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曾国藩算算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给曾国藩算算账》

13位ISBN编号：9787101108962

出版时间：2015-4

作者：张宏杰

页数：3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给曾国藩算算账》

内容概要

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其实，这多少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想发
财也没什么机会。那曾国藩管理众人皆知的腐败的晚清军队以及任总督期间还能做到这一点吗？即使
他能做到，他的家人能做到吗？他是怎么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湘军暨总督时期）》对清军的俸饷制度及总督的收支结
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陋规的产生原因及详细情况做了说明，也通过史料梳理了他在两江总督和直
隶总督任上的具体收入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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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宏杰，1972年出生，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师从葛剑雄教授。现
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秦晖教授。目前已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
面与侧面》等专著11部。其中，《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销量约为17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两个版本共20万。另外，任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CCTV1、9及湖北卫视2013年3月同步播出）
《戊戌变法》总撰稿。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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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精彩短评

1、非常长见识的一套书。让我对古人的日常生活有了兴趣。
2、因为读了第一本在豆瓣登录，才知道还有第二本。继续买来继续翻阅，尚可，作为曾国藩而言，
后一段才见其真功夫。作为写作，此书与上一本风格相似。材料、切入点都不错，但语言和写法还有
待提高，总觉得还可以搞得好一些。
3、制度的不合理导致的腐败横行
4、如此文笔清新的博士论文。曾左李的陋规应对，第三、四、五章。
5、这样酣畅有趣的博士论文是难得一见的。财经专业出身的张宏杰先生搞起经济史来果然得心应手
，而其成熟又流畅的笔法也将此书推上一个层次。不过在阅读时，总感觉有些地方说的不那么明晰，
前后矛盾处也有。待有空到所里找他讨教讨教，他想必是很欢迎的！
6、看书名就预感到有“京官时期”，后面肯定还有“总督时期”或“湘军时期”⋯⋯坦白说，大体
上近乎流水账，不过《曾文正公全集》还是读的很仔细的。
7、比京官时期那本书，差很多，不如第一本写的好。
8、“总觉得可以搞得再好一些”
9、挺好玩儿。
10、有了之前那本《正面与侧面》，干嘛还把自己博士论文摆出来。。。死贵死贵的。。。。
11、比京官时期那本要更有趣。因为湘军跟总督时期，手握实权，灰色收入更大。
12、视角独特，还行吧
13、学术，规范，又不生涩难读，挺有趣的角度
14、传记 中国历史 社会史 经济史
15、晚清官场，财政制度的一个侧面。
曾国藩的清廉与妥协，曾国荃的奢侈，官员俸禄，陋规，腐败。
16、有提到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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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曾国藩的功业道德文章，世所瞩目，堪称晚清第一重臣。坊间关于他的研究可谓俯拾皆是，但可
惜能兼得严肃与趣味者甚少。近日读到的《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算是一部以
小见大、有依有据，又极具趣味的上佳之作。作者张宏杰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材料入手，替他仔
细盘算了一番工资收入、人情往来、日常花销等情况，进而钩沉出曾国藩鲜为人知的一面，获得了一
个观察晚清社会的特殊视角。 　　 　　 这中间最让我惊讶，也可能是最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原来曾
国藩很穷！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曾国藩居京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因为“
胸中无学手无钱”，连仆人都敢鄙视他，卷铺盖另寻高枝。虽然中了进士，但大舅依然“陶穴而居，
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二舅也是贫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没能沾到外甥一点好处。 　　 
　　 为何做京官的曾国藩这样穷？据张宏杰的分析，这与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关系。在京做官十
三年，虽然曾国藩屡经升迁，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两白银，高也不过四五百两。这点银子，要养全
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还得养车租房、交际应酬，根本不够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
后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一度不想就任！ 　　 　　 许多京官为
了弥补赤字，只能靠家族资助，或者放下身段，厚着脸皮“打秋风”，交结地方大员收受“碳敬”、
“冰敬”，甚至以权谋私，包揽词讼，干预公事。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如此穷困拮据，曾国藩依然
能保持清节，克制“利欲”，立下了“学作圣人”“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的誓言。 　　 　　 “
给”书考察的是曾国藩做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这是他蓄势待发的时期，此后，他离开京城，办团练
，办洋务，位日高，权愈重，是否守住了当初“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呢？ 　　 　　 据张宏杰在另
一本著作《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为方面大员以后，曾国藩也并没有像民间传说
的那样暴富。在湘军时期，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带兵十二年，拥有绝对的财政权，先后支出军费三
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很轻松就能积累百万资财实。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上下其手，发财致富。虽然，此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等要职，但终其一生，所积的“养老钱
”也不到两万两白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目，可堪对照的是李鸿章的存款：八百万两白银。 　
　 　　 这一点在今天读起来尤让人感佩。这几年，随着反腐的日渐深入，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高
薪养廉的议论时有耳闻。实事求是地说，以今天公务员的正常收入，要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过上体面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国藩那样穷困拮据。但收入少并这不能成为可以
肆意弄权贪腐的理由。最起码，在曾国藩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这恐怕也
是他被我们后人敬仰推崇的原因所在。（删节版刊于5.18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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