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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从《春秋》到《资治通鉴》，从《史记》到连绵不断的《二十四史》，中国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智慧投
入到历史研究中。
西方对历史也非常重视，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管理学兴起，注重理性、规范、系统，成为新的显学。
管理学的兴起不能变成轻视历史的理由，管理学也会表现出匠气和小气来，历史倒有几分灵气和大气
。
《孙子兵法》里主张“以正合，以奇胜”，我们应该把管理学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统筹理性和
非理性、刚性和柔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注重历史还在于历史形成了我们的性格，性格影响着命运，哈耶克说：“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
构未来，只有在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
”　　历史记录人类的生存发展、治乱兴衰，小到个人，大到国家。
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英雄的崛起波澜壮阔，充满戏剧性。
中国身处其中，演绎出一段曲折铿锵的现代化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思考。
　　清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末世，清朝前期出现了著名的“康乾盛世”。
雍正皇帝是盛世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富裕了国库，废除了贱籍，勤政爱民，贡献很大。
但是，从历史的长跨度来看，我以为雍正对中国的发展是小利而大害。
雍正的问题在于他兴起了文字狱，令读书人噤若寒蝉，转而埋首考据，学风大变。
雍正以后，以思想见长的理学僵化，以考据见长的经学兴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考据在清代的繁荣使得国家缺乏战略研究和思想家，人民很呆板，从而难以防范、应对危机，国家也
变得虚弱，最终出现了鸦片战争之惨败。
　　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挑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开始了思考和行
动。
偏居一隅的岳麓书院一直保持着理学、实学传统，与主流的考据经学拉开了距离，培养出很多优秀人
才。
岳麓学子魏源、严如煜、陶澍、贺长龄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等先后形成湖南
士大夫集团、湘军集团，迅速崛起，位极人臣。
他们一方面维护传统纲常和秩序，镇压了太平天国；另一方面积极改革，掀起了洋务运动。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正式开始，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在“器物”层面的
发端。
岳麓学子的崛起也带来了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兴盛，洋务运动追求的就是船坚炮利、物质进步。
　　洋务运动的物质革新并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现代化需要新的制度和文化，儒家传统出现危机。
处在中西碰撞前沿的广东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创办万木草堂，研究新国之路。
康梁托古改制，将西洋制度嵌入儒家思想，实现了西洋制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是为新儒家之始。
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主导了戊戌变法，影响深远。
康梁有一个广东同乡孙中山，他也要进行制度变革。
孙中山遭遇到黄兴、章太炎、宋教仁、汪精卫等留日学生，形成了中国同盟会集团。
留日学生受日本影响，非常激烈，他们发动辛亥革命，将帝制变成共和，实现了制度的彻底更新。
留日学生又开展文化革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改造
国民性。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编练军队成为应对时局的快捷办法。
由于德国依靠普鲁士陆军迅速完成了统一和崛起，李鸿章就学习普鲁士柏林军校建起了北洋武备学堂
。
北洋武备学堂采用德国职业军人培养模式，造就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现代军
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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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将他们罗致门下，练出了北洋军，建立了北洋政府。
北洋政权带有德国的铁血烙印，崇尚威权，激起了孙中山的反对。
孙中山效法苏联政治建军经验，创办黄埔军校，编练有主义之师。
黄埔的有主义之师打败了技术至上的北洋军，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以黄埔校长的身份取得了
最高权力。
黄埔的思想仍然是救国救民、唤醒民众的精英思想，毛泽东则主张以人民为师，他创办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组织人民军队。
抗大和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战争，打败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是农业国的底子，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向苏联学习成为时代的选择。
留苏学子回国后，工科生迅速崛起，领导了中国的工业建设。
工业化遭遇世界新技术革命大潮的冲击，信息时代到来，信息技术学子开始引领风骚，俗称IT精英。
现代化不止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要建设。
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受理想主义影响很深，又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广泛接触了社会，“文革”结束
后他们一些人走进大学课堂，组成77/78级。
77/78级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跟上时代、融入世界。
世纪之交，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把异域先进事物引到中国，又带领中国走向国际化。
　　15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征程风起云涌，英才辈出，岳麓士子、万木书生、留日学子、北洋将领、
