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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结合。
这种结合体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有小说的文学性。
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是一桩很难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应该高于纯历史与纯小说的写作，所以人们把它比作戴着镣铐的跳舞。
如果“历史”与“小说”这两者之间的分寸拿捏得不够适度，这个结合体便难以成功：“历史”成分
过重，则会显得板滞枯燥；“小说”色彩过浓，则会变得油滑失真。
    我自己写历史小说，很看重“历史”这一环。
我要求自己对书中着墨较多的历史名人、重大事件，都要本着尊重历史的宗旨去严肃认真对待，不能
随心所欲地去编造。
若借小说之名去胡编乱造，既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读者的不恭。
为此，我曾经花费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去阅读史料。
不仅细读主人公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也泛读过与笔下时代相关的许多书籍，如文集、奏疏、日记、
书信、行状、家谱，以及形形色色的晚清稗官野史、笔记杂谈，等等。
这种长时间的阅读经历，在给我的写作提供丰富多彩史料的同时，也将我不知不觉地带进一段百多年
前的时空隧道，创作氛围里自然而然地弥漫着那个时代的气息。
前些年，有朋友建议，可以将这些相关的素材选择一部分，与小说一并印出，既可以让读者借此获得
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又可以增加阅读小说的趣味。
我认为这个建议好，于是有了这部文史对照版小说的出现。
    我将当年写作时曾接触过的部分史料附于小说的相关之处，实际上，也就将自己对历史的敬畏公之
于众。
亦为读者在衡量我的作品于“历史”与“小说”两者之间的拿捏度，提供一份评判证据。
    我愿以至诚之心面对我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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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危受命，墨绖出山，开办团练，带领湘军从靖港惨败到攻克江宁摧毁太平天国，他是如何从一
介儒臣到战功赫赫的湘军水陆两师统帅的？
由翰林七迁而至礼部右侍郎，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一等毅勇侯，他看似平步青云的仕途之路又有
多少不为人知的汹涌暗流？
坚信乱世用重典、信申韩之术的他因何成为黄老之术的践行者？
他修身正己笃信儒家理学，却也深信徐图自强需师夷长技，大力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
局，创办长江水师，开展洋务⋯⋯曾国藩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沉浮、二十年的惊涛骇浪
，一代名臣的安身之计、为官之道、处世之法，尽蕴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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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浩明，湖南衡阳人，1946年出生，文学硕士，编审，现任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
。
长期致力于湖南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与历史小说创作，曾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代表作有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并著有《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
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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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第一章 奔丧遇险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杨载福只身救排
　　摆棋摊子的康福
　　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
　　喜得一人才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
　第二章 长沙激战
　　城隍菩萨守南门
　　康禄最先登上城墙
　　今日周亚夫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
　　计赚左宗棠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
　　左宗棠荐贤
　第三章 墨绖出山
　　谢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张亮基晕死在签押房里
　　陈敷游说荷叶塘，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融喜气
　　郭嵩焘剖析利害，密谋对策，促使曾国藩墨绖出山
　第四章 天王定都
　　江宁失守，洪秀全称王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定都、朝拜、开科取士
　　东王揽权，翼王献策
　第五章 初办团练
　　乱世须用重典
　　曾剃头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鲍超卖妻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大闹火宫殿
　　停尸审案局
　　逼走衡州城
　第六章 衡州练勇
　　王錱挂出“湘军总营务局”招牌，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忍痛杀了金松龄
　　从钓钩子主想到办水师
　　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
　　一个钟情的奇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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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和杨载福
　　湘江水盗申名标
　第七章 靖港惨败
　　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
　　出兵前夕，曾国藩亲拟檄文
　　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一道上谕，使他从头寒到脚
　　定下引蛇出洞之计
