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１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６年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４

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 

———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刘渐娥１，彭安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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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出色的才华和敏锐的眼光破译了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的人生秘
诀，探究了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智慧，是点亮曾氏心灵深处的灯盏。全书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点评精当，笔调轻

松，语言生动，集知识性、思辨性与趣味性于一炉，是一部成功的文化随笔、学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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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作家、出版家唐浩明在策划与主持
编纂出版了《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

《曾国荃全集》四套湖南近代名人文集（总计２２３４．
２万字）和创作了“晚清士人三部曲”《曾国藩》《杨
度》《张之洞》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总计 ３６４．７万
字）后，又推出了“评点曾国藩”随笔系列著作七

种，包括《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

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书

信》《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唐浩明评点曾国藩

诗文》，总计 ３２５万字。唐浩明编纂的《曾国藩全
集》包括煌煌巨著３１册１５００万字，创作的长篇历
史小说《曾国藩》包括《血祭》《野焚》《黑雨》３部书
共１３５万字，“评点曾国藩”系列包括７种著作３２５
万字，由此他从文献整理、文学创作、文本解读三个

维度完成了巨大而又系统的“曾国藩文化工程”的

建设。这是彪炳千秋的名山事业，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价值、意义与影响将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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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系列出版后，读者争相阅

读，好评如潮。《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是唐浩明

所著“评点曾国藩”系列之第一种，由唐浩明从传世

的曾国藩１４５９封家书中精选出３６４封，加以详细
评点。《曾国藩家书》是清代名臣曾国藩写给家人

（其中除少量是写给祖父、父母、叔父母的之外，绝

大部分是写给兄弟、儿子的）的一部书信集，“是一

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

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

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

的坦露”［１］３－４，是一部蕴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等人生大智慧的经典家书，因而历来为人们所推

崇，清末民初时期，此书已成为士大夫必读之书。

唐浩明编辑过《曾国藩全集》，又创作过长篇小说

《曾国藩》，还发表过《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

善用》《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因》《“文笔昌黎

百世师”———曾国藩论韩愈古文的美学特征》《“含

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美学思想浅析》《曾

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国》等

研究曾国藩的系列学术论文，因此，他撰写的《唐浩

明评点曾国藩家书》能深入曾国藩的心灵世界，对

《曾国藩家书》进行直抵灵魂的评点与深入精到的

阐释，总结了曾国藩超凡的人生大智慧，破译了曾

氏家族崛起的文化密码，并藉此进一步探求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点亮曾氏心灵深处的

