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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上下五千年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积淀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

且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无数古圣先贤、

风流人物、仁人志士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思索、探求与总结，

而且一路下来，薪火相传，因时损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凝结，更是我们道德规范、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集中

再现。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

铸成了我们民族的品格，书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并峙鼎立，成为人类文

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

不衰，其重要一点是，源于由中华传统文化而产生的民族向

心力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主

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其有异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概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十家九流。它

以先秦经典及诸子之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

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

体系。观其构成，足见中华传统文化之广博与深厚。可以这

么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根，炎黄儿女之魂。

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国家，可能会成

为一个大国甚至富国，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强国；也许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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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一时，但绝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一个国家

若想健康持续地发展，则必然有其凝聚民众的国民精神，且

这种国民精神也必然是在自身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本国人民

创造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巨龙的跃起腾飞，

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从小处而言，继承与发扬中华

传统文化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同样举足轻重，迫在眉睫。

中华传统文化之用，在于“无用”之“大用”。一个人的成

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而一个人的思维能力的

成熟亦绝非先天注定，它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中

华传统文化作为涵盖经史子集的庞大思想知识体系，恰好能

为我们提供一种氛围、一个平台。潜心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

人们就会发现其蕴含的无穷尽的智慧，并从中领略到恒久的

治世之道与管理之智，也可以体悟到超脱的人生哲学与立身

之术。在现今社会，崇尚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更是提高个人道德水准和构建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兴

起，令人欣慰。欣喜之余，我们同时也对中国现今的文化断层

现象充满了担忧。我们注意到，现今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

趋之若鹜时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新世纪的大学

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

这些现象一再折射出一个信号：我们现代人的中华传统文化

知识十分匮乏。在西方大搞强势文化和学术壁垒的同时，国

人偏离自己的民族文化越来越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重拾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已迫在眉睫。

本套“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读本”的问世，也正是为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而添砖加瓦并略尽绵薄之力。为了完成此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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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搜集整理到评点注译，历时数载，花费了一定的心血。

这套丛书涵盖了读者应知必知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尽量把

艰难晦涩的传统文化予以通俗化、现实化的解读和点评，并

以大量精彩案例解析深刻的文化内核，力图使中华传统文化

的现实意义更易彰显，使读者阅读起来能轻松愉悦并饶有趣

味，能古今结合并学以致用。虽然整套书尚存瑕疵，但仍可

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是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情厚谊和治

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来完成该丛书的。希望读者能感受到我

们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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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今

双峰县荷叶镇），卒于1872年。6岁开始读书，28岁中进士。

后入翰林院，拜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下，留京后10年7迁，

并连升十级，37岁就官至礼部侍郎，升为二品重臣，后又担

任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他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

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曾国藩因丧母返乡守孝，

恰逢1852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

了东南大部分省份。翻腾的巨澜横扫湘湖大地，直逼湖南长

沙。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被清廷任命为团

练大臣，负责湖南的团练招募、训练和自保，他便因势在家

乡成功地组建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他以封建宗法关

系为纽带，不招游杂、城镇市民，只招募青年农民，挑选同

乡、同学、师生和亲友当军官，并先聘营官，由营官自己招

募士兵，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他要求将士“忠义血

性”“书生以忠诚相期奖”，与同僚左宗棠、弟弟曾国荃、

弟子李鸿章率领这支军队转战10年，1860年湘军总数已达到

30万人，并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被加封为

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军

务。从此，曾国藩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不过

自打下天京（南京）后，为消除朝廷的疑忌，曾国藩主动收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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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羽翼，亲自裁减湘军，在朝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后被封

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

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

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间，运

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后因师久无

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

1867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曾国藩被清廷命令

处理“天津教案”，十分惊恐，出发前甚至立下遗嘱。曾国

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

步，到天津后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

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

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

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以

致后来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他自己也承

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

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曾国藩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

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1870

年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

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

（1872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终年62岁。朝

廷赠太傅，谥文正。

治国大略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

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唯民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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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散，则为患甚大。”曾国藩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

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

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才兼备

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

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

于 求 取 速 效 ” 。 曾 国 藩 将 农 业 提 到 国 家 经 济 中 基 础 性 的

战 略 地 位 ， 他 认 为 ， “ 民 生 以 穑 事 为 先 ， 国 计 以 丰 年 为

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

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

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力量为深愧；另一

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军事成就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

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

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

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

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

“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

气”。选择将领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

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

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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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

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

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

翦枝叶”，等等。

曾国藩除了治军有法之外，还非常重视采用外国军火，

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

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

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

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并为之积极

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

创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

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了近代

制造业的先声；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

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

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

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

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等就是这些人中的成就突出者。

儒学思想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地

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

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

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

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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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对于两

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

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

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

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

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 之气流行不止，天地

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

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

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

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 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

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

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文学流派

曾国藩认为，“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

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

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

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

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

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

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

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

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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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

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

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

奇瑰伟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

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

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

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

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

“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

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

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

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

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

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

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

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

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

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条，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

之道。这十二条是：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

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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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廿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

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

课。）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持家教子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

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

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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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价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显赫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他

享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名，又兼“曾剃头”“卖国贼”

的骂名，毁誉如此悬殊，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的。他的门生故吏把他称为“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

愧于韩、柳，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唯近

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

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

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

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

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

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

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

进，坚苦卓绝……”

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客观，称曾国藩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由科举入仕途，青云直上，出将入

相，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他一生致力于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严于治军、治家，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

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然而

他率军镇压太平天国，对外国列强割地赔款等所作所为，却

是罪名昭著。“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声名一落千丈，转而成

了“卖国贼”。

无论何种评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曾国藩对他所处

的历史时期和后世的中国社会，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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