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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条江和一个人、—个国家、一个民族    制片人  曾海波    曾国藩这个人，光是署他名字的书籍，从清
光绪年间到今天，据查就有700多种。
还有那些写曾国藩的，从唐浩明老师著名的三部曲，到各种正说、反说、侧说，此起彼伏，数也数不
清。
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
今天，我们电视人来读了！
怎么读？
走读！
    从长沙出发，经江西、安徽、江苏到上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直到人海口，面向东海、面向太
平洋。
当年，曾国藩和湘军用脚步踩出来的道路，被岁月模糊了行迹。
今天，我们这些晚辈，用车轮代步，在高速公路上疾驰。
张开鼻翼，捕捉空间维度中若有若无的气丝；睁大眼睛，读取断壁残垣上忽明忽暗的信息。
    为什么从长江开始走读？
19世纪60年代时，这条世界上排行老三的亚洲大河，把还在沉睡的老大非洲尼罗河与老二南美洲亚马
孙河，远远地甩在了经济排行榜的后头。
东亚的经济中心，从十三行时代的广州，北移到了十六口通商时代的上海。
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大跨度的位移？
是西方从本国市场潮水般外溢的商品。
英、美、法、俄等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急于为海量产品寻找新兴市场，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商
人垂涎欲滴的目标。
列强用蒸汽时代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大刀长矛的抵抗。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六口，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宁波、上海、镇江、南京、
九江、汉口六个通商口岸。
蒸汽船、航向标、机织布、煤气灯、照相术、自行车、消防队，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洋玩意儿
，不可阻挡地从人海口溯流而上，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直达面积广阔、物产丰富的中上游
地区。
    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恰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
换句话说，连结西方世界和中国内陆的经济大动脉，就在他的治下。
跨国公司、外资银行、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等，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
这是他个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更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遇
到过的问题。
如同处理军事、政治、外交问题一样，他同样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交出了第一份答卷。
他不是没有抵抗过：对洋枪不以为然、对洋医将信将疑、对洋布敬而远之。
但是，在人生最后的12年间(1861—1872)，他没有就此止步。
他的幕僚唤醒他看清楚，他的对手逼迫他干起来：安庆内军械所，第一座兵工厂；黄鹄号，第一艘蒸
汽船；江南制造局，亚洲最大的造船厂；恬吉号，第一艘兵轮⋯⋯当我们从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抬起头
来，眺望滚滚长江，不得不承认当年他采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他的时代，还在潜移默化我们的今天
。
    这，就是“走读曾国藩”第一篇从长江开始的原因所在。
当然，这只是两年来我所看到的曾国藩。
至于一路行下去，我们将读到什么，悟到什么，还请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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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是体现在“走读”二字之上。
据作者在《后记》中说：“迄今为止，走读曾国藩的行程已经超过1万公里。
”通阅全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作者一行自长沙出发，沿途经过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
等省市数十县、乡，或是参观考察历史遗迹遗址，或是查阅方志、谱牒等文献资料，或是采访当地专
家学者和历史人物后裔，耗时数月，自费掏腰包，亲身经历“走读曾国藩”在两江地区的足迹。
这不仅引发我们对作者的务实治学精神，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肃然起敬；而且，从《两江穿越
：走读曾国藩》一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实地考察资料，加深了我们对曾国藩及其湘淮
军人物与清咸丰、同治年间，特定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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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撰文者李超平，男，1970年6月生于湘军发源地——湖南湘乡。
现为锦鸿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振兴湘乡上海促进会秘书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2010年担任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研究会会刊责任编辑，多次策划该会“走
读湘军”系列活动。
2011年3月应邀担任湖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走读曾国藩》联合策划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

书籍目录

一  楔子
二  探访江西安义县“曾国藩小道”
三  湘军立名在南昌
四  不有濂溪子，谁开宋代贤
五  在姑塘发现湘帮的足迹
六  曾上孤亭听角鼓——吴城散记
七  凭吊石钟山
八  祁门探“险”
九  安庆掠影
十  访邓石如和邓稼先故居
十一  拜读桐城
十二  对曾国藩安庆岁月的再认识
十三  都市侯府里的随想
十四  独访三河镇
十五  南京：两江总督府
