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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兴勋臣，湖湘大儒，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这是完全的曾国藩吗？
曾国藩这个乡下秀才一步步靠自我奋斗与忍辱负重走向权力的巅峰。
这个被称为“晚清第一汉臣”的湖南人如何达到孟子所说的“内圣外王”境地？
又如何成为中国文化最后一座矗立的庙堂的？
本书结合丰富的史料，从曾国藩的编年史入手，以细腻凝重的文笔透射了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写他的
志存高远，写他的治学精进，写他的困兽犹斗，写他的忍辱负重，写他的韬略智慧，写他的貌似虚伪
，写他的无奈苍凉，写他的内心圆满⋯⋯把那个时代一个中国文化积薪传火者的负隅顽抗和心路历程
写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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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焰，男，安徽旌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商报》副总编、高级编辑。
主要著作有：《晚清有个李鸿章》、《蝶影抄》、《行走新安江》、《发现徽州建筑》（与张扬合作
）、《千年徽州梦》、《思想徽州》、《男人四十就变鬼》、《夜兰花》、《萤火闪烁》、《与眼睛
蛇同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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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踏上淮北的大地，曾国藩就感到一股刺骨的寒冷。
虽然曾国藩来到淮北已是7月了，天酷热难当，但在身体之中，曾国藩还是感到有一种寒意。
这种寒意，仿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体内，是自己身体之内深藏的冰。
淮北的一切看起来一览无余，满眼望去，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苍茫荒凉，一望无际。
只是在旷野之中，到处生长着贱命的杨树，高高地耸立，遮挡阳光，也遮挡人们的视线。
因为热，知了躲藏在杨树密密的大叶片里，一个劲地扯着嗓子叫唤。
这也难怪，身处这样的地方，昆虫也会感到焦躁；不像南方，山清水软的，虫鸟在怡然自得的情况下
，叫起来也是悦耳的。
这里的人想必也是这样吧，身处尘埃遍布的环境中，难怪都那么好恶斗勇呢？
曾国藩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从江南来到淮北，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明显地变得焦躁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金陵惬意的生活刚刚开了一个头，就戛然中止了。
从接到剿捻的上谕，到离开金陵，这当中一共有半年时间。
曾国藩拖拖拉拉地在金陵磨蹭，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去趟这摊浑水。
湘军刚刚攻下金陵，上谕就到，让曾国藩率领军队北上剿捻，以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
接到这样的旨意，曾国藩一时不知所措。
对于这一次北上剿捻，曾国藩很有情绪，一方面，他实在是不想再替朝廷卖命，十数年的戎马生涯，
已让曾国藩厌倦战争中的一切，况且，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对繁重的事务，已明显缺乏精力，会经常
莫名地焦躁心慌。
此外，湘军的撤裁事务，以及与左宗棠的笔墨官司，都让他烦透了心，也很难脱身。
不仅如此，曾国藩感到不满意的还有，朝廷此番安排，是让他跟官文以及僧格林沁一道“会剿”，以
僧格林沁为主帅。
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身为两江总督的他，还必须听官文和僧格林沁的。
这样的安排，更让曾国藩不高兴。
不过，朝廷让曾国藩参与剿捻，正好给曾国藩保存李鸿章的淮军找到一个理由。
曾国藩上奏说：临阵指挥，非我所长，如果一定要我西上助战，须调淮军随同出征。
言下之意是，湘军已经大量裁撤，无兵可用，只能依靠淮军了。
淮军目标不如湘军大，在实力和装备上更强，在关键时候，还是能用得上的。
曾国藩一方面派刘连捷的湘军直入黄州，听候官文调遣；另外一方面，将淮军主力分为三部：铭、盛
军北上剿捻；松、勋军南下赴闽追剿太平军余部；其余各部留驻江苏。
至于本人，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打算移师驻扎安庆，统筹调度。
奏折递交上去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他在家书当中说，他实在是不想再接这个事情了，如果趁机被解除军权，就此体面下场，也属万幸。
不久，由于剿捻形势发生变化，曾国藩的北上推迟：先是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太平军跟僧格林沁的
清军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一带展开决战，太平军大败，主帅陈得才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祜王蓝成春
同时殉难，太平天国将领马融和、范立川率数万人投降；然后，捻军与僧格林沁在鄂东一战中，再次
溃败，僧格林沁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回复曾国藩，让他先不要着急去安庆，也不必向李鸿章办移交，暂且驻扎在金陵
，随时听取调令。
这样，曾国藩暂停了北上，继续在金陵处理善后工作。
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北方的捻军又有了大动作：鄂东之战，捻军虽然受挫，但仍有数万兵马。
不久，捻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赖文光部联合，拥赖文光为首领。
两军合并后，在豫南地区进行整编，决定“易步为骑”，以骑对骑。
经过改编，新捻军以骑兵为主，拥有骑兵一万多人，部分步兵也配备马匹，甚至一个骑兵不止一匹马
。
在作战方法上，新捻军以运动战为主，没有一个基本的战略根据地，聚散无定，打了就跑，疾如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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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速度特别快。
中原地区面积大，这些捻军来无踪去无影，官兵们很难捕捉到他们，地方之间也很难兼顾。
因此，各地的官兵吃尽了捻军的苦头。
北方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因为曾国藩迟迟没有北上，刚愎骄横的僧格林沁等不及了，他依然运用横冲直撞的蛮牛战术，对捻军
穷追猛打，想一口把捻军吃掉。
甚至，僧格林沁为了追击捻军，把马的缰绳拴在自己的胳膊上，夜以继日马不停歇。
清军一共追击了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部队疲惫不堪。
这时候，捻军设下了埋伏，等着僧格林沁钻人包围圈：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将僧格林沁
孤军深入的部队团团围住，双方的厮杀一直持续到深夜，僧格林沁部一万多人被歼。
僧格林沁本人逃到麦田里，被捻军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张皮绠找到，一刀下去，身首异处。