　　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
　　曾国藩紧闭双眼，跳进湘江旋涡中
　　左宗棠痛斥曾国藩
　　白云苍狗
　　兄才胜我十倍
　第八章 攻取武昌
　　青麟哭诉武昌失守
　　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
　　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
　　康福挥刀砍杀之际，一眼看见弟弟康禄
　　一律剜目凌迟
　　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
　　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说：
　　“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
”
　　康福的绝密任务
　　一颗奇异的玛瑙
　　一箭双雕
　　曾国藩身着朝服，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第九章 田镇大捷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三国周郎赤壁畔，美人名士结良缘
　　从蕲州到富池镇，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第十章 江西受困
　　浔阳楼上，翼王挥毫题诗
　　水陆受挫，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水师被肢解，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
　　参掉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塔死罗走，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樟树镇受辱，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在最困难的时候，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邹半孔出卖奇计
　　大冶最憎金踊跃，哪容世界有奇才
　　重踏奔丧之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全三册）>>

（中）
　第十一章 进军皖中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曾国藩细细地品味《道德经》和《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巴河舟中，曾国藩向湘军将领密授进军皖中之计
　　东王显灵
　　七千湘勇葬身三河镇
　　曾国华死而复生，不得已投奔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
　　李鸿章给恩师献上皖省八府五州详图
　第十二章 总督两江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江南大营溃败后，左宗棠乘时而起
　　想起历史上的权臣手腕，曾国藩不给肃顺写信感恩
　　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纹枰对弈，康福赢了韦俊
　　施七爹坏了总督大人的兴头
　　李元度丢失徽州府
　　曾国藩卜卦问吉凶
　　李鸿章一个小点子，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第十三章 强围安庆
　　围魏救赵
　　调和多鲍
　　夜袭黄州府
　　上了洋人的大当
　　左宗棠宴客退敌
　　荒郊古寺遇逸才
　　血浸集贤关
　第十四章 大变之中
　　曾老九要把英王府的财宝运回荷叶塘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
　　王闿运纵谈谋国大计，曾国藩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狂妄”
　　离国制期满还差两天，彭玉麟领来一个年轻女子
　第十五章 幕府才盛
　　《挺经》。
“如夫人”与“同进士”。
五百两银子洗冤案
　　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下手
　　你还记得初次见我的情景吗
　　安庆操兵场的开花炮弹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第十六章 天京大火
　　庄严的忠王府礼堂，集体婚礼在隆重举行
　　孤军独进，瘟疫大作，曾国荃陷入困境
　　彭玉麟私访水下道，杨岳斌强攻九洑洲
　　一别竟伤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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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出苏州城后，纳王郜云官也献出了自己的脑袋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半路上杀出个沈葆桢
　　洪秀全托孤
　　康禄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慷慨自焚
　第十七章 审讯忠王
　　威震天下的忠王被一个猎户出卖了
　　洪仁达供出了御林苑的秘密
　　攻下金陵的捷报，给曾国藩带来两三分喜悦、七八分伤感
　　陈德风在李秀成面前长跪请安，使曾国藩打消了招降的念头
　　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时，金陵城突起狂风暴雨
　　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
　　争夺幼天王
　第十八章 殊荣奇忧
　　李臣典不光彩地死去
　　皇恩浩荡，天威凛冽
　　荣封伯爵的次日，曾国荃病了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匕首和珊瑚树打发了富明阿
　　御史参劾，霆军哗变，曾国藩的忧郁又加深了一层
　　恭王被罢，曾国藩跌入恐惧的深渊
　　秦淮月夜，曾国藩强作欢颜，为开缺回籍的弟弟饯行
（下）
　第十九章 裁撤湘军
　　养心殿后阁里的叔嫂密谋
　　官文亲到江宁追查哥老会
　　男爵的座船在九江被查封
　　江湖窃贼泄露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
　　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恭亲王东山再起
　第二十章 整饬两江
　　甲子科江南乡试终于正常举行
　　落选士子薛福成上了一道治理两江万言书
　　上治理两江条陈的美少年原来是故人之子
　　践诺开办金陵书局
　　两张告示，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
　　侯门娇姑爷被裕家派人绑了票
　　看到另一本账簿，曾国藩不得不让步
　　彭玉麟焦山还愿
　　慧明法师的启示
　　联合七省总督支持长江水师改制
　第二十一章 三辞江督
　　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
　　炮声为北征大壮行色，却惊死统帅唯一的小外孙
　　国宝被陈国瑞抢去
　　软硬兼施制伏骄兵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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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捻战胜负押在河防之策上
