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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看其淑世情怀 

张　琳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山水描写的诗歌在曾国藩诗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颇具艺术魅力；诗歌中的山水描写，使其入世济世、忧国忧民、
对家人和友人真挚的情感以及乡愁等淑世情怀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诗歌魅力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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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有
着“晚清第一中兴名臣”“千古第一完人”“儒学圣

哲”的美誉，梁启超称他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他拥有过人的政治才干，创办了湘军并成为其最高

统帅。自考取进士以来，他便开始了其辉煌的仕途

生涯，曾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

一等毅勇侯，成为清朝历史上汉族文人为官的最高

峰。不仅如此，曾国藩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同

样令人钦佩和赞叹。他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所作文章有深宏骏迈之意境。本文欲发掘曾国藩

诗歌中的魅力，从其诗歌中的山水描写来看其淑世

情怀。

　　一　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

根据笔者统计，曾国藩的诗歌共３１８首，其中

含有山水描写的诗歌有 １１３首，占到了全诗的
３６％。其中，描写山的有３０首，描写水的有５１首，
山水共同描写的有３２首。曾国藩虽然不为景而写
景，但山水描写的诗歌占其诗的比重之高确实值得

我们关注，其诗歌中的这些山水描写颇具艺术

特色。

第一，具有雄浑、豪放之美。曾国藩曾说：“平

生好雄奇瑰伟之文。”［１］从这种观念出发，曾国藩笔

下的山水呈现出雄奇瑰伟之态。例如：“莽莽寒山

匝四周，眼穿望不到庭闱。”“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

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

行。”“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荷花夏如海，当

春万柳垂。”“西北看辽沈，东南望海陬。苍茫怀百

代，浩荡足千愁。”“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乱

山合处响沉沉，古洞千年海样深。”“郁郁紫柏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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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渺千载。遗踪今则无，仙者岂予给！詙来瞻庙

庭，万山雪
!!

。”“赤水沉玄珠，千年迟象罔。”“洞

庭八月水如天，沙鸥与我抵足眠。”“沧海鲸鲵浪正

高，洪河蛟蜃秋尤怒。”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曾国藩笔下的壮丽山水是通过四方面表现出来的。

首先是通过三、十、百、千、万等数量词得以表现；其

次是通过如浩浩、莽莽、滔滔、沉沉、郁郁等这些拟

态词得以表现；再次是通过具有气势磅礴的表物的

名词得意展现，如大海鲸、海陬、江海、沧海、蛟、龙

等；最后是通过“如海”“如天”等比喻来得以展现。

这些因素都是曾国藩诗歌中山水描写雄浑、豪放之

载体。

第二，具有阴柔之美。曾国藩在日记中曾这样

写道：“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

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

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

出之。”［２］３１５从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受到了

姚姬传先生的影响，主张文章不仅要有阳刚之美，

而且也不能缺乏阴柔之美。从这种观念出发，曾国

藩笔下的山水亦呈现出阴柔的美感。如：“我有山

中庐，槿篱夹绿水。”“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

佳哉！妙高峰上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短城

三面绕，浅水半篙寒。鸟过穿残日，鱼行起寸澜。”

“岁晚餐幽菊，空山倚冷。”“神斤事业无凡赏，春草

池塘有梦思。”“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桂林

天下秀，生才雅且毅。”“乃知玉泉流，璇源已冲?。

白岳黄山间，灵气郁葱葱。”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

到，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的阴柔之美就是通过

绿水、小池、玉泉等这些较和缓的景物烘托出来的；

韵味深美，耐人寻味。而且，在这阴柔之美的背后

我们总会发现淡淡的愁绪。这一点我们从作者的

用词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残日、枯池、醉几回等。

第三，运用对比的手法烘托氛围。如：“山南伐

石千指碎，山北挽木万牛回。”“寒云低树白，边日际

山黄。”“烟雨黔山道，风涛海国”“两闲分吸西湖

光，东壁交辉北斗灿。”“前者激波澜，后者姿斗

狠。”“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上承柔澹思，下

启碧海澜。”“昭山树古霜逾瘦，洞庭水深寒可渡。”