灯盏。

　　一　知人论世，述人之常情

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由中国传统文化所

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位大人物”［２］，他的身上闪耀着

“大人物”的光辉———宽容仁厚，智勇双全，勤奋好

学，严于律己，目光长远……这些经《曾国藩家书》

阅读者提炼出的形容词，铸造了万千人心目中神圣

化的曾国藩形象。然则笔者以为，以这些词语对曾

国藩简而概之，不免略显草率和单薄。唐浩明深谙

此理，他以平等的目光审视《曾国藩家书》，通过知

人论世的方式还原历史场景，用饱含深情的评点文

字对曾国藩或抱以理解之情，或表露赞美之意，向

读者展现了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曾国藩形象。

对曾国藩的理解之情。作为曾家的一份子，曾

国藩演绎着子孙、兄长、父亲等多重角色。在多重

角色的映照下，他的处境和经历势必有其复杂性和

独特性，这也就决定了《曾国藩家书》的“曾氏特

色”。“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３］，唐

浩明通过摹写曾国藩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家庭境况，

对《曾国藩家书》进行了深层次探究，并传达了对曾

国藩的理解之情。如有别于其他人的家书，在曾国

藩１５封写给长辈们（主要是祖父母、父母）的家书
中，“升官”是其中的高频词。以今人的眼光来看，

或许有人会觉得曾国藩过于功利，连写给家人的信

都是以自己升官为主要内容。但是，唐浩明的评点

文字没有对曾国藩这种行为的责备，而是对他表示

深深的理解。唐浩明虽以“破天荒翰林”“升翰林

院侍讲”“连升四级”“升授礼部侍郎”等为评点标

题，却并无批评之意。在评点中唐浩明多次指出，

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是古代读书人惯有的理念，因

而曾国藩此举原本无可厚非，且有别于其他农家子

弟，他不仅看到了宦海遨游的好处，而且看到了宦

海遨游的坏处。再者，曾国藩中翰林以前，“曾氏家

族五六百年来从未有人与功名打过交道”［１］３，因此

整个曾氏家族必然会格外关注曾国藩的仕途发展

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国藩通过家书向家人

汇报“升官”等事宜亦合情合理。在评点中，唐浩明

不仅理解曾国藩为子孙的境遇，而且理解曾国藩做

兄长、当父亲的处境。鸦片战争前后，曾氏家中欠

债不少，曾家近亲大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曾国藩想

馈赠四百两银子给亲戚，遭到两个弟弟言辞尖刻的

批评。一个说，此事没有先和家里商量，这样做近

乎哗众取宠。一个说，就你知道要接济贫乏，难道

家里人都小气，不会为此慷慨之举吗？为此，曾国

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其六弟、九弟的信

中，以“盈虚消息之理”对两位弟弟予以了细心的开

导。唐浩明评点曰：

曾氏认为：天有孤虚，地阙东南，天地都有不

足，何况人？故有所缺陷才是真实的。日中则昃，

月盈则亏，日月都不能追求圆满，何况人？故人应

当有所欠缺才好。

……人世间的好事，他曾家占了很多。如果还

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将会因此而损害现有的美

满。故而，他有意求阙。曾氏以此开导两弟：即便

家中尚有负债，先拿出四百金来赠人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求阙”。

这种“求阙”的观念一直支配着曾氏后半生，他

在面对诸如名利地位财物这些世人渴求的东西时，

常会以“求阙”的态度来处置。［１］６４

家书是写给家人的，带有私密性，也最能反映

人的本真心理世界。透过这封家书，我们可以看到

曾国藩对其弟弟的循循诱导与人生智慧。曾国藩

的儿子曾纪泽小时候体弱多病，有一次还咳吐咸

痰，但作为父亲，曾国藩却不主张儿子吃药，认为：

“药能活人，亦能害人。”唐浩明评点道：“从信中可

知，一百四十多年前中国的医术极不发达，那时西

医尚未传入民间，中国人治病倚仗的仍是传统的医

药医术。即便是良医，治愈率也只有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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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庸医，治愈率则只占百分之三十。而乡间医

师，在曾氏看来都是庸医。”［４］１５唐浩明根据家书和

史料分析了曾国藩不主张儿子吃药的缘由，并得出

“正因为对儿子爱之深，故不让儿子去受庸医之害”