　　叩谒嘉祥宗圣祖庙
　　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第二十二章 名毁津门
　　灵谷寺内，曾国藩传授古文秘诀
　　堂堂大清王朝，竟好比一座百年贾府
　　初次陛见太后皇上，曾国藩大失所望
　　终生荣耀到达极点的一天
　　火烧望海楼教堂
　　给儿子留下遗嘱
　　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老朽眩晕病发作，恕不能奉陪
　　关帝庙忽然闹起鬼来
　　委曲求全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第二十三章 马案疑云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张文祥校场刺马
　　江宁市民嘴里的马案离奇古怪
　　曾国藩审张文祥，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张文祥招供
　　马案又起迷雾
　第二十四章 东下巡视
　　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送来一件时髦礼物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第二十五章 黑雨滂沱
　　欧阳夫人择婿的标准与丈夫不同
　　一个苦甜参半的怪梦
　　看看我们湖南的湘妃竹吧
　　艺篁馆里，曾国藩纵论天下人物
　　曾国荃他乡遇旧部
　　前湘军哨长与前太平军师帅成了异姓兄弟
　　康福隐居东梁山
　　左季高是真君子
　　最后一局围棋
　　不信书，信运气
　　陈广敷三见曾国藩
　　遗嘱念完后，黑雨倾盆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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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奔丧遇险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正在大办丧事。
这人家姓曾，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都，清朝行政区划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
。
荷叶塘位于湘乡、衡阳、衡山三县交界之地，崇山环抱，交通闭塞，是个偏僻冷落、荒凉贫穷的地方
，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却异常宏伟壮观：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
十间楼房；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进士第”竖匾，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
地位。
往日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
机遇都钟萃于这里。
现在，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到处是素白，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在这里。
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曾府”的大红灯笼，一律换成
白绢制的素灯，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
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挂着长长的招魂幡，被晚风吹着，一会儿慢慢飘起，一会儿轻轻落下。
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上书“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
”。
碑亭四周，燃起四座金银山，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然后再飘落在禾坪
各处。
天色慢慢黑下来，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
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
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
此时，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
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只露出一个头面。
幔帐上部一行正楷：“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
”中间一个巨大的“奠”字，“奠”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
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慈眉善目，面带微笑。
幔帐两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
上首是：“断杼教儿四十年，是乡邦秀才，金殿卿贰。
”下首是：“扁舟哭母两千里，正鄱阳浪恶，衡岳云愁。
”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
领头的是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上面贴着四个大字：“懿德永在。
”落款：“从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
”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上面也有四个大字：“风范长存。
”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千古母仪。
”左下方书写一行小字：“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贻跪挽。
”紧接县令挽幛后面，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色绸缎绒呢。
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上面摆着香炉、供果。
灵堂里，只见香烟袅袅，不闻一丝声响。
过一会儿，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
他们先站成两排，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然后各自分开，缓步进入幔帐，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
来。
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
二十四个声音——清脆的、浑浊的、低沉的、激越的、苍老的、细嫩的混合在一起，时高时低，时长
时短，保持着大体一致。
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既像在背诵经文，又像在唱歌。