消息传到京城，清廷极度震惊。
十天后，上谕再次传到金陵：命曾国藩带领亲军小队，轻骑就道，兼程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
务，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剿。
奉到上谕，曾国藩大惊失色，他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窘境：湘军裁减大半，兵力单薄，如何剿捻？
且捻军多为马队，官兵以步对骑，如何制胜？
曾国藩还是不想北上，但上谕难违，曾国藩只好采取“拖”的办法。
他又上了一个奏折，列举了自己的几点困难：一是兵力不足，金陵仅湘军三千人。
淮军虽称劲旅，但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曾国藩调遣，人数少，不成气候。
为解决兵力不足，必须以先前湘军的做法，在徐州一带募集兵勇，协助作战。
二是战马缺少。
捻军战马极多，此次僧格林沁蒙古马队溃散，捻军又掳战马逾万匹。
如没有骑兵部队，官军将不战而败。
曾国藩提议在徐州添练马队，另派人到北方买战马千余匹。
三是扼捻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而防河之策，应该为目前第一要义。
江南水师，于黄河水性不合，要防河，应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兴办黄河水师等等。
四是北方土地面积广大，捻军的活动范围很大，自己的权力不能完全兼顾，因此朝廷要号令各地方官
员，恪守自己的职责。
曾国藩把众多的困难一一列举，就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万一自己剿捻失败，也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说
法。
曾国藩太清楚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的艰难呢？
曾国藩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朝廷对湘军的不公，十几年的战争，岂是轻轻松松就能打下的？
那要牺牲多少子弟兵，浪费多少金钱，涂炭多少生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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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读曾国藩。
我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
系统地读一个人，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人家的庭院，然后进
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经历、习惯和生活。
读曾国藩的文章，明显能感觉到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能感受到一个人巨大的忧郁和悲凉
。
在我的感觉中，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的人。
这个人熟读古书，对中华文明的足迹和精髓异常熟稔，而他本人，绝对堪称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甚
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
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是一种真正的“内圣外王”，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典范。
读曾国藩的同时，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
在我看来，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记述和表达世界当中那种细致入微的东西，表达人内心情
感的本质。
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整个交响乐，就像一个人起伏的内心波澜：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转换，由
风起云涌直至云破日出，终归平静与喜悦。
贝多芬体验了这种情感的过程和本质，他的内心完全洞开，一种欢乐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诞生，那是
一种悲欣交织的欢乐。
这种欢乐，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欢乐，是人类的上帝，也是人类头顶上最亮的星星。
除了贝九贝六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从中可以感觉到，步入老年的贝多
芬已进入一种自由状态：激越没有了，疑问没有了，只有轻松、随意以及乐观，那是一种遮掩不住的
星光灿烂。
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不是一种甚
嚣尘上的狂喜，而是一种平静和智慧，或者，“禅”一般的会意和欣慰。
由贝多芬，我同样想到了曾国藩。
在我看来，曾国藩同样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波澜的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关于心的萌芽
、成长、痛苦、觉悟，以及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
只不过与贝多芬相比，曾国藩更中国化，他内心中的一切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一片汪洋大海。
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曾国藩如一只舢板一样，在暴风骤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没。
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怆、激越，又诚信、狡猾、阴险、平静，人类所有的情感，以
及中国文化所探索出的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艰辛、如此错综复杂，也体现得
如此完整。
由曾国藩和贝多芬，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
高尔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将他称为一个人类的人。
这一句话极富有深意。
托尔斯泰跟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用龟裂的泥土塑成，同样带有世俗的不足。
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并且，更痛苦地忍受它们
。
在我看来，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与贝多芬以及托尔斯泰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同样
是靠自己一层层的蜕变，化蛹为蝶最终成为“超人”的。
这种蜕变，尽管表面平静而安详，但在内部，却有着巨大的轰鸣声，并且交杂着困苦、热情、悲愤与
反抗，直至大觉悟后的心若止水。
贝多芬是音乐家，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山呼海啸，用五线谱将这个过程表现出来；托尔斯泰是作家
