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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册）》

内容概要

　　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破译一个家族的密码，探求一个民族文化的底蕴。曾国藩家书的内容远非
治家一项所能涵盖。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者治学的经验之谈，是
一个成功者对功名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读懂这样一
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
得借鉴之处。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从哪些方面来评说曾氏的家书，它有哪些特色，为什么
会引起各方特别的重视，为了便大家了解，我们特简要介绍如下：　　1．《评点》介绍了曾国藩的
家世、学养、人脉关系。举凡曾氏大家庭、小家庭的每位成员，与曾氏有较密切交往的亲戚朋友，《
评点》中都将眉目清晰的予以介绍。读者将可以从中知道曾氏终生崇拜的偶像是他的祖父，而他的祖
母却比祖父整整大7岁，母亲又比父亲整整大5岁。他的两个儿子都短命，五个女婿几乎都不争气，至
于接续曾氏家庭的大功臣，却是他的二儿媳&hellip;&hellip;　　2．《评点》交代了所选家书的时代背
景。曾氏所办的许多事都与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勾勒出其时代背景，将有助于读者对家书及其本人
的更深了解。如曾氏出山前夕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情况，为什么团练最先会在湖南出现。又如慈禧太后
为什么会特别重用曾氏。还有，十几年的战争给当时百姓带来的灾难：富庶的皖南居然公开卖人肉，
每斤标价120文&hellip;&hellip;　　3．《评点》讲述了大量信中只是略微点到，而读者又非常感兴趣的
话题。比如慈禧与恭王的矛盾，撤湘军的内幕，淮军崛起的原因，曾氏的身体状况，他最后死于什么
病等等。　　4.《评点》介绍了晚清的官场典章制度、社会习俗等等。比如九品十八级的官制、官员
的月薪、年终奖、年终考核等。还有，一个教师当以可以赚多少钱，一个医生的出诊费多少，一个丫
环值多少钱。当时的物价怎样，一两银子究竟是个什么概念等等。此外，针对家书中所常见的经史引
文，《评点》将说明出处，笺释其义，帮助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增加国学知识。　　5．曾氏湘乡老
家典藏的家书中在清末付刻时有的去掉不用，有的则删去某些段落。这里面有哪些外人或后人不知的
原因？《评点》会在相关的家书后面告诉读者：有的是为了顾全曾氏本人的面子，有的是为了顾及李
鸿章兄弟的面子等等。　　6．曾氏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外交极有影响，《评点》在相关
章节中介绍了曾氏的言行对蔡锷、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等人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并通过他们而影
响中国近代政局。　　7．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视角来考察曾氏的思想，分析曾氏有哪些方面对今人
仍有启益价值和借鉴价值，是《评点》作者用力最多的部分。比如作者将会细致地分析曾氏有关求缺
的思想、惜福的思想、不留钱财给子孙的思想等等。　　8．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
领悟，是《评点》的最大特色。比如推动曾氏将湘军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究竟是什么？又如曾氏官越
大、权越重、心里越恐惧、行动越谨慎。他为什么会这样？作者在评点曾氏为母亲办丧事时，提出
了&ldquo;孝道平衡了&lsquo;三从四德&rdquo;&rsquo;的观点；在评点曾氏教子时，提出聪明并不是人
的重要美质等等，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评点》学养厚实，视野开阔，笔调轻松闲适，摇曳
多姿，阅读起来既像读历史故事，又像是读文化随笔，既是在说昨天，又是在说今天，既可让人益智
敦品明事晓理，又可让人赏心说日休闲养性，的确是一部将文、史、哲冶于一炉的难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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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册）》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费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
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
曾氏的异代知己。　　这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系唐浩明从曾氏存世千余封家书中精选三百
多封加以评述议论。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
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世界、破译一个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
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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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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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二月十二日  禀祖父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禀父母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致诸弟  道光
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禀父母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禀父母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禀叔父
母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致诸弟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禀父母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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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册）》

章节摘录