这时，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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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又被挤出屋外，扩散到坪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
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
幽的光。
换香火、剪烛头、焚纸钱、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一概浑身缟素，蹑手蹑脚。
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奉钦命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次日递折谢恩，附片奏请考试完后赏假两月回籍省亲，朱批同意。
曾氏自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开湖南湘乡老家，至今已历十四个年头，由翰林七迁而至礼部右侍郎。
这段时期曾氏的祖母、祖父先后去世，他未得回家探视，其思亲之情与日俱增。
他的诗文和家书中常有这种心情的流露。
如他在诗中写道：“红尘日夜深，游子思无已⋯⋯我有山中庐，槿篱夹绿水。
”“为报南来新雁到，故乡消息在云间。
”“忽梦归去钓湘烟，洞庭八月水如天。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给诸弟的信中说：“兄自去年接祖母讣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曾氏离京赴江西主考任。
七月十五日在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接到讣告，其母江太夫人已于六月十二日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曾氏祖籍衡阳，清初迁湘乡荷塘都之大界里，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又从大界里迁至白杨坪。
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满头白发的老者，面无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他便
是曾府的老太爷，名麟书，号竹亭。
曾家祖籍衡州，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
承认为湘乡人。
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不喜读书，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遂发愤让儿辈读书。
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
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
中了个秀才。
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便死了功名心，以教蒙童糊口，并悉心教育儿子们。
麟书秉性懦弱，但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
江氏比丈夫大五岁，夫妻俩共育有五子四女。
家中事无巨细，皆由江氏一手秉断。
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对丈夫照顾周到，体贴备至。
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探，逍遥自在。
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长年挂在书房里：“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将箕裘承祖泽；无官
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现在夫人撒手去了，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
偌大一个家业，今后由谁来掌管呢？
这些天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
曾府有今日，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
丧事还要靠他来主持，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
曾氏祖父曾玉屏，字星冈，少年时不务正业，性格开张豪爽，使气任性。
三十岁后一改旧习，专心务农，勤劳耕作，治家有方，使曾家成为湘乡荷塘都一带的殷实之家。
曾玉屏为人有担当有见识，曾氏甚为敬重他。
他死于道光二十九年，寿七十六。
其时曾氏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
曾玉屏生有三子。
长子麟书号竹亭，应童子试十七次，直到四十三岁才考取秀才，一辈子以教蒙童为业。
次子早逝。
三子骥云，一生于耕于读均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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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书生有五子四女。
长子国藩。
次子国潢，字澄侯，比国藩小十岁，终生在家守家业做乡绅。
三子国华，字温甫，比大哥小十二岁，过继给叔父骥云为子。
咸丰六年起领兵打仗，咸丰八年三河之役后杳无音讯。
四子国荃，字沅甫，比国藩小十四岁，咸丰六年组建吉字营开赴江西作战，因战功而迁升迅速，受封
伯爵，官至总督。
光绪十六年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
五弟国葆，字贞干，比国藩小十八岁，咸丰二年底随国藩出山充任湘勇营官，不久被裁撤回家，咸丰
九年复出，同治元年病逝于军中。
在诸弟均未出山做事之前，曾氏对他们有过这样的评价：“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是白眉。
”辰君即国潢，“平正”实乃“平庸”的客气说法。
午君即国华，“奇”指的不走正路，不脚踏实地，喜奇思怪行。
屈指老三元即国荃，“白眉”取“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之典，意为兄弟中最为杰出者。
验之后来的事实，可知曾氏知弟甚深。
曾麟书的四个女儿分别为：长女国兰，嫁王鹏运；次女国蕙，嫁王待聘；三女国芝，嫁朱咏春；四女
十岁时夭折。
上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身着重孝，轻手轻脚
地走了进来。
这是麟书的次子，名国潢，字澄侯，在族中排行第四，府里通常称他四爷。
“爹，夜深了，您老去歇着吧！
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
”“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
”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眼中布满血丝，“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
