之后地方军阀势力兴起开始的）
。 
　　举国上、中、下层(除了起义军)都鼎力支持，想不胜都难。剿灭太平起义军的目标得到清朝政府
支持，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得到士人阶层地主势力拥护，曾国藩的爱民政策又深得百姓拥护。曾国藩
曾经说过：“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审，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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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治军爱民政策及所作500多字的《爱民歌》与后来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脉相承。

　　曾国藩的战功提升了他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整个汉族官员的政治地位。军事策略的成功战场的节
节胜利使湘军的实力大增甚至超过了政府军，朝廷对他也是非常忌惮，有传闻“刺马”案背后其实就
隐藏着这种政治博弈。所以后期湘军内的智识分子曾向曾国藩进言“取（清廷）而代之”，曾国藩却
断然拒绝，功成身退主动削兵权裁减湘军，让李鸿章的淮军窜起，取代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政治军事地
位。 
　　曾国藩曾说：不为圣贤，必为禽兽。曾国藩以一介书生打败了太平天国，终于走完了他“立德立
功立言”的圣贤之路，成为一个“完人”。当然这个“完人”也有很多缺点：他对其“同进士”身份
的忌讳（地位等同于‘如夫人’被人取笑），爱替人写铭文（人家没死就事先写好，这不是诅咒人家
嘛，惹得朋友都翻脸），他的难言之隐（不知是牛皮癣还是花柳病？可惜那时还没有老军医或老军姨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觉得他是个人而不是神。 
　　萧一山是清史专家，他的《清史大纲》和《清代通史》已成史书典范，他写《曾国藩传》史实性
较强，资料分析都让人信服，他的观点就是：曾国藩是为了维护儒家文化，弘扬孔孟之道才打的这场
仗，他最终取得胜利是儒家文化的胜利，是孔孟知道的胜利。 
　　他的两个超级fans蒋介石和毛泽东似乎都没能达到他的境界。 
　　蒋介石案头常年摆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据说是他年轻时在宁波金箭学堂上学时的老师顾清
廉赠送给他的，蒋介石时时翻阅，一生都在研究它。他准备了很多套《曾文正公全集》，经常拿来作
为奖赏送人。他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叮嘱儿子蒋经国必须读的书中就包括
《论语》、《孟子》、《曾文正公全集》、王阳明的书等。他认为曾（国藩）、左（宗棠）能打败洪
（秀全）、杨（秀清）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他一生的对手敌人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也是对他敬佩不已，可
不仅是因为是老乡的原因。他认为：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两个都是曾国藩的“信徒”，中国两个最大党派的领袖，为什么最后蒋会败在毛的手下？我的分
析，蒋把曾文正放高高在上崇拜的地位，他没有超越之心，时时学习，效仿，他的言行、教诲，他都
照搬过来。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而毛却是在学习的同时也在批判，以知己知彼的态度，伴以超越故人的野心，请看他词中对古代
著名君主的评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笔不行，没文化”，“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不如我风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介武夫而已，即使是偶像也不会全
盘照搬，而是要学他并不断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利用，最终“超越”他，学古而不泥古。从蒋毛两人的
字体也可以看出两人个性之差异：蒋的字一板一眼，方方正正，个性古板；毛的字龙飞凤舞，不拘一
格，个性张扬。蒋介石在与毛泽东重庆会谈后的日记里写到：（毛）阴阳怪气，绵里藏针。吾料其不
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前一句很准确，绵里藏针的性格应该很难对付，他怎么会推断出不能成
事的结论？这一错误的判断是致命的，他的轻敌导致他最终输在毛的手上，可见其并没学到曾国藩的
识人之道。 
　　毛最终把蒋赶到了台湾岛，蒋在台湾偏安，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毛在大陆忙运动，三反五反、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想要把红旗插上台湾岛，最后谁都没成功。他们的前半生都很成功，他们的后半
生都不太成功。他们这时候可能都已经忘了曾文正公，因为曾文正公教过他们修身养性、读书做事、
治兵方略、战争谋略，却没教过他们做总统或主席，因为曾国藩自己没想过做皇帝。
64、本文文笔清新，值得一看。
65、没有找到我想看的东西。
66、主要是文言文，看不懂，不容易理解，很多都是原文，不是很好
67、说的好，其实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真正大智慧和大勇气的人来改变中国
    人都是很自私的，只想着自己大权在握，自己掌握时代，掌握别人的命运。
    中国人对政治斗争都比较感兴趣，随便在哪个地方，上一些年纪的，包括年青人都能说出以前的一
些所谓内幕吧
    那时候的愚民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现在大多数人还对民主不太了解，总认为真正要是法制都不可
能
    其实真正大智慧和大勇之人，不能说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能看得透，能放的下，这样的人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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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美国的几十位国父，印度的甘地，还有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能称得起是这样的人