黄埔军人、抗大学员、留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派主导时局、转移国运，各领风骚数十年。
他们凝聚着群体的力量，我视之为“大团队”。
这里讲的“大团队”是宏观、宽泛的界定，指在“大历史”中有某些共同特征和相同追求的精英群体
。
就上述10个大团队而言，主要是基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内核。
　　放宽历史和现实的视界，我们可以看到：大人物拥有大团队，大团队推动大历史。
而大团队崛起的背后有文化在起作用。
岳麓士子及湘淮军事政治集团在晚清的崛起离不开理学和实学，曾国藩是从儒家晚期最重要的思想家
走向中国19世纪晚期著名的政治家的，宗法制让湘军结成一体，卫道使秀才变成悍将，经世致用精神
令洋务运动成绩不俗。
万木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仁的崛起有“今文经学”的学术底子，他们主观唯我、意志坚强、目
的至上，令维新思想广为传布。
留日学子有激烈精神，能够抛头颅洒热血。
北洋学子继承了普鲁士的尚武、秩序传统，以武力治国。
黄埔学子受政治教育影响，为了主义血染抗日沙场。
抗大学子在实践中学习，靠吃苦耐劳精神瓦解了精良的物质装备。
留苏学子受科学教育，做事严谨平实。
77/78级、IT精英、海归，各自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
　　文化基因造就了大团队、大人物的成功，这种基因同时也是一种限定，对他们有束缚和伤害。
理学的保守性让岳麓士子求海防、弃海权，实学的近视性让岳麓士子止步于物质、技术革新，军制、
政制没有改变，从而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今文经学令康有为、梁启超刚愎自用，徒劳于尊孔。
留日学子因激烈精神走向极端，不停地革命，要砸烂一切旧制度、旧文化。
北洋学子因尚武思想沦为军阀，不停地混战，要武力统一全国、建立治安。
黄埔军校既培养了服膺政治教育的信仰战士，也造就了崇拜政治训练的精神打手。
抗大既带来了联系工农、注重实践的作风，也产生了轻视知识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认为学风、文风关系到国风、国运，150年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始终与学风紧密相联。
洋务运动标志着盛行清代的考据学风彻底转为经世致用学风，“经(邦)济(世)”于是有了一个大发展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团队>>

甲午战败后，统治集团中兴起尚武学风，大办军校，大派军事留学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
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才得以走上历史前台，到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仍然以国民生活军事化为目标。
与尚武学风兴起同时，民间士人中兴起了政治教育、国民教育、公民教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是其实践者。
民国建立后出现文艺救国和勤工俭学思潮，造就了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实践论。
　　150年来，与大团队的兴起相伴，曾国藩的实学、康有为的新儒家思想、袁世凯的金铁主义、孙中
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相继绽
放中国，成为时代精神，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思想家爱默生说：“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
”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150年来，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大团队通常都有一个传教之人，曾国藩之于湘淮士子，康有为之于维新
派，孙中山之于中国同盟会，袁世凯之于北洋将领，蒋介石之于黄埔军人，毛泽东之于抗大学员、留
苏学生，邓小平之于77/78级、留洋学子，都是悉心培养、谆谆教诲。
　　大团队和大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总有历史的大势参与其中。
古人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又说“得时者昌”，“形势比人强”。
梁启超认为英雄能够造时势，时势也能够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
梁启超将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但都必须“服公理”、“达时势”。
150年来的大人物既有应时之人物，也有先时之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当是先时之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
介石当是应时之人物。
　　军人和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的两支领导力量，军人果敢、组织性强，但崇拜效率、缺乏远见、
做事霸道；知识分子深邃、有责任感，但患得患失、胆小软弱、一盘散沙。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容易犯取巧的毛病，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高明”。
近代以来的大人物身上常常兼有军人和知识分子的性质，曾国藩、李鸿章、毛泽东、邓小平皆是如此
。
曾国藩身上知识分子的成分多一些，他注重终极价值。
李鸿章身上军人的成分多一些，他通权达变，重视事功。
　　大国拥有大学，大学成就大国。
近代以来，柏林高级军官学校之于普鲁士统一德国，松下村塾之于日本明治维新，都有巨大贡献。
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大学的力量。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认为影响现代中国的十所大学是岳麓书院、万木草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
洋武备学堂、北京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
事政治大学、清华大学。
北洋武备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本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学校，但二者影响了两个时代，我就把它们分
开了。
一些人会认为上述学校有的算不得大学，但是，这些学校在当时是高层次的学校，从事的是高等教育
。
比如北洋武备学堂，它是当时中国陆军的最高学府。
比如万木草堂，开一代风气，在教学中真正引进了当时先进的西学。
