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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晚清时期的天下第一奏折近年来，以清代皇帝后妃为题材的所谓清宫戏风行荧屏，生活在二十一
世纪的观众，借助现代化的媒体，过了一把“人间帝王家”的干瘾。
人们在熟悉了“朕”“万岁爷”“大人”这一类称呼的同时，对君臣朝廷之间的路数也略知一二。
看戏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上折”“递个折子”这样的话。
这个“折”“折子”便奏折。
奏折是当时大臣与皇帝沟通的一条最重要的管道，尤其是对地方上的官员而言，上一趟京师朝见皇上
是桩很难的事。
于是，一年到头大量的要政大事便通过奏折来禀报，并按照朝廷对奏折的批复来办事行政。
同时，奏折也是臣工与皇上感情联络的主要纽带。
皇帝可以从日常的奏折中看出所委大员对他的情谊深浅、忠诚程度、各朝廷贴心不贴心等等。
曹丕的一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话，曾经被无数文人所引用，并因此而自豪。
其实，对于通常文章而言，是攀不上“经国大业”这个高度的，惟奏折这种文章或许可以接近。
晚清是一个风云剧变的时代，乃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
现在仍大体完好地保存在国家档案馆数十万份军机处副录的奏折，是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最权威、最直
接、相对来说也是最为真实的记录。
在咸丰后期至同治年间，备受海内瞩目的奏章，当属两江总督衙门所拜发的各类折片。
以总督曾国藩为名义签发的这批折片，一时有天下第一奏折之称。
咸丰十年春，曾氏取代何桂清做了两江总督。
两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域宽阔，物产丰富，且人文荟萃，历来为国家的重要地区。
而眼下它的衙门所在地东宁府，却做了与朝廷对抗的敌国都城，攻克江宁便成了朝野上下压倒一切的
大事。
新上任的两江总督，又是肩负收复国土重任的湘军最高统帅，这个衙门自然成了天下关注的第一衙门
，从这里发出的奏折，几乎每份每篇都牵涉到当时整个国家的军政要务。
同时，此时的两江之主乃望重士林的一代文章宗师。
他所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在近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总汇
。
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两三百名才隽之士，当时的文章高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先后都
为他代拟过奏折，即便从纯文章的角度来看，两江总督衙门里所产生的折片也决不会是平庸之作，像
《参翁同书片》这样的折子，一时间全国各大衙门的师爷们争相传抄，广为播颂，奉为参折弹章的经
典之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评点者从曾氏存世的两千多道奏折中，选中其中最为精粹的四十七篇来加以述
说议论。
与对曾氏家书的评点一样，评点者会联系到该折产生的背景、上折人其时所处的状况、折子背后所隐
藏的复杂内幕等等，来为读者剖析这道奏折中的不为常人所知的曲折机奥，抉出其易为们所忽视的精
微细末。
评点者尤为注重的是，从这些奏折里所体现出的晚清时期大臣与君上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个身为朝廷
的部院负责人，是如何通过反映社情民意与积极建言献策，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才干，以求获得更大的
知名度，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一个处于大局重新洗牌的特殊时刻的离职大臣，是如何充分利用稍
纵即逝的天赐机遇，借朝廷之力，将事业做大做强，以至于领一时之风骚，为当世之骄子；一个执掌
兵符的战地统帅，面对同一营垒中的种种疲软散漫、腐改恶劣，是如何通过引来上方宝剑树立自己的
绝对权威，从而赢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一个拥有重权的地方官，是如何借上奏申述的机会，巧与中
央政府周旋，既如愿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得罪大老板；一个想干大事业的方面大员，又是如何通过
奏折来提出自己的设想创意，并因此取得朝廷全面赞同的最佳效果。
评点者一如既往，也很乐意借议论所选折片之机，说说点点滴滴的读史浅得，与读者一道来领略中华
民族那些永具魅力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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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其实就是写给中央的报告。
其名称虽随着封建皇朝的消失而消失，其实质毫无疑问将会长久存在。
通常人自然轮不到给中央写报告，但给上级写报告，则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事。
在政府部门里，地市要给省写报告，县要给地市写报告，乡镇要给县写报告；在其他部门里，中层干
部要给主管领导写报告，主管领导要向董事会写报告，即便身为一个普通员工，到了年终时，也要有
一个本年度的述职报告。
可见，报告这种文章，几乎于每个人都有关系。
当年这批有着“第一报告”之称的折片，给我们今天有志于写好本职报告的人，多多少少有点借鉴和
启示作用。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湘军某营官给曾氏呈递一份军情报告。
报告说这段时期来仗打得是“屡战屡败”。
曾氏读到这里，提起笔来将“战”“败”二字互换，变为“屡改屡战”。
同样是四个字，只不过位置换了一下，通篇报告的气象便安全改变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曾氏败而不馁的气概，但这种气概是通过看似不经意的文字改动而体现出来的。
这一则说明文字本身的重大功能，二则也说明曾氏文字功夫的精到。
我们透过保存在曾氏老家富厚堂奏折草稿的修改原件，可以知道当时每道折片都是经曾氏精心修改而
后誊抄拜发的。
所选的这四十多道折片，是曾氏全部奏折中的文章精品。
评点者在每道折片后都加上“写作简析”与“要言妙道”两个栏目，分析其写作上的特色，勾出其篇
中的精采文字，以求帮助读者更好领会该折片在为文上的良苦用心，而于自己的报告写作有所裨益。
癸未深秋于长沙静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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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时期的第一奏折，地方官的为臣面圣之道，奏折，就是写给中央的报告，是大臣与皇帝沟通