    只希望中国能够早点进入法制社会，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国
68、是我所见过的曾的传记中最好的。凡俗之人，搞不出那个样子。分明是天才。
69、字太小了。跟历史书差不多。文言文功底不厚或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的最好不要买。价钱不便宜
。
70、给家人买的，没有看内容
71、纸质还可以，内容太次
72、不错，很好！下次还选择当当，给力！
73、东方出版社 我实在不敢买你们的书了
74、本书适合了解曾国藩生平的人看，并且须有一定的文言基础。否则，看得很累。
75、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76、详细介绍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的过程。
观点鲜明精确适当，见解深刻独到，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力作。
77、很不错的书，就是有点文言文.
78、其实，这本书我是帮人家买的，所以没有看过！而且我自己不看这种书的，不好意思。只可以评
论这些！
79、湖南人不读曾国藩，妄为湖南人也。
80、实在看不下去了！应经据典那么多，还写什么书啊，叫汇总好了！
81、看完了意犹未尽啊，还不满足书中内容，还想再看看相关曾国藩的家训及传记。书是蛮喜欢的。
82、曾国藩传（J）—名人名传系列
83、正在看，作者的确写得认真，内容丰富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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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毛泽东，一个蒋介石，两个老对手，一生
都在相互斗争，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的“偶像”竟然都是同一个人——曾国藩。到底曾文正有何德何能
，让两大领袖都对其崇敬有加？ 曾国藩是历史上争议比较大的人物,有人称颂其为圣贤,近代新儒学的
开创者,一代完人；有人唾骂其为国贼,帮助清廷屠杀汉人，天津教案的失败，杀人如麻的曾剃头。他
也确实是个矛盾重重性格复杂的人。 无论是谁都是时代的产儿,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生存环境,所
以用现代人的眼光观念来批评古人无论见解多么高明也都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把你置身于当时的时
代环境下，你也不会超越他们。 湘军的诞生最初不过是地方地主家族团练湘勇保家护院的行为，只是
为了对付土匪、外族侵占，在面对强大的起义军时，数次被打的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屡战屡败的曾国
藩几次欲自杀成仁，最终却“屡败屡战”逐渐成长扩张强大起来，成为铲除太平起义军的最强大军事
力量，这当然有很多因素，太平天国后期的腐败混乱、内外政治争斗、军事政策错误、失去民心等等
， 而湘军的优势众多： 湘军的体制是以忠义为精神支柱、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
政、财权合一，开了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有种说法说清朝政治军力的崩溃就是从湘军之后地方军
阀势力兴起开始的）。 举国上、中、下层(除了起义军)都鼎力支持，想不胜都难。剿灭太平起义军的
目标得到清朝政府支持，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得到士人阶层地主势力拥护，曾国藩的爱民政策又深得
百姓拥护。曾国藩曾经说过：“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审，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
要结粉饰之文。”曾国藩的治军爱民政策及所作500多字的《爱民歌》与后来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的一脉相承。 曾国藩的战功提升了他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整个汉族官员的政治地位。军事策略的
成功战场的节节胜利使湘军的实力大增甚至超过了政府军，朝廷对他也是非常忌惮，有传闻“刺马”
案背后其实就隐藏着这种政治博弈。所以后期湘军内的智识分子曾向曾国藩进言“取（清廷）而代之
”，曾国藩却断然拒绝，功成身退主动削兵权裁减湘军，让李鸿章的淮军窜起，取代了曾国藩和湘军
的政治军事地位。 曾国藩曾说：不为圣贤，必为禽兽。曾国藩以一介书生打败了太平天国，终于走完
了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之路，成为一个“完人”。当然这个“完人”也有很多缺点：他对其“
同进士”身份的忌讳（地位等同于‘如夫人’被人取笑），爱替人写铭文（人家没死就事先写好，这
不是诅咒人家嘛，惹得朋友都翻脸），他的难言之隐（不知是牛皮癣还是花柳病？可惜那时还没有老
军医或老军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觉得他是个人而不是神。 萧一山是清史专家，他的《清
史大纲》和《清代通史》已成史书典范，他写《曾国藩传》史实性较强，资料分析都让人信服，他的
观点就是：曾国藩是为了维护儒家文化，弘扬孔孟之道才打的这场仗，他最终取得胜利是儒家文化的
胜利，是孔孟知道的胜利。 他的两个超级fans蒋介石和毛泽东似乎都没能达到他的境界。 蒋介石案头
常年摆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据说是他年轻时在宁波金箭学堂上学时的老师顾清廉赠送给他的，
蒋介石时时翻阅，一生都在研究它。他准备了很多套《曾文正公全集》，经常拿来作为奖赏送人。他
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叮嘱儿子蒋经国必须读的书中就包括《论语》、《孟
子》、《曾文正公全集》、王阳明的书等。他认为曾（国藩）、左（宗棠）能打败洪（秀全）、杨（