十六  上海：长江口，东海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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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之前，当地人对此碑文字的解读是，原同治时期的江西巡抚刘坤一、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于同治五
年(1866)亲临此地祈雨，百姓因感念其德，便将为他们二人上山而修筑的青石小径命名为“曾国藩小
道”。
询问帅式乾，他今年49岁，“曾国藩小道”之说，是受其祖父、父亲口代相传的，可见由来时间也不
短，且是当地村民的普遍认知。
    但不得不说，同治五年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来到此地祈雨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围剿捻军的前线，
其年谱里该年行迹中没有关于他曾经涉足江西的任何记载。
刘坤一是否到过，则还需考证。
疑惑之余，我们将碑文逐字解读。
起首就是“江西巡抚臣刘坤一奏，为龙神灵应显著，请旨敕加封号，并恳御书匾额，以昭庥况而顺舆
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不难看出，全部碑文系竖排，是仿照奏折式样来刻写的，遇有“皇太后”、“皇上”等字样时，都
会另起一行并高出一格，“臣”字也显著小于其他文字。
行文语气也很规整，不像是杜撰。
碑文中也赫然出现了“大学士、两江总督臣曾国藩”字样，实在令人惊讶。
为稳妥起见，我们逐字辨识，并不时讨论，几次三番之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碑文的意思。
    第一块碑，写的是这个圣水塘(即所见的圆形水池)及同名寺院的缘起。
第二块碑文，则是抄录原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
其大致意思是，此处水池由来已久，春夏不溢，秋冬不涸。
旁有龙王祠，当地百姓相传池中有一种四脚神鱼，是龙王的化身，总于大旱之年出现，视祈雨者对龙
王爷之诚意多寡而显灵布雨。
此事在府志(当时属南康府)、县志中有记载。
同治五年五、六月间，南昌一带大旱。
刘坤一曾亲率全城官员祈雨，却无效果，人心为之惶动。
遂于七月初，派人前来此处“请”神鱼，鱼刚进城，大雨即倾盆而下。
但当时刘坤一并不觉其神奇，而是“犹以为事之偶然也”。
直到五年之后的同治十年(1871)五月至六月，江西再次大旱，“复请神鱼”祈雨，又再次连降大雨，
遂认为确有“灵应”。
刚好朝廷当时有“凡志乘所载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请旨敕封”之规定，故为之
上奏求封赏。
而奏稿中之所以出现了曾国藩的名字，其实是刘坤一为郑重其事，请他联署而已。
碑文还显示，此份奏折系安义县优贡生熊子沂于同治十二年(1873)仲夏时节照录。
    很显然，这篇奏折的内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那就是刘坤一与曾国藩均不曾踏足此山来为百姓
祈雨。
所谓“曾国藩小道”是刘坤一当年为迎接曾国藩上山而特意修筑，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事
实根据。
但是，这样的说法既然存在久远，显然有其缘由。
一方面，本地山民没有能力准确解读碑文，仅凭内中有“刘坤一”、“曾国藩”及数处“祈雨”字样
就臆断他们是曾经来过此地，而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推断究竟有多少合理性。
另一方面，这样的冠名也未必不是当地山民淳朴情感的一种寄托，他们或许并不介意这两位名人是否
真的到过，而是感念为解决百姓难题而想方设法的良吏。
    就我们亲自勘察所见，这条“曾国藩小道”尽管因盘山公路的出现而荒废，但确实还能在密林中看
到残余的痕迹。
路基宽约40～50厘米，靠近山顶的部分已经没有青石板，据说是被山民们撬走用在他处。
下山之后，我们又特意找到了这条小路的起始处，亲眼目睹了完好的青石板路，但快要被荒草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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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一条方便人们上山祈雨、求福的小径，却被冠上了一个名人的名字。
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两个叫“曾国藩”、“刘坤一”的人的其他历史并不知晓，更不用说“湘军”
是什么概念。
而当问起“太平军”，他们脱口而出：“是‘长毛’吗？
”这个回答委实让我们暗暗吃惊。
“长毛”这个称呼确实存在于晚清时期，但未想到今天的人还如此熟悉。
这显然源于口口相传，也源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那就是，“长毛”很凶⋯⋯    安义县电视台
的记者刘文宝向我们介绍，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接到了当地村民帅式乾打去的摇把子电话，
声称圣水塘里出现了一种有四个“脚”的小鱼，可能就是当年的“神鱼”。
他为此专门赶到现场。
亲眼看见这种小鱼长约5～6厘米，背部有黑纹，腹部粉红，接近透明。
鱼装在玻璃瓶内，摆放在地。
为确保拍摄效果，他还特意在瓶底放了一张白纸加以衬托。
照片及报道文字曾发表于《光明日报》及本省报纸，但该报纸存档尚需找寻。
而影像资料一时难以从该台资料库中寻得，且也担心时间已有十余年，磁带早已自然损毁。
刘文宝甚至说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松下那款M9000的机器，笨重无比，使他爬山时吃尽苦头。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他嘱咐过山民再有“神鱼”出现时就一定要及时通知，却始终再没有这样
的消息传来，看样子“神鱼”已经消失了。
但是，仔细思忖之后，我觉得，尽管一时难以找到当时的影像资料，但并不影响这种鱼曾在这个地方
真实地存在过的事实。
且不说刘文宝、帅式乾当年亲眼目睹过此鱼，刘坤一奏折上的描述便是重要的证据。
贵为一省巡抚的湘军后期统帅刘坤一，是不会仅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事情去请求敕封的。
相反，他在对待这件今天来说很迷信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
同治五年首次派人“请鱼”进城祈雨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草率上报，而只是当做偶然现象。
直到五年之后，这种“灵验”被再次重复时，他才郑重其事地上奏，为此还特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联
署上奏。
以今天的理解，曾国藩应当看过此折，明了其意，才同意添上自己的大名。
否则，他或许不会阻止这样的“迷信”举动，但应当不会同意署名。