“碧海鳌稪鲸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洪河无近

脉，昆山玉所都。”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曾国

藩通过方位对比、山水对比、色彩对比、程度对比、

动静对比等对比方式，向读者展现了空间的辽阔

感、风景的整体感、视觉的瑰丽感、心理的错落感。

通过此方法的描写，曾诗笔下的山水似乎动了起

来，美感十足。

　　二　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所反映出的淑
世情怀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出京办湘军为界，大致分
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诗作以言志抒情为主，抒发年

华易逝的感叹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后期的诗

作以与朋友砥砺互勉为主，充满了深刻的人生思考

和对时政的评判。曾国藩不是为了写山水而写山

水，他的山水描写与其思想发展状况紧密相连。那

他的诗作中的山水描写是如何体现其淑世情怀

的呢？

首先是反映了曾国藩入世济世、为国家效力的

人生追求。《小池》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作：“屋后一

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

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

料。”［３］５８９在《曾文正公嘉言巢序》中有这样一段评

价：“曾公并非超群轶伦之天才，其所遭值事会，亦

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

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

拔于流俗，而因而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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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这首诗作

中，曾氏抒发了他雄伟的理想抱负。从前四句对于

小池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相当的自信并对

自己的仕途充满信心。他把自己比作蛟龙，有一种

我曾国藩一定会在功名仕途上大展身手、横扫前进

路上的一切险阻、成功将至的雄心壮志。诗作的后

两句显示了曾国藩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曾国藩

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因为他的入世济世、为国家

效力的人生态度。《感春六首》之六也是这方面的

典型代表。“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横卧江干径十

里，盘坳上有层云封。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

咸阳宫。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云马填坑襌。虹梁

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枞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

万一雉卵变蛟龙。”［５］５７１太华山上的虬松虽然默默

无闻的，但是它的品质令见多识广的长安梓人都

“骇一见”，能被用作咸阳宫的建筑材料，对于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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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最好的归宿。曾国藩以虬松自居，认为自己

现在虽为一名小人物，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

在最后两句直点题眼，写出了对于前途充满自信的

狂放姿态和渴望成为国家栋梁的强烈愿望。《岁暮

杂感十首》之四：“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

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

吞如芥，未信君山划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

草绿满蓬瀛。”［６］５５７通过此组诗的其他诗句“我到人

间廿五秋”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作于道光十五年。

根据曾氏年谱我们可以得知，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入

京参加会试，但未考取。会试过后，留京读书，以备

来年之考，但第二年又是名落孙山。两次会试的失

败使曾国藩备受打击，此组诗正是作于曾氏这段人

生低谷阶段。然而，从诗中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曾国

藩的沮丧，反而看到了他越挫越勇、志气满满的性

格。想当年“思屠大海鲸”的豪气依旧存在，“竟将

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划不平”句道出了其慷慨激

昂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抱着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的顽强精神，渴望早日翻越龙门，一展他为

国效力尽忠的雄心壮志。尾联中的“又”字用得漂

亮，是点睛之笔，表明他信心依存、昂扬不屈的奋斗

精神。

其次是反映了其忧国忧民的思绪和对社会黑

暗不公的不满。如《杂诗九首》之四：“伤禽悲弦

声，游鱼惊月影。丈夫贵倔强，女子多虚警。强弧

有时弛，夷途有时梗。飓风扬海涛，潮平已复静。

君子别有忧，众人恐未省”。［６］５５８此诗充满了悲凉且

具有警醒意味的情调。曾氏通过伤禽的悲和游鱼

的惊来展现时局的混乱，紧接着又以飓风激起海涛

比喻帝国主义的入侵。曾氏觉得潮退只是暂时的

平静，人们应该多警惕，切记不能高枕无忧。最后

两句曾氏对未曾警醒的众人发出了忧虑之感。在

此诗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曾国藩对外侮的高度警惕

和对国事、人民深切的忧虑。再如《杂诗九首》之

七：“入门忽??，出门复皇皇。嗟我素心人，各在

天一方。庸夫厌鼎食，谊士谋糟糠。奔走遍天下，

归去仍空囊。秋老江湖阔，何以慰凄凉？勿劳我之

思，我今足稻粱。所忧非所职，所乐殊未央。日暮

登高邱，四顾何茫茫。落叶东南飞，孤雁西北翔。

思君不得觏，惨淡咏斯章。”［６］５５９同样是读书人，科

考的成败决定了是庸夫还是谊士，是厌鼎食还是谋

糟糠。曾氏通过这样的对比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

抨击之意和对苦苦挣扎的不幸读书人的深切同情。

曾氏虽然生活富足，但作为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的

读书人，他对日益衰落的大清朝不免发出“何以慰

凄凉”的感叹。“日暮登高邱，四顾何茫茫。”登高

望远，四顾之下景物变得一片茫然，心情更是一片

茫然。自己就像一只孤雁一般无助地飞翔。此诗

充满了对社会黑暗面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之情。又如《岁暮杂感十首》之九：“浩浩翻江海，