的一条最重要的渠道，是臣工与皇上感情联络的主要纽带。
　　皇上从奏折中看大员对他的情谊深浅、忠诚程度、贴心指数；臣工从奏折中琢磨朝廷的态度、皇
上的脸色、做事的策略。
其中的曲折机奥、微妙细末、背景内幕，永远是人们津津乐道、参详揣摩的话题。
　　从曾国藩天下第一奏折，看处于大局洗牌、行将离职的大臣，如何把握稍纵即逝的天赐机遇，借
朝廷之力，再将事业做大做强，一领风骚；看拥有重权的地方官，如何巧借上奏申述之机与中央政府
周旋，既达成自己的心愿，又丝毫不得罪大老板；看一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方面大员，如何妙用奏折
提出设想，并获取朝廷的全面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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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誉为国内外研究曾国藩的第一人，也被赞为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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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评点：道光末期中国百姓的三大苦难 反馈社情民意，让下情上达，历来是奏折所
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
皇帝一年到头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
就拿道光帝来说，他一生只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住过。
咸丰帝步其后尘，一辈子也只在这几个地方打转转。
父子俩连南下巡幸的事都没干过，更谈不上微服私访了。
皇帝所接触的人也极为有限，除了每天叫起时召见一些二品以上的大员外，整天伴着他的便是足不出
大内门槛的后妃宫女太监。
这些决定了皇帝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然而就是如此皇帝却要裁决天下大事，掌管百姓命运！
稍有点头脑的皇帝都会知道自己所受的限制，故而要求文武大臣多向他传递下情。
 然而，人性中有一个极大的弱点，便是喜听赞美词厌听批评语。
作为治理天下万民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国泰民安，人心拥戴。
于是，许许多多担负反馈下情的官员便对皇上隐恶扬善，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言坏。
借此讨得皇上的欢喜，以利个人的仕途。
只有少数的官员具有忧国忧民的良知，才敢于冒着风险说实话。
令人沮丧的是，纵观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凡报喜不报忧的官员多获嘉赏，至少不会遭训斥，而敢于
说实话的多不讨君王的喜欢，有的还遭不测之祸。
曾氏此折，便属于那种少数的说实话的汇报之列。
 曾氏向这位新皇帝报告眼下民间的三大问题，即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
这三个问题所涉及的是赋税、治安及司法三个方面。
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荷，基本生存难以保障，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根本上将会失去稳定的基础。
道光末年，银子为什么会突然昂贵起来，以至于为先前的两倍呢？
这原因便是外国鸦片的入侵。
鸦片贩子将大量的鸦片输往中国，不仅戕害中国人的身体，也让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
据统计，道光十三年前，中国出口的白银才三千七百万两，而道光十八年一年便流出白银一千万两。
鸦片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
这样，中国的白银大为枯竭，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社会现象，其结果自然是苦了百姓。
百姓的生计发生困难，原本的平衡态势便会变化。
大部分贫困者虽一时不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反抗政府，但在心里会对执政者十分不满；而其中的少部分
强悍者，便试图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利益。
盗贼蜂起的现象便由此产生，它往往是大乱的前兆。
至于冤狱太多，则反映出司法的腐败。
司法的腐败，又源于政治的腐败。
司法是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直接涉及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司法的不公，是造成政府失去民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曾氏虽只陈述民间的这三个疾苦，其实已向皇帝道出了当时危及政权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弊病。
从曾氏的这道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道光后期中国社会已是百孔千疮，病势沉重。
咸丰帝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王朝，实际上是一份危机四伏的家当。
此时，洪秀全自称天王已经整整十个月了。
为什么咸丰派出的大学士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敌手？
为什么后来太平军很快便冲出广西进军东南，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大成气候？
曾氏的这道奏疏实际上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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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最新修订本)》编辑推荐：晚清时期的第一奏折，地方官的为臣面圣之道，
天下第一报告，一部写透臣子与君上、地方官与中央关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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