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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回到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
，向读者揭示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真正秘诀，围绕“权力”与“世风”这两个重大问题，展示了曾国
藩为人处世之道与领导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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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绪义。
曾国藩故里湖南双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历史专栏作家，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员
。
出版有《溶进秋香》、《瓦砾下的思想》、《刘绪义诗经心得》、《刘绪义读春秋》、《历史给谁来
酿酒》、《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湖湘文化讲演录》等著作多部。
其中《历史给谁来酿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是一部品读曾国藩的畅销书，《北京日报》、
《中华读书报》、《解放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均曾作过报道和评论，反响巨大。
作为国内曾国藩研究的青年学者。
近年来声誉鹊起，人称“小易中天”。
多次应邀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作关于曾国藩为人处世、领导艺术方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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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局：不白不黑不痛不痒1.鸦片传说说起19世纪的中国史，大凡都可以用“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概
括。
这“变局”似乎都与一种叫鸦片的物质有关。
而这种物质却恰恰是从一种绿色植物中提取出来的。
它有着最美艳的花、最诱人的香，某种意义上它和任何一种其他绿色食品没有区别。
史学界围绕着鸦片这种“绿色食品”有过太多的讨论，似乎一切症结都归结于鸦片。
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特地为发生于1840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正名：“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
方皆为鸦片而战也。
’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
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
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关于鸦片的传说浸淫着整个19世纪的历史。
这个名称果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看不见得。
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缘于禁烟，特别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
某种意义上，禁烟才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
然而，即使是叫鸦片战争，为什么却偏偏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
要知道，当时的大清政府，明文禁烟已有百年历史，它好比历史上的反腐败一样，并非19世纪的新鲜
事物。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
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
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史学家才言之凿
凿地断定，中英之间的这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然而，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事关英国国库收入、国民所得的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英之间？
这似乎又有理由可以证明，盖英国要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
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曾为此“忧心仲仲”，并专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呈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
强尤其是法俄两国加以制止。
既然鸦片有如此之利润，美国为何没有看中这一“商机”？
英国为何看中了中国？
据史家之说，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
而鸦片战后，英政府又“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
为何战前战后英方的感受却如此大相径庭？
鸦片的传说还和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联结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好比一个童话，至今仍然活
在历史教科书中，而“鸦片之路”看上去“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
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竟然是“赠之以丝绸，报之以鸦片”的最
初版本。
换成今天的一个时尚的话语，便是贸易逆差。
“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
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于是便有了顺理成章的论述：“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
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
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
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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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
实性。
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
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
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
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
西方。
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
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
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
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
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一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
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
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
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
”这类看似高屋建瓴的论述，实则破绽百出。
正如今天美国因为经济衰退而找到了贸易逆差的借口，同时又为贸易逆差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借口一样
。
既然仅贸易逆差就达1600多万两白银，怎么能说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国家？
难道这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纸糊的不成？
如果说中国处于中世纪文明，就成了大英帝国的目标，那么非洲呢？
南美洲呢？
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难道有错？
西方的宗教难道不是为了内心的安宁？
实质上，仅茶叶一项就可以打败英国的中华帝国，让大英帝国充满了恐惧。
中国的可怕正在这里。
他们对西方那些代表先进科技的热气球、望远镜之类的“礼物”毫无兴趣，这类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
东西在他们那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视，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自尊。
如果把大英帝国的扩张仅仅归结于贸易，简直是贻笑大方。
他们要的是征服全世界。
他们之所以选择鸦片做突破的工具，原本就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一个谋划深远的阴谋。
这和当年他们派遣传教士来华一样，他们看到的是鸦片那销骨摧朽的魔力。
这远比他们诉诸武力来得彻底和强大。
而武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鸦片阴谋遭受重创之后的穷途匕见。
这又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北美被人掀翻以后，恼羞成怒的英国人不顾一切诉诸武力一样，而当他们
强大的武力在北美人那里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之后，无计可施，不得不承认现实。
鸦片的传说不攻自破。
然而，不幸的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们没有能抵挡住鸦片的侵略。
有人称：“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还有多少常识？
试想，你让任何一个西方人尝试这样一种“绿色食品”，看谁能抵挡住这种生理上的依赖？
只须看看今天的欧美国家吸毒现象之普遍即可见分晓。
他们懂得鸦片最初是医疗上作为镇痛的药物在使用，然而，却不懂得这种镇痛物何以大规模地进入中
国。
自古希腊人发明鸦片这种药后，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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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中国的出现早在西汉。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
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
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中国人把“阿”音又发成了“鸦”音。
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
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
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
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
”“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大约1600年，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
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
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
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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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百家讲坛》重磅作者全国新视角深度揭示官场秘诀，湖南乡性表书写曾国藩从愤青到圣人的巨变，
重新解读毛泽东、蒋介石共同推崇的晚清第一人。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_人的表面，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
一个民族的心灵。
曾国藩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介儒生，如何在死后被满族政权封以文疆最高谥号“文正”，又如何事事开
风气之先，俨然晚清思想解放第一人？
他在《清史稿》中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人”，并且仕途上总是步步高升，他凭什么成为后世景仰的
善始善终人物？
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尽管受大意识形态的左右，但是人们对于这位争议
蜚然的尴尬人物，仍然乐于追思不绝，以期获得他“居官不败之道”。
在权力斗争和道德修养之间，他是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以⋯一种教程的方式
为读者深度解析晚清危局中曾国藩的为官、为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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