书摘四位老弟足下：    二月有折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写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二十四所发家信，
无事不详悉，忻喜之至。此次眼尚微红，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禀堂上。一切详此书中，烦弟等代禀告
焉。    去年所寄银，余有分馈亲族之意。厥后屡次信问，总未详明示悉。顷奉父亲示谕，云皆已周到
，酌量减半。然以余所闻，亦有过于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来，务求九弟开一单告我为幸。 
  受恬之钱，既专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则可以还江岷山、东海之项矣。岷山、东
海之银，本有利息，余拟送他高丽参共半斤，挂屏、对联各一付，或者可少减利钱，待公车归时带回
。父亲手谕要寄银百两回家，亦待公车带回。有此一项，则可以还率五之钱矣。    率五想已到家，渠
是好体面之人，不必时时责备他，惟以体面待他，渠亦自然学好。兰姊买田，可喜之至。惟与人同居
，小事要看松些，不可在在讨人恼。    欧阳牧云要与我重订婚姻，我非不愿，但渠与其妹是同胞所生
。兄妹之子女，犹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别也，故同姓不婚。中表为婚，此俗礼之大失。
譬如嫁女而号泣，奠礼而三献，丧事而用乐，此皆俗礼之失，我辈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义告牧云
，吾徐当作信复告也。    罗芸皋于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备尝辛苦，为从来进者所未有，于二十七日
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补行复试。湖南补复试者四人。余在园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
复试，正场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数甚多。四等十三人，罚停会试二科。补复者一等十人，二三
等共百六十人。四等五人，亦罚停二科。立法之初，无革职者，可谓宽大。湘乡共到十人。邓铁松因
病不能进场。渠吐血是老病，或者可保无虞。    芸皋所带小菜、布匹、茶叶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
多，何以并无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诗已圈批寄还，不知收到否?汪觉庵师寿文，大约在八月前付到。五
十已纳征礼成，可贺可贺。朱家气象甚好，但劝其少学官款，我家亦然。    啸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
已没字样，甚为哀痛，归思极迫。余再三劝解，场后即来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于二月初八
到京，复试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清吉。余耳仍鸣，无他恙。内人及子女皆平安。树堂榜后要南归，
将来择师尚未定。    六弟信中言功课在廉让之间，此语殊不可解。所需书籍，惟《子史精华》家中现
有，准托公车带归。《汉魏百三家》，京城甚贵，余已托人在扬州买，尚未接到。《稗海》及《绥寇
纪略》亦贵，且寄此书与人，则必帮人车价。因此书尚非吾弟所宜急务者，故不买寄。元明名古文尚
无选本。近来邵蕙西已选元文，渠劝我选明文，我因无暇尚未选。古文选本，惟姚姬传先生所选本最
好。吾近来圈过一遍，可于公车带回。六弟用墨笔加圈一遍可也。    九弟诗大进，读之为之距跃三百
，即和四章寄回。树堂、筠仙、意诚三君，皆各有和章。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
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
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
，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    澄侯、温
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安五、蒋一来，接到父亲大人手谕及各书函，欣悉温弟生子之喜。
至慰至慰。我祖父母生平无一缺憾之事，惟叔父一房后嗣未盛，九泉尚未满意。今叔父得抱长孙，我
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
，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    安五等途次
遇贼，迂折数日始归正道。彭雪琴亦于袁州遇警，抛弃行李，与安五等同步行数百里，千辛万苦，现
尚未到大营。    江省于十一月初十日临江失守，十一日瑞州失守。两府同陷，人心皇恐，不得已调九
江周凤山全军前往剿办，暂解浔城之围。吾率水军及湖口、青山两处陆军尚驻南康，安稳如常。    吾
今年本拟付银百两回家，以三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二十两为叔父大人含饴之需，以五十两供
往年资送亲族之旧例。此时瑞、临有贼，道途阻梗，不能令长夫带银还家。昨接冯树堂信，言渠将宝
庆捐功牌之银送二百两与子植，为进京之川资，不审已收到否?如已收到，即请子植先代出百金，明年
来大营如数给还，或有所增加亦未可知。如未收到，即请澄侯代为挪借百金，即付还归款也。资送亲
族之项，比往年略有增改，兹另开一单，祈酌之。澄、沅、季三位老弟左右：    初十日接澄弟及纪泽
儿二十八信，沅弟二十九日自县城发信，具悉一切。温弟忠榇初三自黄州开行，尚未到省，殊深系念
。日内想已到矣。纪寿侄既奉恩旨交吏部带领引见，其叔父人人诰封，仍当咨部恭领诰轴。盖第二次
谕旨中有“着再加恩”字样，再字即承前次诰封之旨言之也。请谥一节，不敢再渎矣。    澄弟信中变
格谶语之说，兄早虑及之。七年闰五月十七初得谕旨时，正在白玉堂拆阅，叔父欲将此四宁悬匾槽门
，余不甚愿，亦未免中有所忌。然此等事，冥冥中有主之者，皆已安排早定。若兄则久已自命为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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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子，与其偷生而丛疑谤，又不如得所而泯悔憾耳。      沅弟问克复景镇作何调遣，目下镇贼狡悍，似
难遽克。既克之后，如湖南渐安，萧军复来，则当全力以规皖南；如湖南尚危，萧军留湘，则且休兵
以驻湖、彭。是否有当，俟沅弟来营面商尚不为迟。    纪泽儿问地图六分，可否送一分与文辅卿。此
图刻板在新化，尚属易购，可分一与文也。所论怀祖先生父子解经，什九着意于假借字。本朝诸儒，
其秘要多在此，不独王氏为然。所问各书：《易林》长沙蒋氏曾刻过；《汉魏丛书》亦有之；《逸周
书》，杭州抱经丛书有之；唐石经，陕西碑洞有之，唐开成元年刻字，类欧帖，可托人刷买，郑南侨
现官陕西，亦可托也；《北堂书抄》不多见，抄本尤为难得。泽禀中“讹”、“伪”误作两字，“喙
”误“啄”，附告之。并问诸弟近好。    在捻军大炽苏皖豫一带时，有一个名叫李兆受的豪强崛起于
安霍邱，部卒有三万余众，攻城略地，与捻军相呼应。    咸丰八年，李兆受投诚清廷。清廷将其部卒
改编为“豫胜营”，封李为营官。李从此改名为世忠。李之军饷不从朝廷领取而靠自己贩卖盐来获取
。李为人强悍跋扈，为争盐与苗沛霖多次械斗，亦因此结怨于湘军。    在曾氏的眼里，李虽为一品衔
提督，但始终是个异类。相处之法，与其他从太平军、捻军中投降的将领是同样的：宽在名利，严在