至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虽然是外国学校，但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军事政治人才。
　　审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国背后每每有一种民族文化。
德国有尚力、理性、纯粹、勤奋、严格的普鲁士精神，日本有热爱自然、尊重知识、崇尚勇敢、爱惜
名誉的大和魂。
中国开化较早，文明成熟，形成了仁、和、柔、灵的中华气质。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受挫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化。
中国的崛起一定是我们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化。
　　从1860年至今，150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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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拨拨时代英雄，一个个精英群体，一代代人民大众。
是他们，在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作用下，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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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团队》是一本用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与现实的大众读物。
在“大团队”这一概念的统领之下，《大团队》运用丰富、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一个个有 着相同教育
背景的精英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和文化在团队建设中的凝聚作用。
洋务，维新，革命，北洋，黄埔，红埔，留苏学生，77/78 级，IT精英，海归等都被归类于大团队。
    《大团队》评述了众多大人物“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解析了大人物领导的大团队影响时代、推
动历史的方式，人格的养成、群体的聚合、历史的拐点，在《大团队》中都有案例式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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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传志，自由撰稿人，民间思想者。
 
    生于淮河沃土，学于黄河故都。
年少时信仰万物有灵，在哲学世界挣扎。
年长后向往漂泊人生，在亚洲大陆漫游。
曾任职学校、企业，负责过多个大型地产项目。
一直有意于组织战略和文明兴衰，长期研究黄河文明，著有《大学战略：基于河南大学兴衰的研究》
、《百年豫土》、《管锥河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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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湖湘实学：从王夫之到魏源　　曾做过岳麓书院主持人的朱熹在办学时提出过一个学规，传播很
广，影响巨大。
该学规的内容包括：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准则；二、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
过——修身之要；四、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五、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
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学思想的基本要义。
岳麓书院作为儒学重镇，既传承了理学注重道德的精神，又形成了湖湘讲求实际的特色，追求内圣外
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其集大成者。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
受书院山长吴道行影响，王夫之兴趣广泛，山川、食货、典制，都喜欢研究，他还与同学创办“行社
”，强调躬身实践。
王夫之是一个卫道士，他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
清兵南下，王夫之以书生之躯举兵抗清。
兵败后，为躲避“剃发”，王夫之改名换姓，四处流亡。
后来隐居于山乡草堂，拒绝清廷的利诱，钻研学问30年。
王夫之著书上百种，共400余卷，内容广博，见识高深，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师。
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船山认为天下惟器而已，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行是知的基础，知行统一。
王船山还强调纲常伦理，推崇豪杰人格，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许，体现出了巨
大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
　　在清代，学界盛行考据之风，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考据在清代的兴盛使得国家缺乏战略研究和思想家，从而难以防范、应对危机。
岳麓书院则偏居一隅，与学术潮流拉开了距离，保持了自己的传统。
朱熹、的理学与王夫之的实学一直在湖南学人中流传。
岳麓书院的主持者明确要求学生修炼道德、研习经典、关心实际、经邦济世。
湖南籍学人王文清前后主持岳麓书院十余年，在教学方面强调经史和时务。
上任伊始，王文清就制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有：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
理，参读古文诗赋。
王文清把经书作为经纶之源，以读史来解除困惑，他还把礼、乐、兵、农等科列为必修。
因此，岳麓培养的人才既通晓经史，又明达时务，有境界，有本事。
　　继王文清之后不久任山长的罗典也是一位大家，他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
罗典将修身与济世结合起来，提出：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
罗典做过御史，对政务非常了解。
他的学生严如熤只取得“优贡生”的功名，但却成了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官员，官至按察使。
严如熤不仅懂兵法，而且精通地理和民俗，他写的《苗防备览》对苗族地域有深刻的分析。
严如熤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对沿海的防御产生了兴趣，编纂了《洋防辑要》。