，也可以借助于文字来表现疑问和质询，表达悲悯和艰辛，而曾国藩呢，他的内心中同样也有着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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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嬗变，只不过，他一直无法借助音乐或者文学来表现，始终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压抑着自
己的欢乐和悲伤。
在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们，只能借助曾国藩留下的雪泥鸿爪，来揣测和感觉这种
变化。
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内心的贴近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的贴近，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二
法门。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于曾国藩感兴趣。
要研究一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以及人类本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有关。
那种从内部深入的办法，相对于外部进入，可能是最本质的。
这种体验绝不是单单躲在书斋里靠“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
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才
是一种正确的方法。
对于我来说，这个人像一座布满森林的高山，不仅让人高山仰止，更有着属于自己的迷宫。
但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以一种文化和内心紧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条蛇一样，去吃掉他留存
于这个世界的文书、奏折、日记、著作，然后，摇身一变，以最大的可能，全力变成他本人的模样。
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嬗变为另一个人的内心，跳动着他的脉搏，呼吸着他的气息，体验他的生
活，体味他窒息、临终、遭受最后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后一口唾液，在这样的转变中，那种深藏
不露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阴晦无比的日子，因为过度地体验到这个人的苍凉，我的内心世界也不由自主如北极一样寒
冷。
这样的方式，仿佛让我经历了一次严冬的游历，在北极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触摸深埋在冰层下
的地壳。
当我终于完成这本书时，我就像从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浑身透湿，瑟瑟颤抖。
这样的写作经历真苦！
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荒凉之心呢？
仿佛是戈壁大漠，寸草不生：当一个人承受着历史与文化的重压，同时面临世界末日的绝望时，那一
种人性深处的枯寒，就那样变成一口幽深的井。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说：一个人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伸展的
、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
。
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在这里，我想写就的，就是那个自己曾以为是、曾希望是和曾经是的人。
这，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曾国藩。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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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曾国藩是晚清社会急剧变革中率先由儒家传统经世致用转向学习洋务以图自救的代表人物，深入剖析
他一生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他在应付时代大变局中采取各种举措背后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
本书作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清史专家）戴逸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史学修养，曾国藩精彩
非凡的一生，加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良好口碑，使这本书非常值得期待，并必将畅销不衰。
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曾国藩，一个既波澜壮阔又无限苍凉的大人物；还会发现
时间以曾国藩为界，“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
时代，在曾国藩逝去之后，已瞑然消逝。
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最美好的季节，也是最糟糕
的季节；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富足的时代，也是贫乏的时代⋯⋯”这不仅是一本独具
视角的人物传记，更是一曲悲壮幽远的时代挽歌。
——（著名报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程益中这本书描述了曾国藩
一生中的心路历程，重点写他中年之后的苍凉心境。
按照我的理解，曾国藩的苍凉，是内心的苍凉，也是文化和时代的苍凉。
一个伟大人物，往往都有着一颗苍凉之心。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悲悯、无奈的曾国藩。
这种心态，也是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心态。
——（著名学者、凤凰卫视著名资深评论家）王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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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有个曾国藩》在梳理、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勾画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
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
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
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
人物？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续绝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
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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