秀清）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他一生的对手敌人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也是对他敬佩不已，可不仅是因为是老乡的原因。他认为：曾国藩建立的功业
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两个都是曾国藩的“信徒”，中国两个最大党派的领袖，为什么最后
蒋会败在毛的手下？我的分析，蒋把曾文正放高高在上崇拜的地位，他没有超越之心，时时学习，效
仿，他的言行、教诲，他都照搬过来。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
藩。 而毛却是在学习的同时也在批判，以知己知彼的态度，伴以超越故人的野心，请看他词中对古代
著名君主的评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笔不行，没文化”，“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不如我风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介武夫而已，即使是偶像也不会全
盘照搬，而是要学他并不断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利用，最终“超越”他，学古而不泥古。从蒋毛两人的
字体也可以看出两人个性之差异：蒋的字一板一眼，方方正正，个性古板；毛的字龙飞凤舞，不拘一
格，个性张扬。蒋介石在与毛泽东重庆会谈后的日记里写到：（毛）阴阳怪气，绵里藏针。吾料其不
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前一句很准确，绵里藏针的性格应该很难对付，他怎么会推断出不能成
事的结论？这一错误的判断是致命的，他的轻敌导致他最终输在毛的手上，可见其并没学到曾国藩的
识人之道。 毛最终把蒋赶到了台湾岛，蒋在台湾偏安，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毛在大陆忙运动，三反五
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想要把红旗插上台湾岛，最后谁都没成功。他们的前半生都很成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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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半生都不太成功。他们这时候可能都已经忘了曾文正公，因为曾文正公教过他们修身养性、读书
做事、治兵方略、战争谋略，却没教过他们做总统或主席，因为曾国藩自己没想过做皇帝。
2、09年9月10日随手翻翻萧一山的《曾国藩传》（东方出版社），P157有一段话是我在之前所读到的
关于曾国藩的评价中未曾读到的，特录如下：再以湘淮军造成私人的军队，后来演变成军阀一事而论
，有人也归咎于曾国藩，说是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其实国藩更不能负这个责任。他在坚辞节制四省
的奏折中说：臣与左宗棠往返熟商，规复浙江，惟当竭诚合谋，断不敢稍存畛域。所以不愿节制四省
，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
世争权竟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区区徽忱，仰祈鉴纳。“外重内轻
，机括甚微”，他确乎是有先见之明的。其所以讽刺李鸿章的脚跟下之淮军，并且在捻乱平定后，奏
请遣散湘淮军，可见他的用心很深，非李鸿章一般人所能了解。这件事为整个的政治着想，清廷当然
要说他“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若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把湘军遣散了，使湖南人“愤郁惨沮
”而相率加入会党，反替革命党增加很大的势力。假如不是李鸿章把淮军变成私人的军队，何以能树
立汉人政权，让袁世凯利用新军来推翻满清呢？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成功，就是假借这两种力量，
可见天下一切的事理，都有相反相成的作用。他们对于民族革命的功过也足以相抵了。过去常常读到
的，是湘军开了私人军队之风，虽然承认它对巩固清朝的政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似乎更多的是
批判，因为从直接的结果来看，它导致了民国的军阀混战，人民的流离失所。但萧一山的眼光独到初
就在于此——他把这个事件放置在大历史的框架来讨论，由此得出了正反两个相生相成的作用：一方
面，湘军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最终导致了军阀的诞生，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它的解散，为革命增加
了势力，它的被继承，最终成了清朝灭亡的最直接原因。由此我想到，茅海建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湘军
并不是进步的、能够促进现代化的，相反，甚至它还是反现代化的这一推断，有他的合理性。湘军的
打造和形成，很大原因是照着明朝的“戚家军”的模式。它的目的，在统领是维护统治维护礼教，在
兵将却只是升官发财，这一切可以说都和现代化无关——虽然有运用到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说，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它是反现代化——它并没有按照现代军队模式来打造这支军队，这是领导者眼光
未到，同时也是思想未开的结果，相反，因为它过早地暮气重，导致了作为领导者的曾国藩下了很大
决心来裁减，如果曾国藩有现代化的眼光，当然，还需中央又如此的眼光，这支军队的下场决不至此
。不过，看曾国藩之后，所谓现代化军队，其实到今天都是一句空话，现代化的只是武器，而真正的
现代化思想——即军队国家化，从未曾武装到中国的任何一支军队上。由此，我觉得，如果站在今天
，以现在的目光来要求曾国藩，我们实在显得有些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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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07页

