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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内容概要

《曾国藩大传》毛泽东曾说“独服曾文正”，对曾国藩的评价极高，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
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蒋介石
也将曾国藩公开奉为宗师，用曾国藩一整套学习、自省的方法要求自己、教育子女、治理军队、推行
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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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作者简介

马东玉，生于194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辽宁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辽宁师范大学历
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张之洞大传》《梁漱溟传》《八国联军侵华史》《雍正帝本传》《清代社
会文化——清代人物传稿》《清朝通史》（咸同卷）《辽宁通史》（经济卷）；主编合著出版《中日
关系全书》，《清代全史》《中华百科要览》《中国历史学大词典》《经济人物列传》《中华魂·廉
政卷》《中国近代史》等书。发有中国近代史、经济史和传统文化方面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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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书籍目录

“曾国藩现象”的历史回顾——代前言一　“巨蟒转世”二　八字家决三　少年得志四　学宗朱子五
　十年七迁六　为国藩篱七　墨绖出山八　初办团练九　发愤练勇十　改革军制十一　湘军成军十二
　传檄出师十三　湘军初战十四　湘潭之胜十五　夺取武昌十六　田镇再胜十七　九江鏖战十八　兵
败湖口十九　再度整军二十　苦战江西二十一　军饷问题二十二　委军家居二十三　再度出山二十四
　三河丧师二十五　李二献策二十六　进兵安徽二十七　身膺江督二十八　二李见背三十　拒绝“勤
王”⋯⋯附录一：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附录二：曾国藩家族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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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章节摘录

三 少年得志曾国藩出生后，由曾祖父为他取名宽一；道光九年（1829）年赴衡阳唐氏家塾读书时取名
子诚，取字居武；第二年又至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改号涤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后，改号
伯涵，又取名国藩。曾国藩6岁时，祖父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
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国藩也就随父亲读书了。曾麟
书自知天分不高，自己的功名无大希望，于是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
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工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
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工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
也好，到9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读到14负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很有才名，那年，
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诗文
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
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
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氏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儿女亲事，欧
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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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编辑推荐

《曾国藩大传》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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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精彩短评

1、比较详细的记述了曾国藩的生平以及和他一起的一群人对了解他有一定帮助
2、有一种读三国的感觉~
3、本书可以说是对曾一生的总结，对他幼年出生时的蟒蛇转世的传说写的很生动奇妙，年轻时严格
要求自己，在道德、工作、家庭等多方面都有写到，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本书排版还好，正
版书质量都很好
4、珍藏，喜欢读这段历史！
5、书的内容、质量和送货时间都还不错
6、书不错，包装好，内容也很好
7、还可以吧，关于他的书太多了！！！
8、啥子书喔，那么多空白页。
9、马东玉先生写的曾氏简传，个人觉得比唐浩明的小说客观真实的多。
10、真的写了一生，如果可以把点小事，和表现心理活动的活动都写出来就更好了。
11、早听说了做人曾国藩,做事胡雪岩,这是第一次看有关曾国藩的书,给我以后看曾国藩著作奠定了基
础,不错
12、作者的个人立场太过鲜明，愚以为不适合写历史。
13、读过唐浩明写的《曾国藩》，对于其他关于曾国藩的作品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其实这本书也还行
，叙述了曾国藩的功绩、思想和处世之道。如果只想对曾有个大致的了解，这本书不错；如果还想深
入了解曾国藩，这本书是不够的，需要读唐浩明的那本小说。
14、思路决定出路。人所奉行的思想和原则很重要
15、比我想像中的差很多啊，建议后面的同志不要买此本书
16、写得很好读。值得一看。
17、以古为鉴
18、写的很一般，但很适合普通人阅读！
19、一本了解曾国藩的入门级读物，较为好懂，较为通俗。想了解曾国藩这个人，这本书值得一读。
当前，就是一般的人，也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看看一个在当时极度成功的人，是怎样奋斗的。看看什
么叫耐得住寂寞、清贫，看看什么叫矢志不移、屡败屡战，看看什么叫任劳任怨......
20、关于曾国藩了解并不多，只是很多人说他值得学习，于是选了一本简单易懂的来读，比起他的那
些家书，这本书无疑简单、易懂，印刷也还好。
21、对于想粗略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读者，这本书值得看。但作者对曾国藩的态度偏正面，对一本传
记来讲，应该由读者自己评判。
22、中兴之臣,详细的描绘了他为中国所作出的贡献
23、马东玉老师治学严谨，此书针对曾国藩所研究的史料详实，评价中肯、客观！美中不足的是书中
存在个别错别字，这可能是印刷时校对不严之过吧！已算不错！值得推荐！
24、里面的内容，觉得乏味，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没有耐心看下去
25、半古文半现代文的写作方式。更多的是曾国藩的生活summary.漏了很多想看到的细节。:(
26、没看完。。。前面还好后面读不下去
27、匆匆翻完了此书，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天才，也不是屡创奇迹的传奇，而是一个踏踏实
实小心翼翼严格要求自己的苦行僧。从一个农家弟子到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人物，不能说他运气不
好。但还真不仅仅是命运的垂青：镇压太平天国同期的团练大臣五十多位，只有曾国藩登上舞台力挽
狂澜。看不出他是一个多么圆滑世故，但却能在无权无勇的情况下利用资源创建发展湘军。不像一个
会笼络人心的政治家，但发掘的大批人才对其忠心耿耿口服心服。犯错会反省，立大功能够急流勇退
。位列汉人大臣之首，却仍艰苦朴素并严格要求家人。越觉得他平凡，越感到他的伟大！
28、对于曾国藩，我们所关系的也是义和团的斗争，历史教课书上说是封面王朝的一次对农民起义的
扼杀，是逆历史潮流。呵呵，好好看一看一个王朝将落时的重臣的心路里程
29、　　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虽然明显的带有政治标签色彩，却是史料翔实，只要跳过那些累赘的政
治色彩评论，能从阅读中得到基本的历史面貌，在那时的环境下，难能可贵。读张之洞大传时就体会
到马先生的尊曾（国藩）贬李（鸿章）倾向，在这本书上还是能体会到这点。　　　　相比之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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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之洞大传更多更直接地引用史料，甚至有点过分引用的倾向。而曾国藩大传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
转弯，通篇极少直接的史料引用，有几处马先生竟然用到小说笔法，让我以为在读唐浩明的书的错觉
。马先生的这个转变让我始料不及，有种被颠覆了对马先生的印象的味道。　　　　马先生的曾国藩
大传，总体感觉上比较简易，不追究细节，基本上有流水帐的嫌疑。以至于其篇幅不达张传的三分之
二。当然，这和张传中包含了很多清史的介绍不无关系。比如张传很详尽地介绍了清代科举的细节，
曾传就不再细说了。　　　　与张传相同之处是马先生总是隔三岔五地要站到台前作几分评论，不过
较之张传，这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体现了2008年的意识形态形势的进步。
30、值得一看得好书 文字内容 生动易懂
31、与以往看得差不多，只能算简读本，大致了解一下其人的生平
32、对其所写内容感觉是拼凑的，买了后悔！不值得买，也不值得花时间读！
33、历史值得人去了解，尤其是本国的历史，自己的根。
34、1、书中插图印刷不清晰，让人怀疑是盗版，看看纸质又不像。2、内包装塑料袋应该取消，节约
能源减少污染！
35、给我的感觉像是大概的描述了下曾的一生重大事件！并非我想要的曾为人出世的经典！但还是很
佩服他！换做是我真的做不出这些事来！ＰＦＰＦ！还是喜欢的！但也许看完这本书后，更多的是我
们自身的归纳总结！
36、跟杨天石和杨奎松二位教授的治史水平和叙述内容比起来，明显差很多。很明显的，除了着重描
述太平天国斗争，其他的内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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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精彩书评

