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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志》

作者简介

王闿运,(1833年—1916年)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出生于长沙。
生平
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
、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因此成为一代宗师。
咸丰七年丁巳中湖南省补行咸丰二年壬子和咸丰五年乙卯并科举人注1。曾就肃顺聘，甚为后者倚重
。其间曾救左宗棠。
太平天国时期入湘军曾国藩幕府，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曾受到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请执掌成都尊经书
院，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28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
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光绪32年，以其讲学之举而被特授翰林院检讨。民国2年受袁
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
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著作
王闿运好治经学，并以致用为目的，尤其擅长公羊学。著作丰富，有《湘绮楼诗集》4册，《湘绮楼
文集》4册，《湘绮楼笺启》4册，《八代诗选》10 册，《唐七言诗选》6册，《楚辞注》1册，以及《
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
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及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等。其经学著作和诗文，
后人合刊《湘绮楼全书》，近年岳麓书社有《湘绮楼诗文集》和《湘绮楼日记》刊行。其所著《湘军
志》成一家之史，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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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志》

精彩短评

1、湖湘之才，撑起晚清半个天下！
2、作者本身是湘军幕僚，是了解湘军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3、读完一半了，被民初那帮老菜帮子说成《史记》后第一史书，看来人情社会人情的重要啊，就算
是靠彼此吹捧讨生活，但也别过了啊。王闿运写史几乎没有重点，芝麻绿豆一起抓，如同流水账，看
的昏昏欲睡，终于不想看了。
4、王闿运评曾国藩说：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这大概是帅才与将才的差别吧！ 
5、2015-11-9  上下相维，各护其长。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6、读过《湘军志》。王闿运抱负不得施展，只好载之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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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志》

精彩书评

1、湘军 （上、下）成品:  165×230    字数： 680千字 （共）    页数：360（上）、 320（下）出版时间
：2008年6 月定价：28.50 元（上）、27.50元（下）建议上架类别：通俗历史 /历史文化读物◆�卖点 本
书作者王纪卿先生系资深出版人，作家，学者，潜心研究湘军，对湘军人物、湘军历史如数家珍。本
书便是作者潜心研究湘军二十余年的结晶，其材料翔实、论述精当，雅俗共赏，堪称经典，是时下全
面系统了解湘军的最佳读物。部分文字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出后，引起网友的争相追捧，点击率近百万
。本书以湘军的时间演变为脉络，以湘军人物为主线，详细叙述、评价了湘军在晚清中国历史舞台上
的点点滴滴。湘军的功与过，成与败，作者更是下足了功夫。一书在手，一览无余！◆�作者 王纪卿，
湖南长沙人，1953年生，资深编辑，作家，学者，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二十余年，著作多种。近
年来主持湖湘文化的电视讲座，是新浪博客、新浪读书专栏推荐作家，拥有超高人气。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nanese◆�内容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而深入的湘军通史，湘军作战历程全记录
首次面世，叙事清晰，无所遗漏。自1851年起，湘军转战大半个中国，战太平，镇捻军，平西北，复
新疆，兴军屯，办洋务，抗法军，拒日寇，直到1894年的牛庄之役，湘军全军覆没，一段历史风尘跃
然纸上。作者着力于真实再现湘军将帅的个性，拓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十多位清末名臣，发
掘已被历史烟尘淹没的上百位湘军将领。湘军的成败得失以及清王朝的国运兴衰，作者尤为关切。作
品气势恢弘，布局严整，叙事井然，分析恳切，雅俗共赏，堪称佳构。◆�目次上 1851年，咸丰元年     
1852年，咸丰二年     1853年，咸丰三年      1854年，咸丰四年      1855年，咸丰五年     1856年，咸丰六年  
  1857年，咸丰七年     1858年，咸丰八年   1859年，咸丰九年      1860年，咸丰十年     1861年，咸丰十一
年下1862年，同治元年      1863年，同治二年     1864年，同治三年     1865年，同治四年     1866年，同治
五年      1867年，同治六年     1868年，同治七年     1869年，同治八年    1870年，同治九年    1871年，同治
十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    1873年，同治十二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  1875年，光绪元年      1876年
，光绪二年      1877年，光绪三年    1878年，光绪四年      1879年，光绪五年    1880年，光绪六年     1881
年，光绪七年     1882年，光绪八年      1883年，光绪九年     1884年，光绪十年      1885年，光绪十一年  
1886年，光绪十二年    1887年，光绪十三年   1894年，光绪二十年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精彩文
摘1曾国藩预言了江忠源的崛起，这个预言在1851年开始实现。江忠源本人的预言也是正确的。1851年
，中国进入了乱世之秋。江忠源一展身手的机会到来了。他是这个时代的人才，因为当机会到来的时
候，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7月7日，江忠源抵达赛尚阿的军营。赛尚阿把他向清廷要来的这个人
才，分派到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正红旗将领乌兰泰打量着眼前这个湖南人，发现他手臂长得出奇。当
他把手臂垂放下来时，两手到达了膝部，真是奇人异相。乌兰泰又发现，此人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
间，可见他心胸坦荡。乌兰泰没有看错。江忠源是个忠厚人，与人交往，披肝沥胆，始终不渝。他尤
其爱才服善，只要听到孝顺老人、忠于朋友、深明大义的好人好事，一定要加以表彰。而且他心胸豁
达，以诚示人，见义勇为。他要干的事情，无论有什么艰难险阻，无论别人怎么徘徊观望，他都会勇
往直前。乌兰泰是广州副都统，奉命来到广西。他秉性耿直，平生自负，看不起身边的将领。但他立
刻就对眼前的这个中年书生产生了好感。乌兰泰当然知道这个湖南的读书人颇有来头，是皇帝打算重
用的人才。但他的好感，更多地是出于直觉。他从见到江忠源的那一刻起，就从这个湖南书生的眼睛
和表情里，看到了一种军人非常欣赏的气质：豪爽而重义气。于是，江忠源这个七品文官，受到了二
品武官乌兰泰的赏识。乌兰泰对这个读书人“深相倚重”，凡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江忠源也尽心出
谋划策，两人合作，屡战皆捷。惺惺惜惺惺。江忠源很快也从乌兰泰这个满人将军的身上，发现了值
得他敬重的品格。乌兰泰治军的特点是善待军士，与部属同甘共苦，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下雨时，军
士们没有雨伞，他也不撑雨伞。他从来没有余钱，所得的军饷，全部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军士。江忠源
见清军兵员不足，认为自己在新宁所办的团练，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他立刻修书，叫二弟江忠淑募选
五百人，奔赴广西，号称“楚军”。江忠淑很快就按照兄长的吩咐，带领楚军来到广西。这件事成为
一个里程碑。湖南的乡勇首次出省作战，楚军就是湘军的先驱。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不许骚扰百姓，
为湘军留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但是，这些先驱者的登场，并没有得到隆重的欢迎与喝彩。赛尚阿一
见这些乡勇，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些湖南的乡下人，衣着土朴，颈项干瘦，不像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
练。赛尚阿心下凉了大半截，心想：罢了，这些人只能为清军大部队凑凑人头。于是，他将这批“乌
合之众”，划归乌兰泰手下。2清廷在1853年感到了更大的威胁，太平军北伐部队长驱北上，震动了华
北。林凤祥统帅部队，从扬州推进到安徽临淮和凤阳以后，6月在安徽捻军配合下，进攻河南，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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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志》