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肯能寻

冷淡，夜夜照檐端！”［６］５６８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那些

为了追求名利富贵的人像“浩浩翻江海”一般往来

于长安的达官显贵之间。而我曾国藩“独立看参

昂”，却只能落下个“如此寒”的地步。因为自己独

树一帜，结果与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一闹一静形

成鲜明对比，抒发了曾氏对追名逐利的名利客的极

度不满和对国家未来的担忧。颈联和尾联连用两

个感叹号，可见对世事的不满到了难以言语的

程度。

再次是反映了对亲朋好友真挚的情感。《忆弟

二首》之二：“忽忆他时襄水上，恶风半夜撼春雷。

舟人捩舵声同泣，客子扶床面已灰。仰荷皇天全薄

命，信知浮世等轻埃。汝今归去复何似？回首世途

诚险哉。襄阳遇风，戊戌九月出都事。弟今年南

归，亦由襄水达武昌。”［６］５６２此诗描写了曾氏在襄水

上遭险的惊魂一幕。此次九弟出京回家也是走同

样的路线。曾国藩通过此诗表达了对九弟的担心

挂念之情，体现了手足亲情之深。曾氏的兄弟情不

仅表现在对其弟安危的挂念上，还表现在对其弟仕

途未来的关心。《温甫读书城南寄示二首》之二：

“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妙高峰上携

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夏后功名馀片石，汉王钟

鼓拨寒灰。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

来。”［５］５７２岳麓书院的求学生涯在曾氏的心中留下

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同时，长沙这座拥有美山

美水的城市也深深地烙刻在曾氏的心中。“知君此

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这句是说六弟今日沉

吟之地正是为兄当年登高望远之时眼中所见之处，

间接地表达了对六弟殷切的祝福之情。他希望六

弟能沿袭自己的足迹，凭借在城南书院的学习取得

功名、出人头地。《怀刘蓉》：“我思竟何蜀？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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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

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６］５５７刘蓉

是曾氏的同乡挚友，曾氏曾这样评价这位好友：“吾

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

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

誉。”［７］从此诗中的“四海一刘蓉”和“千山追卧龙”

这两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欣赏他的才华，

认为他的才能四海之内无人能及，如同当初的卧龙

一般，诗中流露出诗人对才华横溢的好友的思慕

之情。

最后是反映了其浓郁的乡愁。《题
"

?谷图》：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春雨晨锄玉

版，秋风夜馆鸣琅。自来京华昵车马，满腔俗恶不

可删。洞庭天地一大物，一从北渡遂不还。苦忆故

乡好林壑，梦想此君无由攀。嗟君与我同里社，误

脱野服充朝班。一别
"

?谢猿鹤，十年台省翔

鸾。鱼须文笏岂不好！却思乡井长三叹。钱塘画

师天所纵，天割湘云落此间。风枝雨夜战寒碧，明

窗大几生虚澜。薄书尘埃不称意，得此亦足镌疏

顽。还君此画与君约，一月更借十回看。”［８］《题
"

?谷图》是清代画家戴熙受翰林侍读学士孙鼎臣之

请所作，主要描绘了湖南的秀美山水。众所周知，

曾国藩是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所以同为家乡人

的曾国藩看到此画后爱不释手，便起兴为其题诗一

首。前两联正是曾氏看到此图后浮现在他眼前的

家乡的美丽、雅致、休闲的画面。一幅江南如画的

别致、闲适的美感涌入读者的心中。第三联至第八

联表达了曾氏背井离乡后对家乡的向往和难舍之

情。第九联至尾联则表达了曾氏对此画的赞美之

意。曾国藩通过再现家乡的秀美景色以及风物人

情向人们展现了浓浓的思乡情怀。这是游子对家

乡的深切向往。《岁暮杂感十首》之二：“高嵋山下

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

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沙。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６］５６５如果是上