1、曾国藩忍辱负重建立湘军后两度自杀（我才读到65页）第一次湘军初战受挫，曾国藩坐在自己的船
里五内俱焚，表情也有点不正常，左右发现不对随护左右，结果曾还是趁他们不注意跳水了。回长沙
之后，曾绝食了。让弟弟买了棺材，还给咸丰写了遗折。幸亏这时候传来了湘潭大胜的消息，留下了
曾国藩一条命。湘潭大胜后又经历了收复武昌的胜利，这时候曾又陷入了困境——兵败湖口。曾国藩
又耍起了自杀的新花样——“牵马过来”这位爷就准备骑进敌营被太平军杀死了。同志们苦苦劝慰，
才又保住了他的命。好玩的是，这位大爷每次自杀前的思想活动——回去那些人肯定又会笑话我；皇
上肯定又得批评我，我不活了！再说这书，看到现在倒不像是曾国藩传，挺像湘军大事记的
。201203131864年，曾国荃攻陷太平天国大本营天京（南京），于是，悲剧开始了。曾国荃部湘军本
就杀人成性，入得城来，不管是太平军战士还是无辜市民，只要遇上，全部刀枪相向。几万百姓、数
千太平军，几天之内被杀光。当时南京城内流火铄金，尸体腐败无人过问，以致“秦淮河上，尸首如
麻”“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有没有活下来的，当然“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就是全部被
抢掠奸淫了。部将李臣典日夜奸淫妇女，终因淫乱过度致病，十余天后一命呜呼，死时年仅27岁。杀
人是为了什么？抢掠财物！王府抢空了，就去逐户抢劫市民百姓。挖地拆屋、掘坟开墓，抢完之后就
四处放火、焚烧房屋。大火从六月三日烧到十四日才因为天降大雨而灭。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完全觉
得我们没必要再拍什么《金陵十三钗》回味民族苦难了。那苦难即使日本人没带来，中国人自己也会
制造的！历史书里净是什么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国耻不能忘之类的论调，可是我们中国
人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啊！0316
2、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虽然明显的带有政治标签色彩，却是史料翔实，只要跳过那些累赘的政治色
彩评论，能从阅读中得到基本的历史面貌，在我们的政治环境下，难能可贵。读张之洞大传时就体会
到马先生的尊曾（国藩）贬李（鸿章）倾向，在这本书上还是能体会到这点。相比之下，张之洞大传
更多更直接地引用史料，甚至有点过分引用的倾向。而曾国藩大传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通
篇极少直接的史料引用，有几处马先生竟然用到小说笔法，让我以为在读唐浩明的书的错觉。马先生
的这个转变让我始料不及，有种被颠覆了对马先生的印象的味道。马先生的曾国藩大传，总体感觉上
比较简易，不追究细节，基本上有流水帐的嫌疑。以至于其篇幅不达张传的三分之二。当然，这和张
传中包含了很多清史的介绍不无关系。比如张传很详尽地介绍了清代科举的细节，曾传就不再细说了
。与张传相同之处是马先生总是隔三岔五地要站到台前作几分评论，不过较之张传，这方面已有了长
足的进步，这个体现了2008年的意识形态形势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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