江贵在路上只走了十六天，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
”“爹，江贵怎好跟哥比！
”说话的是次女国蕙。
她双眼红肿，面孔清瘦，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江
贵沿途用不着停。
哥这样大的官，沿途一千多里，哪个不巴结？
这个请吃饭，那个请题字，依我看，再过半个月，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
”麟书摇摇头说：“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
这种时候，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麟书无意间说出“意外”二字，不免心头一惊，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
“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
虽说长毛正在打长沙，但沅江、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
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
”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反而把“意外”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
“你们不知道，江贵对我说过，他这一路上，胆都差点吓破了。
”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是麟书的第四子，名国荃，字沅甫，在族中排行第九，人称九爷
。
他也是一身纯白，但却不见有多少戚容。
国荃放下手中账本，说：“江贵说，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巾，拿着明晃晃大
刀的长毛，吓得他两腿发抖，急忙躲到草堆里，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
”“团勇呢？
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
”国潢是荷叶塘都的团总，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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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益阳还没有办团练哩！
”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族中排第六。
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他虽然也披麻戴孝，但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与其说是个孝子，
不如说是个茶客。
他略带鄙夷地说，“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真正来了长毛，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
省城里提督、总兵带的那些吃皇粮的正经绿营都打不赢，我看长沙早晚会落到长毛的手里。
”曾府少爷们的这几段对话，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爷吓坏了。
他离开太师椅，在房子里踱着方步，默默地祷告：“求老天保佑，保佑我的老大早日平安归来。
”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才在长女国兰的搀扶下，心事重重地走进卧室。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杨载福只身救排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
陵矶划过来的客船，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客官，船到了岳州城。
今天就停在这里，明天一早开船。
现在天色还早，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
”舱中那位主人打扮的点点头，随即走出舱外，踏过跳板上岸，仆人在后面紧跟着。
走在前面的主人四十一二岁年纪，中等身材，宽肩厚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前额很宽，上面有几道
深刻的皱纹，脸瘦长，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阴
冷的光芒，鼻直略扁，两翼法令又长又深，口阔唇薄，一口长长的胡须，浓密而稍呈黄色，被湖风吹
着，在胸前飘拂。
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腰系一根麻绳，脚穿粗布白袜，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以缓慢稳重的步
履，沿着石磴拾级而上。
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
一个多月前，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
行抵安徽太湖小池驿，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便立即改道回家，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
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
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近三十岁，人生得机灵精神。
“大人。
”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
“又忘记了！
”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我现在已不是侍郎，而是回籍守制的平民，懂吗？
”“是！
”荆七一阵惶恐，连忙改口，“大爷，前面就是岳阳楼，您老上去吃点东西吧！
这些天来，您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
”曾国藩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
自从见到江贵后，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昨天船进洞庭湖后，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
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天下楼”的岳阳楼时，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
前次游历，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
那时的岳阳楼，是何等的雄伟壮观，气概不凡！
登楼游览，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楼下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