    值得注意的是，为这事上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黎明百姓的呼声，照顾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碑文中开篇就指出了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江西兵灾之后。
”    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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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天是2011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我选择在这一天将书稿修改完毕，交给岳麓书社的编辑刘文先生。
花了20天参与电视纪录片《走读曾国藩之两江穿越》的拍摄，三个月的时间撰写系列行记，这是我今
年上半年干的一件大事，因此我刻意不把它拖延至下半年。
    据制片人曾海波的朋友荣挺进在国家图书馆所查，所有写曾国藩或由曾国藩撰写的书籍，从清末光
绪年间到现在共有七百多版本。
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七百多个版本，就有七百多个曾国藩。
很荣幸，我这本小册子也将忝列其中。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是第一次用走读的形式来感受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
    两江地区是指江南省(大致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和江西省。
它曾是清王朝的财赋重地，人文荟萃之区。
也是曾国藩在长江以南主政的区域，是他一生成就最多的地方，当然也是故事、话题最多的地方。
今年恰逢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然而他依旧是一个盖棺未定论的人物，世人对他的理解仍嫌不足，所
以我们用走读的形式，尝试更进一步走近他，也进一步理解他。
    迄今为止，走读曾国藩的行程已经超过十万公里，我只走完了其中的一段，已然胜过读书万卷。
    我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充其量只是一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爱好者，唯一可恃的资本是，历史上的曾
国藩曾是我的同县老乡。
我与他之间虽然隔着无法逾越的时空，但我们同饮涟河水，在同一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活过。
他那具有鲜明湘乡地域特点的语言、个性，使我能比常人对他更多一份理解。
而引领我人门的，则是唐浩明、成晓军等学界前辈，他们的严谨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尤深。
也正因为这样，2011年农历正月初一晚，我还专程前往惠州给成晓军先生拜年并请教诸多问题，获益
匪浅。
2011年9月4日，又在“首届海峡两岸纪念曾国藩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这两位前辈再次见面。
    窃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但要有冒险的勇气，还要有前瞻的眼光。
单就推动洋务运动和百名幼童赴美留学两大举措来说，曾国藩以一个传统文人、忠君官僚的身份，以
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来付诸实践，确实有些难以理喻、难以想象。
思前顾后，或能用英国诗人雪莱在《变》中的诗句来解释：    人的昨天总是和他的明天两样，    除了
变，一切都不能长久。
    曾国藩一生当中的“变”有很多次，正是由于这样的变，也由此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与形象，从而
长久被人们所怀念、追思。
    无论后世怎么看待曾国藩这个人，他依旧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依旧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这是
我完稿之后的最大感受。
    安庆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军兄曾经说过，曾国藩的灵魂一直在安庆的上空飘荡，从来不曾离开。
其实，他的灵魂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飘荡呢？
    走读仅是开始，未来的道路依旧漫长。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多种著述，恕未一一列举书名或篇名。
因才学浅陋，书中谬误之处，请予见谅！
    承蒙尊敬的王澧华教授多次教诲并赐序，深表谢忱！
本书能面世，也得益于诸位学界前辈的悉心指导，得益于摄制组团队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湖南、江西
、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多个单位和个人的无私帮助，深怀感念！
谨列名单于后。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

编辑推荐

曾国藩既是一位具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在历史上往往具有重大争议又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般是有人品、有学识、有才能的人物。
    从《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实地考察资料，加深了我们
对曾国藩及其湘淮军人物与清咸丰、同治年间，特定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经《走读》作者李超平实地考察后形成的客观表述以及实地拍摄的诸多图片，不仅使我们对两江地区
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文物古迹和历史名人有了新的了解，更启示今人应当尊重历史，加强对历史文
物古迹尤其是对那一些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坟墓、故居等加强修葺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些重新品读
的历史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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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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