了河南东部的重镇归德府，接着向西长驱三百里，包围开封，驻扎在开封南边五十里的朱仙镇。 林凤
祥决定不打开封，从朱仙镇继续西进。部队冒着暴雨，脚踏深达一尺的积水，行军三百里，经中牟、
郑州和荥阳到达巩县，在洛河岸边，得到当地百姓支持，乘民船渡过黄河。林凤祥所部挺进山西，接
着又折回河南，从武安东进直隶，于9月29日攻克临洛关，大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部清军一万多人。
进而挥师北指沙河、任城和藁城，从这里东进深州等地。10月13日，林凤祥的部队直逼保定城南六十
里的张登镇，距离清廷京城不过三百里。天子脚下的臣民们大为震惊，三万多户官绅逃出京城。文宗
急令惠亲王锦愉和蒙古科尔沁王僧格林沁负责京畿防务，率八旗兵出战，带兵堵截。林凤祥所部转战
千里，兵员不断损耗，粮食弹药供应不上，战斗力大大减弱。林凤祥和李开芳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
突破保定清军的防线，只好改变从保定直捣清廷的计划，南撤两百里，沿滹沱河东进，取道晋州、深
州和献县，到达沧州，计划北上进占天津，从天津侧翼横插北京。10月29日，太平军攻克了距天津仅
四十里的静海县和独流镇。天津知县谢子澄率领四千多名团练勇丁抵抗，掘开南运河堤岸，使天津城
外成为湖泽。太平军攻势受阻，只好退守静海，与清军对峙。北伐部队兵力不济，失去后勤补给，渐
入困境，逐步被清军消灭。太平军的北伐虽然失利，但在北伐部队所过之处，点燃了反抗清王朝的火
焰。安徽与河南受到最大的影响，捻军势力大增。安徽的地理位置，注定这个行省会受到太平天国运
动的极大震撼。安徽南部的池州和太平，靠近太平天国的天京，而徽州和宁国两个郡，与江西和浙江
交界，是太平军经常出没的地界。安徽东部的和州与滁州，位于长江以北，与天京隔江对望，更在天
国势力范围之内。安徽北部更是一个敏感的地区。凤阳、庐州、宿州、蒙州、泗州、颍州、亳州和寿
州，介于河南与江苏之间，民风强劲剽悍，尚武好斗，感应于太平天国运动，出现了大批捻军。捻军
首领有李士林、刘疙瘩、刘元吉、任二皮和龚瞎子，而他们都尊奉安徽涡阳人张乐行为大头领。河南
固始人李兆受也于这一年在安徽西部的霍邱组织起一股几百人的捻子，出没于河南东南角上的光州、
光山、商城和固始之间，与安徽的捻军相呼应。捻军的勃兴，使清廷的文宗十分忧虑中原的局势。他
害怕捻军与太平军携起手来，一起对付自己的王朝。他命令提督善禄率部驻扎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永
城，命令周天爵率兵驻扎徐州和宿州一线防备捻军。不久，周天爵去世，文宗又派给事中袁甲三取代
他，驻扎在颍上和亳州一线，还任命舒兴阿任陕甘总督，率领军队驻扎河南东部的陈州。舒兴阿率部
移驻安徽北部，后来前任总督牛鉴取代了舒兴阿。文宗如此还不放心，又责成河南巡抚英桂总管对捻
军的军事行动，镇压捻军各部。但是，捻军的势力越来越大。安徽桐城的捻军拥有一千多匹战马，开
归的捻军分为二十多部。河南南部的捻军也很强大，汝宁和信阳的捻军攻打正阳，在河南与湖北交界
的桐柏杀死知县潘树霖，河南巡抚不得不从汝宁出兵，保卫省城。河南东部的捻军则围攻夏邑和沈邱
，袭扰永城。清廷倾尽全力对付太平天国，而捻军的日益活跃，迫使清廷不得不分兵对付。而捻军却
越战越强，以至于到了后来，与善于骑射的捻军作战，也成为湘军的一个课题。1853年爆发的上海小
刀会起义，也牵制了清军的兵力。三十三岁的广东人刘丽川在9月7日率领起义军攻占了上海，建立大
明国。文宗将代理两江总督杨文定革职逮捕，任命许乃钊为江苏巡抚。许乃钊带兵去上海攻打刘丽川
的起义军，向荣从江南大营中分出兵力，以虎嵩林为大将，协助许乃钊作战。31862年刚刚到来，左宗
棠的命运就有了第二个重大的转机。在经过多年苦熬之后，这个湘阴人终于跻身清廷封疆大吏的行列