严如熤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示了岳麓书生注重实际、经邦济世的传统。
　　在事功方面，严如熤的两位岳麓师弟、同是罗典学生的陶澍和贺长龄比严如熤幸运得多，一个官
至两江总督，一个官至云贵总督。
罗典之后，袁名曜做了岳麓书院的主持人。
袁名曜曾在皇帝身边工作过，对时务很了解。
他的学生罗绕典在岳麓书院读书12年，考取了道光进士，最后官至云贵总督，著有《黔南世略》等。
袁名曜的另一个学生魏源则做了幕僚，追随岳麓师兄贺长龄、陶澍，既是海运、河工、盐政、币制等
方面的改革专家，也是摒弃九洲八荒、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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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22岁时走出湖南去了京师。
在京师，魏源师从刘逢禄，与龚自珍同学，他们“托经议政”，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通过学
术研究表达变革社会的思想。
魏源与龚自珍被时人并称为“龚魏”。
由于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前，他的视野限于国内社会问题，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
则睁眼看世界，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
魏源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
他认为经书仍是指导现实政治行动的准则，如果没有经典做依据，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
。
他同时认为历史情况常变，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就是著名的“与时俱变”思
想。
　　1824年，魏源32岁的时候，国家发生了漕运危机，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魏源上书提出了海
运的方案。
同年，贺长龄又委托他编辑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
这个计划于次年完成，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在清代文章中进行广泛的挑选，前面是理论文
章，后面是行政专题，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限来分类。
这本“经世”之书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魏源完成了军事著作《圣武记》。
这部书叙述了清代从开国到道光朝的主要战役。
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纪录战事，他还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中
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
魏源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当时汉人只偏重文职，民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
魏源主张采取新政策以提高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待遇以消除军事腐败，像西
方那样建立常备海军等等。
魏源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希望战败后能够知耻后勇，重振国威。
《圣武记》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流传到了日本。
　　1843年，50卷本《海国图志》出版，这是魏源增补老友林则徐未完成的《四洲志》，编撰而成的
中国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
《海国图志》介绍了南洋、印度、非洲、欧洲、美洲的史地情况，兼及西方的地圆学说、议会制度、
铁路、银行等新知识，使中国人对陌生的海外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
《海国图志》中还有《筹海篇》等论述性的内容，阐明了对敌策略。
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以来
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殊为难得，因为在中西交流史上，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自我中心的观
念，中国称欧美是“泰西”，欧美则称中国是“远东”。
魏源的《海国图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魏源、严如熤、陶澍、贺长龄这些岳麓弟子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推动了晚清经
世致用学风的兴起。
他们是近代的第一批士人，在他们之后崛起了一支更大的岳麓队伍。
这支队伍的教师爷是欧阳厚均，曾在户部任职15年，有丰富的政务知识。
欧阳厚均在岳麓书院掌教27年，门下弟子超过3000人。
同时，另一个湖南籍士大夫官员唐鉴积极鼓吹恢复宋代伦理哲学，呼吁士人坚持心性修炼并为国效劳
。
唐鉴还认为：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均属儒者之事。
唐鉴与贺长龄是同乡好友，湖南士大夫集团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欧阳厚均和唐鉴的学生曾国藩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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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同孕育大团队　　曾国藩们：从经世派到洋务派，康粱集团：学问与时政的纠缠　　文化与
武化　　留日学生：孙巾山的同志们，北洋军：袁世觊们的大团队　　主义之争　　黄埔：校长蒋中
正和他的学生们，毛泽东说：我们要办一个“红埔”　　专业就是力量　　留苏学生：“世界是你们
的”，77／73级，IT精英、海归：现代化、世界、未来⋯⋯　　抱团就抱大团队　　岳麓书院如何掀
起近现代中国的湖南风？
　　万木草堂怎样成为“康梁集团”的摇篮？
　　留日学生与北洋学生如何主导清末民初的政局？
　　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抗日军政大学有着怎样的传承和创新？
　　留日、留苏、留美的新旧“海归”如何影响中国？
　　“团队”之“大”，“大”在规模，更“大”在文化。
　　　　洋务。
维新。
革命。
北洋。
黄埔。
红埔。
流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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