的结论。由此可见，唐浩明对曾国藩为人父母的一

片良苦用心是何等的理解与敬佩！

对曾国藩的赞美之意。毛泽东曾坦言：“愚于

近人，独服曾文正。”对其肯定与赞赏之情表露无

遗。对曾国藩的态度，唐浩明和毛泽东如出一辙。

他在此书的序言《一个大人物的心灵世界》中曾表

述道：“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

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１］２透过评

点文字，唐浩明既赞其智慧，又赞其人品。如在评

点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正月元日写给弟弟曾国荃的

信中，他直言道：“此老是一座人生智慧库，就‘强成

强立’与‘认命’两个截然对立的命题解答中，我们

亦可得到一些庸常外的启迪。”［４］１７－１８把曾国藩比

作一座人生智慧库，足见唐浩明对其褒扬程度之

深。再如：“今天，当我们重温曾氏不蓄银钱给儿孙

的话时，不仅仅感悟到一种深远的历史智慧，更从

中感受到一个长者对后辈的真爱大爱。”［１］１２０谈到

曾国藩不留财富给后代的做法，唐浩明将之定义为

“深远的历史智慧”和“对后辈的真爱大爱”，难掩

他对曾国藩的赞誉。曾国藩的智慧表现在多个领

域，因而唐浩明既有评点其学问的句子“这种信笔

拈来、深入浅出的文字，正是学问老到成熟而达到

炉火纯青的表现”［１］３６１，也有评点其诗文的句子“曾

氏本人是作文的高手，这番话自是他的阅历之

言”［１］３５４；既有评点其识人用人的句子“曾氏的人才

思想是人类文化的一笔重要的遗产”［４］８３，也有评点

其家教的句子“历史是最无情的阅卷官，这个阅卷

官给曾氏的家教打了高分”［１］１９７。俗话说，文如其

人，文品即人品。《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大智慧的

结晶，也是他人品的写照。“此处较为典型地表现

了家书的风格，即在同辈及晚辈的面前，不摆架子，

不惮于暴露自己的短处，让对方在一种温婉的气氛

中接受自己的观点。九弟比他小１４岁，此刻的社
会地位更不能望其项背，但他给九弟写信，却从不

用板着面孔教训的口吻，总是温温和和地谆谆善

诱。”［１］２６７唐浩明称赞曾国藩家书风格亲切温婉，意

即夸奖曾国藩其人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曾国藩可谓自省的典型代表。对此，

唐浩明也曾多次称赞。除了“令人肃然起敬”等正

面的赞美之词，唐浩明还运用侧面烘托或对比的手

法颂扬了曾国藩的人品。如他把晚清利用红白喜

事收受贿赂的官员与“只收情不收钱”的曾国藩作

对比，凸显了曾氏的清正廉洁。

　　二　剖言析行，阐处世之理

古代官宦之家大抵盛不过三代，但曾氏家族却

打破了这一现象，五代之内都英才辈出，成为长盛

之家，这与被后代视为“治家圭臬”的《曾国藩家

书》关系甚密。《曾国藩家书》中记录了大量曾氏

言行，于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唐浩明剖析了《曾国

藩家书》中涉及的曾氏言行，阐释了其中蕴含的处

世之理，以期尽可能地全面总结《曾国藩家书》的思

想精华。

对修身之法的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封建士大夫的人生目标，曾氏亦不例外。据笔者

统计，《曾国藩家书》中以修身为主要话题的信件多

达２０余封。唐浩明或提纲挈领总而概之，或析词
解句分而述之，对这些家书一一作了详尽分析，构

筑了曾氏修身之法的系统。如他的“忍辱包羞屈心

抑志”“藏身匿迹不露圭角”“去机巧求笃实”“脚踏

实地克勤小物”“长傲多言为凶德”“戒傲戒惰”“戒

轻易”“有常是第一美德”“面对指摘宜自修”等评

点标题，即是对家书中所言修身之法的高度总结与

概括。唐浩明阐释《曾国藩家书》谈及的修身之法

既有总结，也有分述，且后者居多。如《曾国藩家

书》有言“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

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唐浩明阐释如下：

曾氏认为，历史上凡有成就的人，尽管从事的职

业有所不同，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有

一点一定是共同的，即都有豁达光明的胸襟。所谓

胸襟，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吐

纳。这种吐纳，既有程度的差别，也有品性的差别。

豁达与否，指的是程度方面；光明与否，指的是品性

方面。人生的意趣建筑在胸襟之上。恬淡冲融的意

趣只能建筑在豁达光明的胸襟之上。［４］１３６－１３７

此番解说意即，为人须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做

事应有淡泊豁达的心境。又如曾国藩告诫弟弟曾

国荃：“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

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唐浩明用“勤能补拙，

谦可受益”“笨鸟先飞”等名言佐证庸人以惰致败

的道理，又以“有才干的人，又往往容易骄傲。一旦

骄傲，则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又极易以轻慢的态

度待人。前者导致师心自用，后者招人怨恨。即便

再有才干，到了这个地步，离失败也就不远了”。［４］２

从而回答了为何有才干的人骄傲就容易失败的问

题。再如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谈到：“人生惟

有常是第一美德。”至于什么是有常，曾氏在信中并

未详细论述。但在评点中，读者可以读到唐浩明对

有常之意的解释及延伸：

儿子虽忙而不失常课，曾氏加以肯定，并由此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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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开，谈到“常”对人生的重要性。早在道光二十