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反复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豪情满
怀，壮志凌云：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干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业！
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檐角生草，暗淡无光，人客稀少，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
曾国藩感到奇怪。
他心里想，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
曾国藩上了二楼，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荆七坐在对面。
刚落座，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一边擦着桌面，一边客气地问：“客官，要点什么？
”不等回答，又接着说，“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才出湖的活鲤鱼，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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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八，还有极烈极香的‘吕仙醉’。
李太白当年喝了此6上酒，在小楼题诗称赞：巴陵无限好，醉杀洞庭秋⋯⋯”酒保正滔滔不绝地说得
高兴，荆七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在嚼些什么舌头！
看看这个。
”说罢，扬起系在腰上的麻绳。
酒保一看，立即收起笑容：“小的不知，得罪，得罪！
”随即又说，“客官不吃荤的，小楼也有好素菜：衡山的豆干，常德的捆鸡，湘西的玉兰片，宝庆的
金针，古丈的银耳，衡州的湘莲，九嶷山的蘑菇。
”这些菜名，曾国藩听了很觉舒畅，寓居北京十多年，常常想起家乡的土产。
他对酒保说：“拣鲜嫩的炒四盘来，再打一斤水酒。
”“好嘞！
”酒保高声答应，兴冲冲地走下楼去。
很快便端上四大盘：一盘油焖香葱白豆腐，一盘红椒炒玉兰片，一盘茭瓜丝加捆鸡条，一盘新上市的
娃娃菜，外加金针木耳蘑菇汤。
红白青翠、飘香喷辣地摆在桌上。
曾国藩喝着水酒，就着素菜，吃得很是香甜。
喝完酒，酒保又端来两碗晶莹的大米饭，曾国藩吃得味道十足。
不仅是这些日子，他仿佛觉得自从离开湖南以来，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还是家乡好哇！
”曾国藩放下筷子，感慨地说。
刚放下碗，酒保又殷勤地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茶，说：“客官看来是远道而来，不瞒二位，这茶是用
地道的君山毛尖泡的。
”见曾国藩微笑地望着自己，酒保心中得意，“客官有所不知，君山上有五棵三百年的老茶树。
当中一棵，是给皇上的贡茶，左右两边两棵是抚台大人和知府老爷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
左边第二棵是茶场老板的私用，右边第二棵则是小楼世代包下的。
不是小的吹牛，这碗茶在京城，怕是出一百文也买不到。
小楼规矩，每位客官用完饭后，奉送一碗地道的君山茶。
”酒保边说边利索地收拾碗筷，擦干净桌面，下楼去了。
曾国藩呷了一口茶，虽比不上京师买的上等毛尖，但也确实使人心脾清爽。
他没有想到，破败的岳阳楼上却有这样好的饭菜和能说会道的酒保，心情舒畅多了。
他端起茶碗，向窗外的湖面眺望。
阳光照在湖水上，泛起点点金光。
远处，一片片白帆在游弋。
极目处，有一团淡淡的黑影。
曾国藩知道，那就是君山。
近处，沿湖岸停泊着一个接一个木排。
这些木材大半出自湘南山区，扎成排后顺着湘江漂流，越过洞庭湖，进入长江，再远漂武昌、江宁、
上海等地。
放排的人叫做排客。
排客们终年在水面漂浮，把家也安在排上。
排上用杉树皮盖成小棚子，家眷就住在里面。
曾国藩正颇有兴趣地看着楼下几个排上人家的生活，不料湖面陡然起风了，满天乌云翻滚，像要下雨
的样子。
刚才还是明镜般平静的湖面，顿时波浪翻卷。
风越刮越大，波浪也越卷越高，湖面上的木排随着波浪在上下起伏，几个离岸边不远的木排在迅速向
湖边靠拢。
大雨哗哗而下，雨急风猛，温顺的洞庭湖霎时变成了一条狂暴的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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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坐在楼上，浑身感到凉飕飕的。
他有点担心，这座千年古楼，会不会被这场暴风雨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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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 20世纪最值得阅读的百部小说之一——《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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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编辑推荐：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结合史实，深刻形象地描述了曾国藩毁誉参半的人生
历程，发人深思。
曾国藩临危受命，墨绖出山在湖南招勇办团练，却在创始初期，因湖南官场多方掣肘，被逼走衡州。
对战太平军的靖港惨败，令他心寒。
然而随后湘军攻克武昌、获得田镇大捷，湘军从此名声大振。
在曾国藩总督两江之后，他率领的湘军越战越猛，先后攻克安庆、江宁，彻底摧毁了太平天国，也让
他位极人臣，名满天下。
然而军功赫赫的他却对此战战兢兢，手握重权的他深深地感到高处不胜寒。
裁撤湘军，整饬两江，任直隶总督后因津门教案而遭谤议而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最初深信乱世用
重典的曾国藩，是如何转向习老子之术，清心寡欲，自勉自励的？
他笃信儒家理学，却不迂腐，深信徐图自强需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
造总局，创办长江水师，开展洋务⋯⋯《曾国藩》是文史对照版，在生动的小说之中，夹着大量的史
实，使内容更加丰富精彩。
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文辞通达，写作功力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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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20世纪最值得阅读的百部小说之。
一——《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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