一首诗是借画抒情的话，那么这首诗便是单刀直入

地来抒发思乡之情的杰作。同样是高嵋山这一标

志性的物体又一次出现。家乡的老柏和夭桃仿佛

有了生命，对他依依不舍，他又怎能不思念那美丽

的故园呢？游子的乡愁跃然纸上。

曾国藩通过诗歌中的山水描写使其入世济世、

忧国忧民、对家人和友人真挚的情感以及乡愁等淑

世情怀更好地得以展现，可以说，曾氏诗歌中的山

水描写就是他所有抒情抒怀最好的载体。没有了

这些山水描写，曾诗会失色许多，曾氏的许多情感

也难以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抒发。

　　三　曾国藩诗歌创作的思想溯源

首先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学》说：“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９］儒家的这种主张成为我国封建社会

的核心理念。曾国藩作为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传

承者，自然信奉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道。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他还把它贯穿于整个

家教之中。既然曾国藩把儒家经典作为家教来奉

行，那势必会对他的诗作中产生影响。第二部分的

提到的《小池》《感春六首》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曾国藩非常刻苦勤奋地为提高个人素质不断努力

着，目的就是能够为国家效力，能够治国、平天下。

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是一位为大清朝尽忠尽力的

第一功臣。然而，这样的功臣却不邀功，因为他十

分懂得修身立命之道。

其次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讲求豁达恬

静、无为而治、崇尚自然、物我两忘。曾国藩在家信

中说：“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

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

之’一段，最为豁达。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

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

……”［１０］可见，曾国藩非常欣赏庄子的豁达恬淡的

理论。他把他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也是取之于

老子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的涵义。繁忙的军政

生活之余，他还经常教导儿子、弟弟要多读老庄书。

５８岁时，他反思一生：“思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
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２］３００以上内

容均表明，道家思想对曾国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

响。这样的影响在其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送唐

镜海先生九首》之六：“泰岳高云不可攀，曾兴霖雨

在人 间。如 今 老 去 神 功 敛，只 就 君 王 乞 放

还。”［８］６０５、《送妹夫王五归五首》之一：“飘然弃我

即山林，野服黄冠抵万金……”［５］５７８、《失题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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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弘景旧居勾曲洞，杜陵新卜浣溪头。好

栽修竹一千亩，更抵人间万户侯。”［３］５９１从这些诗作

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豁达恬淡，他不纠结于官

权之位，反而羡慕山林的隐退生活。事实上他也常

常教导弟弟儿子要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此外，曾

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占全诗比重之大，也恰恰反

映了他受道家崇尚自然理念的影响之深。他用豁

达的心态来应对世间的纷纷扰扰，安顿自己的心

灵。可见，道家思想对曾氏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

再次是受佛教的影响。曾国藩在日记中曾提

到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其

“不信僧道”指的是不信俗僧，即那些为了迎合世人

庸俗需要的俗僧。相反，曾国藩常常寻僧访道，并

且为高僧做联题诗。而且他自己对神灵也非常恭

敬，如修金陵痘神庙、自己亲自在金陵祈雨等。在

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参禅的体悟，如“静字

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

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不动心。若不

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

静。”［２］２８６此外，曾国藩还非常信奉生死轮回和因果

报应。这从他把名字改为曾涤生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日记中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

取明袁了凡之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

种，譬如今日生也。’”［２］２８７曾国藩就是因为信奉生

死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才将其名更改，以求一切从

头开始，行善积德，获得善报。曾国藩在佛教宗派

中特别推崇禅宗，曾诗中也不乏与佛教有关的诗

作，如《三十三生日三首》：“苦饫风尘未息机，驽骀

已络紫金革几。诗禅入悟无三昧，世路回头有百非

……”［５］５７５、《题平谷山庄图》：“……开图对此好溪

山，万重云水一闲僧，清辉照我尘里颜……”［３］５９６

等。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曾国藩的禅悟。

综上所述，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占全诗的

比重是相当大的。其特色是不仅具有雄浑豪放的

阳刚之美，而且还具有韵味深美的阴柔之美，再者

是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极大地增加了其诗歌的感

染力。曾国藩通过诗歌中的山水描写使其入世济

世、忧国忧民以及对家人和友人真挚的情感等淑世

情怀更好地得以展现。曾国藩的诗歌能有如此大

的魅力是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他的文学

创作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集成物。

曾国藩不仅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而且还具有令人

钦佩的文学功底，真不愧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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