二年，曾氏便对诸弟勉以有志、有识、有恒，“常”即

“恒”也。这次他又将此当做第一美德来看待。以

笔者看来，“常”对人来说，最平实，亦最不容易。所

谓平实，是指人人都可以做得，不像“志”，有大志小

志之分，大志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立的；也不像“识”，

它还要以学问和天分作为基础。所谓不容易，就在

于难能坚持。做十天八天可以，做十个月八个月就

难了，做十年八年则难上加难。然则又只有“守

常”，才能获取成效。曾氏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儿子

所说的“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

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这几句话实在是

可以视为垂之后世的格言。［４］７７

唐浩明此番评说与今人所说的“坚持做一件简

单的事情本身就不简单”的道理可谓异曲同工。他

俨然是曾氏的代言人，将曾国藩未说完或者未说透

的话以评点的形式表述得淋漓尽致。

对为学之道的解说。为学乃曾氏家书的另一

重要主题，曾国藩写给诸弟和儿子的信绝大多数都

与读书治学、作诗为文有关，因而唐浩明对此也解

说得较为透彻。他归纳《曾国藩家书》提倡的为学

之道主要有：“‘猛火煮漫火温’法”，“谈乾坤礼乐

之道”，“治学以有恒为主”，“读书之法：看、读、写、

作”，“读书宜体察涵泳”，“勤做读书札记”，“读书

应有所选择”，“文章当珠圆玉润”，“诗文立意须超

群离俗”，“为文宜专从简当二字着力”，“为学四

字：速、熟、恒、思”等。在解说上述为学之道时，唐

浩明注意保留原文的形神。如评点文《为学譬如熬

肉》对“猛火煮漫火温”方法的详细阐发：

“猛火煮漫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

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

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

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

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

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

种“猛火煮漫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１］１４

原文将为学比作熬肉，评点文保留了比喻的修

辞手法，并详细介绍了如何用熬肉之法为学。唐浩

明评点文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引经据典，同理类比，

在解说文学之道时亦有表征。如评点文《治学以有

恒为主》，对《诗》《荀子·劝学》的引用和《列子》

“愚公移山”寓言的讲述［２］７３－７４。这个特点在全书

多处均有体现，此处不再赘述。唐浩明评点文的另

一个特点：善于举例，古为今用。这个特点在他阐

述为学之道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如：

比如说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看了《三国演义》中

张飞因暴躁而鞭打部属，结果被部属所杀，造成蜀

国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应当有所触动。若多看了

几则这样的故事，必然会对自己的暴躁性格有所抑

制。又如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看了《十五贯戏言成

巧祸》的故事后，应当对自己的这个毛病有所

警惕。［４］８４

唐浩明用举实例代替教条式的言说，深入浅

出，得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的结论。又如谈到

《曾国藩家书》倡导的读书法之一“熟”，唐浩明首

先亮出今天的读书郎对待此法的态度：“往往不太

重视。”原因是：“他们认为现在有了电脑，前人的东

西，动一下鼠标就出现在荧屏上，还要记在脑子里

做什么？”然后对其进行批驳与劝诫：

其实，存在人脑里和存在电脑里是大不相同

的。存在人脑里的知识是接受新知识的基础，也是

产生新才智的源头。没有旧知作底，好比石板上没

有土壤，任何新知的种子都不可能在此生根发芽。

再说，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事情、思索创造、著书

立说等等，能时时从电脑里去找根据找启发找灵感

吗？倘若脑子里一片空白，即便想找也无从着手。

趁着年轻记忆力好的时候，必须在脑子里多储存前

人已获取的宝贵知识，将它变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这是一切伟大创新的基础。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

何等先进地步，人脑的记忆都是不可取代的。［４］４３６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解说方法，增强了为学之

道的可信度和可行性，且成功实现了“原作者”“评

点者”“读者”三者之间跨越时空的互动、交流。

总之，《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作者以深厚

的学养、出色的才华和敏锐的眼光破译了曾国藩

“为师为将为相”的人生秘诀，探究了曾国藩“立德

立功立言”的人生智慧，是点亮曾氏心灵深处的灯

盏。全书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点评精当，笔调轻

松，语言生动，集知识性、思辨性与趣味性于一炉，

是一部成功的文化随笔、学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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