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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并非蛇足的&ldquo;务虚&rdquo;　  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
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ldquo;中兴&rdquo;之际
，&ldquo;时势&rdquo;造就出的一班所谓&ldquo;中兴名臣&rdquo;，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
常的社会和人生&ldquo;大戏&rdquo;，既反过来影响&ldquo;时势&rdquo;，同时也塑造个人。
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
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
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
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
，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ldquo;热点&rdquo;
。
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ldquo;古&rdquo;往今来，可谓夥矣！
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ldquo;史料&rdquo;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
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
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
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
虽说作&ldquo;全传&rdquo;决不能略其&ldquo;大面&rdquo;（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
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ldquo;新&rdquo;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人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
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
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ldquo;官道&rdquo;，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
重修身养性，以&ldquo;进德&rdquo;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ldquo;典范&rdquo;。
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ldquo;公忠&rdquo;；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
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
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ldquo;通箴&rdquo;，但真正像曾国藩
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ldquo;全才&rdquo;并不多有。
或可以说，他是那个&ldquo;畸形&rdquo;王朝的一个&ldquo;百科全书&rdquo;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
、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
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入&ldquo;社会&rdquo;和&ldquo;人文&rdquo;所属的两大门类。
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ldquo;辅&rdquo;相成与相&ldquo;
反&rdquo;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
其实，在曾国藩身上，&ldquo;矛盾&rdquo;现象是非常凸显的。
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
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ldquo;爱民&rdquo;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
，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hellip;&hellip;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
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
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
这一点，似乎可以从&ldquo;画论&rdquo;中获得灵感，而其&ldquo;形&rdquo;&ldquo;神&rdquo;关系之
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
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
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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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
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ldquo;形&rdquo;、&ldquo;神&rdquo;当为何指？
似可谓，&ldquo;形&rdquo;者，乃&ldquo;静态的表象&rdquo;；&ldquo;神&rdquo;者，则为&ldquo;内在
的韵致&rdquo;。
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ldquo;形&rdquo;人&ldquo;神&rdquo;，复活传主&ldquo;内在的韵致&rdquo;，
故而特别注意&ldquo;心态史&rdquo;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
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ldquo;评价&rdquo;，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
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
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ldquo;为中国近四十年
第一流紧要人物&rdquo;，&ldquo;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
不手中国近世史&rdquo;。
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
个&ldquo;中介&rdquo;。
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ldquo;虽名之为&lsquo;同光以来大事记&rsquo;可也&rdquo;，而书成之后，又
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
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
国近世史上的&ldquo;第一流紧要人物&rdquo;，当无问题。
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
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
真貌的必需背景？
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ldquo;帽子&rdquo;，作个怎样的&ldquo;鉴定&rdquo;，也就是不必
刻意追求的事情了。
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ldquo;评价&rdquo;，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
种&ldquo;贴标签&rdquo;、&ldquo;跳两极&rdquo;、&ldquo;压翘翘版&rdquo;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
此种迷误不无关系。
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
上，总体上尽量淡化&ldquo;评价&rdquo;，寓&ldquo;评&rdquo;于&ldquo;述&rdquo;。
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ldquo;评论&rdquo;，将&ldquo;论&rdquo;与&ldquo;
述&rdquo;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ldquo;评传&rdquo;的味道亦未尝不妥
，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ldquo;政治鉴定&rdquo;式&ldquo;评
价&rdquo;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
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
仅&ldquo;形似&rdquo;更要&ldquo;神似&rdquo;的展示&mdash;&mdash;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
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
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ldquo;时
段&rdquo;来设计&ldquo;章&rdquo;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ldquo;节&rdquo;（未出现&ldquo;节&rdquo;
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hellip;&hellip;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ldquo;事类&rdquo;，大
多&ldquo;节&rdquo;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ldquo;章&rdquo;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ldquo;
节&rdquo;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
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ldquo;流水账&rdquo;式的散乱杂陈。
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ldquo;言之无文，行而不远&rdquo;的古语诚有至
理。
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ldquo;原生
态&rdquo;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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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
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ldquo;务虚&rdquo;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ldquo;人实&rdquo;地具体观
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ldquo;表演&rdquo;，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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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所涉政事、军事、人事、德事、学事、家事⋯⋯蕴涵丰富
，意味隽永，堪称得——社会资鉴录、人生教科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

董丛林编著的《曾国藩传》论述了曾国藩生平功过是非，探究其内心的历史负荷与无奈，评价其文化
史上之地位。
为读者了解曾国藩其人、其事、其文提供了极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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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湘淮派系及相
关人物为所涉主要方面之一）。
出版《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百年家族——曾国藩（家
族）》，《李鸿章的?交生涯》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
力的异流》、《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论晚清名
士李慈铭》、《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等百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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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虽说曾国藩对绿营官兵不无染指改造之心，但事实证明此路他没有走通。
既然单纯举办传统团练不行，而官兵弊情又重，那么曾国藩就要另辟蹊径了。
他在这次上奏中明确表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意，他所谓“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
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至于训练章程，则系“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事情人们自当熟悉，而傅鼐则是乾隆、嘉庆之际人，曾在湘西编练武装，镇
压苗民起事，官至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
曾国藩特别提出要仿照他们的成法练兵，也是表明他不想胶着于通常的团练，并且，所编练的军队自
然也不能等同于官兵。
从这种种迹象看，曾国藩从名义上应办团练伊始，就没有货真价实地履行“本职”，压根儿就没想当
个团练头子，而是志在改弦更张地“练兵”。
当然，像上一节述及的，他传令绿营兵与他的营伍一同会操，似乎是要顺便加强对当地官兵的训练，
这也是一种“练兵”。
然而，不但因绿营方面的抵制，事实上未能很行得通，而且在曾国藩本意里，恐怕也没有对真的能改
造官兵抱有多大希望，此举的要旨，更在借以树立与强化自己的权威，可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
曾国藩也明白，只有借团练大臣的身份，才能编练属于自己掌控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在当时严格说来，是“勇”而不是“兵”。
那么，“兵”与“勇”的区别何在？
所谓“兵”，是指“官兵”，清朝国家的经制兵。
它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大类别。
八旗兵共二十余万人，平时以十余万驻京师，又以十余万分驻全国战略要地。
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分属各省，全国共有六十万人左右。
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地位和待遇上有明显差异，自然是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其具体制度和职能上也有
明显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国家的常备军、正规军。
就绿营而言，虽然是各省的“地方军”，但最终仍属国家的统编规制，其官与兵的设置，各地兵数的
多寡及马、步兵种的比例等，皆为国家所定。
“勇”则是因有战事而“兵”不敷用，所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力量，待战事完结或不再需要，便予解
散，不能常留。
自清朝前期，便有这种旋成旋散的勇营。
曾国藩正是借办团练之名而练勇营，并且使其勇营的地位和作用较以往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与国家
经制兵比肩而立乃至逐步胜出甚至取而代之的发展趋势。
事之伊始，关键在于曾国藩巧妙地解释和利用“团练”与“勇营”的某种相通性，使之移花接木，做
得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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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传》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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