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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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是一个风云剧变的时代，乃名符其实地多事之秋现在仍大体完好地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数十万份
军机处录副的奏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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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系二○○二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的姊妹
篇。
选者从曾氏存世的二千余道奏章中精选四十七道折片，并对这些折片产生的时代背景、折里折外的相
关情事以及它在当时的作用、历史上的影响等等加以评点，试图通过评点来撩开晚清复杂微妙的官场
文化之一角。
　　奏折其实就是报告。
为给今人提供一种报告范本，该书还分析所选折片的写作技巧，指出其于报告这类文体的可资借鉴之
处；并抉出折片中的精彩文句，以醒耳目；同时还附有译文，以便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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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
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
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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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折：报东征起程日期折原折：留胡林冀黔勇会副片原折：靖港败溃后未发之遗折原折：缕陈鄂省前
任督抚优劣析原折：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原折：报丁父忧折原折：沥陈办事艰难仍呼吁悬在籍手制
折原折：恭报起程日期折原折：谢曾骥云赐封典恩折原折：遵旨会筹规剿皖逆折原折：谢署两江总督
恩折原折：苏常无锡失陷遵旨统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原折：请起用沈葆桢折 原折：奏请带兵北上
以靖荑氛折原折：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原折：克复安庆省城片原折：沥陈前湖北抚
丞胡林翼忠勤勋绩折原折：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原折：参翁同片书原折：查复何桂清退守
情形折原折：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原折：恳辞曾国荃补授浙抚并谢恩折原折：奏报攻克金陵尽歼
全股悍匪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原折：曾国荃因病假请开缺回籍调理折原折：江南贡院修复工竣
拟即举行乡试请简放考官折原折：副将刘世玉复姓归宗片原折：再请收回节制三省成命片原折：再密
陈陈国瑞事状片原折：曾国荃调补鄂抚并负剿捻新命恭谢天恩折原折：剿捻无功请暂注销封爵片原折
：复陈病状艰难请准不回江督本任仍命李鸿章暂行兼署折原折：兵部右侍郎彭玉龄恳辞奖叙片原折：
奉旨补授大学士仍留两将总督之任恭谢天原折：李朝斌毋庸复姓归宗应于李氏别为一宗片原折：遵旨
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原折：补用副将胡开泰殴妻致死恶迹多端按军令就地正法片
原折：谢子纪泽授员外郎恩折原折：密陈津郡救案委曲求全大概情形片原折：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
由仍照原拟分别定拟折原折：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肆业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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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臣的听说凡具备某种美德，便常常有一种与此美德近似的弊病出来与之相混淆。
如果不能及早辨别的话，则流弊不可胜防。
故而孔子告学生六言，同时又指出它的六种弊病。
(译者注：“六言”、“六弊”出于《论语·阳货》：“子日：由也，女闻众言，六弊矣乎⋯⋯好仁不
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
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的美德约有三个，而与此相近似的弊端也有三个，不能不预防其日后之发展，
请容臣下向皇上陈述。
臣每在侍奉祭祀的时候，看到皇上表情严肃庄重，对每一个小步伐都很谨慎，至于平时办事，也是每
一个步骤都考虑得精细周到。
这是皇上的敬慎美德。
如果不能对之早加严辨的话，那么它的流弊将为琐碎，对此不能不预防。
臣工服务君王，礼仪固然以周详为贵，但若不是朝廷祭祀大典，难保就没有一点疏忽。
自去年以来，因为步伐有失检点，广林就以这个小过失而被参劾；在道路旁叩头一事上，福济、麟魁
也以小过错而被参劾；在内廷接驾一事上，明训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都统暂时署理时，惠丰也
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
在皇上这一方，仅仅只予以谴责处罚，本无苛责的意思，但担心的是，臣下可能会误解了皇上的本意
而予以附和，或者将在小事上谨慎而在大事上疏忽，而且会谨慎于本不该过于谨慎的地方。
行礼时有“仪注”。
这两个字本是古今通用之字，近来为避皇上的名，而改为行礼“礼节”(译者注：咸丰帝名奕许，与“
仪注”谐音)。
每月初一、十五穿的衣服，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又忽然改穿貂褂。
皇上御门听政穿的衣服戴的挂珠，已经礼部奏定了，而这次又改为补褂。
用这些来表示对皇帝的尊敬，都是在小地方谨慎那些不该过于谨慎之处。
如此，则将对于国家大计必有疏漏而无暇去深入研究了。
那么国家大计在哪里呢?就拿广西兵亨来说吧，它的大处在如何使用人才，其次在审度地理地形，又其
次在慎重地对待军需粮饷。
现在，发往广西的人员不为不多，但安排上却未尽妥善。
姚莹年近七十，曾立有功勋，宜给他以威望，令他在幕府做军事参谋，若随随便便地派他个差事，则
不能发挥他的作用。
严正基办理粮台，但地位低下难以服众，权力不集中又容易受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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