礼义。也就是说，在钱财和宫位上，可以大方地给予，以便笼络；在情感上则严守亲疏之分，不与之
多往来。当年那些从敌方营垒中投降湘军的人员，若看到曾氏的这封家书，不知作何感想!    曾氏命李
鸿章招募淮军，除开李是安徽人外，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那便是李是他真正意义上的门生。出自
农家的曾氏，十分看重旧有的联系对新组的团队的作用。细细分析早期湘军营哨官，大多都有血缘、
地缘、业缘的关系。        李出身翰林，又有过多年带勇的阅历，能办事，已积功保至道员，再加之师
生这一层关系，应该说，李是曾氏心目中最合适的统领人选，曾氏在李及淮军的身上寄予很大的希望
。无论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还是为了笼络李这个志大才高的新秀，使之成为自己真正的心腹，曾氏
都必须对李格外提携。就在李组练成军开拔沪上的前夕，曾氏在参劾江浙两省的巡抚薛焕、王有龄的
同时，咐件密保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
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李鸿章抵达上海十七天后，便接到朝廷命他署理江苏巡抚的上谕。    二十
多年前，当曾氏刚中进士入翰苑的时候，其祖星冈公所说的“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的话，
体现了一个乡间农人的长远见识，这句话让曾氏一辈子牢记。当家门鼎盛之时，他又重提乃祖之训以
教育子弟。曾氏的这个守农思想，从今天来看，固然有落后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在内，但它也有另外
的一面。即虽处富贵亦不忘贫贱时，不因富贵而骄人，不恃富贵为根本，这些方面仍对今天有启迪价
值。试想当今有不少人一阔脸就夏，仗势欺人，还有不少暴富之徒纸醉金迷、骄奢淫佚。与曾氏那虽
有点陈旧的观念相比，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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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大人物的心灵世界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
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
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百姓，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
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    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为何此人能
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
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
，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
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
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
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
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
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芜杂，在眼下信息爆
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
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
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
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
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作为一个个体生
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
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
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
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
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    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
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清末民
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云：吾阅性
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信中所说的，出自曾氏咸丰七年十二
月十四日致沅弟的信。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曾氏家书，过去被当做治家圭臬
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多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今天人们的
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又担负了其中的主要
责任。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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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系唐浩明从曾氏存世千余封家书中精选三百多封加以评述议论。
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
读者一道，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世界、破译一个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
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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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超精装，好作者。
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3、该作品明显自视过高
4、这个还没看内
5、包装很是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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