        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悖矣。倘能觉悟到此种境
界，自然可以除去自私自满之见，往大道上迈进。否则坐井观天，画地自限，没有伟大的人生观，焉
能有伟大的学术事业？所以觉悟是做人的归宿，由于天才而来，也由于学问而得。

2、《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73页

        国藩始终认为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教育。他的精神教育
，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作官治军，用人行政，无一不本此原则而行。他对于当时“变乱是非”、“
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社会，是非常痛恨的！他骂“软熟和同”的乡愿，是“人间桔槔故态”，先想
用“矫枉过正”、“慷慨激烈”的豪侠精神来打倒它，后来知道牢不可破的积习太深了，恶势力的阻
碍太大了，只是直道而行还不够，遂又想从精神教育做起。他的精神教育内容是什么呢？仔细的分析
起来，不外“公”、“诚”二字。

3、《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78页

        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换一次朝代，总
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战，然后天下才得一统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乱虽给人民无
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
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4、《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90页

        曾国藩不循私情，不计恩怨，确能拔擢真才，不愧一时领袖。李鸿章却不然⋯⋯后来李居当路凡
四十年，自视太高，与其故吏稗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
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所以他没有培植什么人才出来。这是他贻误事机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
乡观念很重，光绪元年，他到北京入觐，候乡试恩科发榜，安徽竟无一人，他就怏怏口出怨言。曾国
藩虽亦利用乡土观念，但只是为打仗团结，绝非植党声援⋯⋯李鸿章重视部属乡里，才造成袁世凯、
段祺瑞的北洋系，为中国军队添封建割据之观念，为近代社会长贪污循私之风气。

5、《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12页

        可见他是有自知之明的。青天难上，螭虎守关，象征着朝廷的政治舞台之仰不可及，被亲贵权要
把持着，哑哑群乌，翅短情急，有什么办法长往紫窟呢？衮衮百官，可以休矣！一旦凤鸣云中，震断
九州，松生太华，飞送清渭，丹心瑶池，螭柱金钟，这才是儒生非常的事业，雉卵变龙的机会。他似
乎很清楚的看出他的治国经纶，在满清政治的场合中，绝不容易实现，只有像孤风纵松一样的待时而
动了。果然晴天霹雳，太平天国发难金田，清朝如摧枯拉朽，行将不能支持，而国藩屠鲸斫蛟喈凤变
龙的机会到了。

6、《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04页

        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固勉株积寸累得来，若大成的学问，圣王的德业，只靠辛苦
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7、《曾国藩传》的笔记-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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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由学问而来，千锤百炼，是有相当把握的；事业由天才而来，一曝十寒，是不大靠得住的。
古人说，“不学无术”，其中颇有很深的道理，故以霍光、寇准之功业，仍不免见讥于史家，而曾国
藩一生都从经世之礼学为出发点，所以他的道德勋名绝不是偶然的。

8、《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02页

        老实讲，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转变，所谓“三变”者，乃其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因时世而措
之宜，所谓“执两用中”而已。他的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
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相济，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这种伟大
的成就，岂是偶然的！

9、《曾国藩传》的笔记-第55页

        经世学⋯⋯在现在是合历史政治哲学为一途的。经世学的“体”是历史和哲学，“用”是政治与
经济，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步骤是格致、正诚、修齐，道理是“执两而用其中于民”，精神是“守先
待后，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屑为“一身家之谋”，以“明道救世”为功，而不愿作无益
之诗文。

10、《曾国藩传》的笔记-第111页

        可是小雅怨诽而不乱，国藩的诗中是有这种意味的。壮怀莫展，则思田园之乐；国步方艰，则有
澄清之志。消极与积极的观念之冲突，自憎与自尊的情感之对立，曾国藩究竟怎样来统一呢？他既了
解中庸的道理，无论如何，对于环境的应付，尚觉裕如。“百变不离其宗”，他的中心思想，总离不
开经世之礼学，有时候发点牢骚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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