。1月中旬，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率部攻打徽州，左宗棠亲自领兵从婺源前往援救。鲍超也从江西出
兵安徽，攻打宁国，以声援浙江。1月23日，左宗棠还未进入安徽，清廷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并责备他
出兵迟缓，催促他赶赴浙江衢州，与李元度的部队一起，攻打严州和金华。左宗棠以他在湖南的军事
经验，对军机要务了如指掌，奉命襄办军务以后，又亲自领兵打仗，胜多败少，更加丰富了军事阅历
。同时，他还有王錱家族的兄弟们这样一批能征善战的部属。清廷将一方疆土托付给他，的确没有看
错人。左宗棠在怀才不遇的那些岁月里，自比为诸葛亮，写给别人的信札，喜欢署上“亮白”二字，
世人多讥笑他狂妄。湖北监利人王柏心深信他的大才，往往在诗歌中表达对他的仰慕。张亮基是左宗
棠的第一位贵人，在他的幕下，左宗棠得以施展抱负，谋划军事。后来骆秉章更加重用这个柳庄的奇
才，兵事和饷事，都依靠他来解决。司道衙门来参见汇报，骆秉章老是说：“去见季高先生，请他定
夺。”左宗棠执掌一省的大权，不拘一格，任意挥洒，引来嫉恨，可谓万众指目，谤议横兴。于是讼
狱大起。清廷派总督查核，严加责问。骆秉章为了避嫌，不敢为他辩护，左宗棠命悬一发。左宗棠的
祸殃因出名而起，但他的幸运也由出名而生。他的名声传播之广，连清廷的最高统治者都从不同渠道
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文宗每次召见外臣，都要垂询左宗棠的才具。当然，左宗棠光是出名还不行
，还要遇上清廷急需军事人才的时机。他的案子正在审核时，适逢东南军情紧急，曾国藩和胡林翼各
自上疏论荐左宗棠，很多朝臣也说左宗棠可以寄予重任。文宗急于用人，将他提拔为京卿。从那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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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了不到两年，他就跻身于疆帅了。左宗棠的德量才智，不论是否及得上武侯，但他无疑是清末
的一个大军事家。在妒贤嫉能之辈的虎视眈眈之下，他终于能够脱颖而出，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自古以来，在独裁统治下，多少贤人君子遭到世人诽谤，以致颠沛流离，沉郁湮灭，只能把一肚子学
问带进坟墓。何况左宗棠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根本不入官场潜规则之流，在得罪了一大帮高官之后
，不但保住了他那颗聪明的脑袋，还能得到清廷的擢拔，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像左宗棠这样幸运的人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可谓九牛一毛。其实，曾国藩本人和他的湘军集团中那些得以出人头
地的湖南书生，无不沾了乱世的光。他们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千古留名，不仅因为自身养成了良好
的素质，还必须有一个太平天国运动搅乱沉闷的社会，他们才能在晚清的军政舞台上大显身手。曾国
藩也不是一个对清廷唯唯诺诺的汉人大臣。在军事上，他常常对清廷抗命不遵，大谈客观的困难，要
按自己的战略意图行事。如果不是清廷对他的湘军多有依赖，恐怕他早就被革职问罪了。但清廷偏偏
并不固执成见，而同意了他的方案。时事造英雄，在晚清，仍然是一个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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