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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翔实的晚清军政档案。
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以史
学与文学的笔法，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文体融正史、
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开历史
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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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伯牛，长沙人，近代史学者，尤致力于太平天国史、湘军史及曾国藩传记研究。著有《战天京》《
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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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探索湘军各巨头的内心世界
3、七星推荐！
4、清代中兴众臣们的群像，以书信窥探历史的本来面目，老奸巨猾如曾公，有趣！
5、主要看曾国藩
6、大量书信、奏折、谕旨的征引自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白话解读和对背景知识的拓展补充是本书精华
所在。小缺点有三：太平天国方面的视角少；以人物故事为主线，并不按时间顺序梳理；行文常有网
络用语等戏谑之词，让很多“严肃”读者有跳脱之感，不过瑕不掩瑜，其作品中的严肃并不会因轻松
文风而削弱。只通过一本书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也不可取，再优秀的书籍也无法做到面面俱
到，尽善尽美，与其揪着某本书的缺点不放，不如省下精力去吸收该书的长处。
7、作者还是个球迷，还知道李玮峰在埃弗顿踢不上球
8、不同的角度写史
9、修行13rd，功夫下的到家，语言风格轻快而不轻佻，文字尺度拿捏是历史随笔中最适宜的一种。此
书写最透一部分为曾左关系，其中对左心态剖析入情入理，而有关曾公部分则有无措手足，难有下手
之处的嫌疑，只列史事不做推测，盖因曾公人物太复杂深刻，被研究又太嫌细致，无从用武。曾九家
产一篇实为当世八卦者最为关注话题之一，本书实证少旁证多，逻辑推测多，实属无奈之举，所幸推
断缜密，令人性福。很喜欢这本书，盛名之下果无虚士。
10、少荃与忠王同岁。
11、161225，购于当当。170101，午后至晚，看完，宏旨与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相近（但
谭书初版在先），故无新鲜感。但考诸史实，谭胜于张；知人论世，“同情之理解”，则均为二人之
长也。
12、对曾国藩路转粉，突然想起了那句话，自来就是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湖南人
矜气节而喜功名。无湘不兵，果然。
13、某些观点和解读值得回味，语言文白夹杂画风略乱，对于太平天国着墨不多，有点失望，但作者
也很诚恳地承认对此没有多少研究，不苛求。总之，不错的书。
14、这个版本确实远胜从前。
15、不错
16、如果只看曾国藩家书是不能明白，波澜壮阔下的暗涌流动，稍有差错，就人头不保。晚清诸多湘
军将领，私下交往更加真实，让人动容。分析局势，知晓每个人的不能够，不得已。值得再三细读。
17、除了出将入相的晚清政治对话，曾左李的那些小心眼也分析得鞭辟入里，像是在看晚清官场的高
级八卦文章。着实有趣。
18、晚清军政传信录。总的来说是围绕着曾国藩写的，对曾与身边重要人物比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
等书信往来进行记录，人物关系跃然纸上。偶尔的幽默大多还是妥帖。可读性很强，看起来很过瘾。
19、晚清几个大名臣，短暂的中兴景象，还是跳不脱时代的局限。名臣风骨倒是颇可玩味，“谋国之
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20、岳麓书社的版本是目前装帧最好的。牛牛老师的文笔和见识真是一绝。
21、读谭伯牛品评人物，爽心快目。此书结构并非全按时间顺序，只求叙述明了，因此不免显得琐碎
。但也使得我在其反复的叙述中对此段历史有了更好的理解。
22、对本书关于“迂人”的论述深有所感
23、对战争题材本不感兴趣，但对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重臣的刻画细腻程度远超此前读过
的任何一本书，无有超出其右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24、详实的山水画
25、所谓晚清军政传信录确实唬人，读来却非常生动鲜活，史料功夫扎实，不附会不追热点，更不拘
泥于曾、左的固有标签，由当事人的书信、奏折、笔记展开，落笔亲切。读完感觉比张宏杰的那本更
有收获。不过书名言过其实，全书篇幅不大，涉及天平天国的更不足一半。张发财设计的封面很出彩
，内页排版完美。勉强五星。
26、坟气比较重，像退休师爷给学生讲办公厅的故事：某篇折子写得如何如何，山头场面这般那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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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峰心思又如何如何，阴差阳错，这才有了这咸道同光的大好局面。
27、好看，作者真是对曾国藩情有独钟，每一章节都离不开他呀
28、将历史讲的透彻，又有分析。若要从政，极宜深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开始读是在北京的散心的路上，读到曾国潘的命运起伏，突然觉得自己的失恋可以走过去。北京的散
心其实更让人怀念，接下来的过年也没有太多看书。再后来读到曾、李、左的关系，原来他们中间又
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公文、与朝廷书这都值得我们学习。
29、不过尔尔 
30、收获：对于太平天国，湘军这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初衷），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问题：书中多书信，奏折，本来很好，然而行文半文半白，读起来很是吃力，难以get要点；此外书名
与内容不符，并非预期中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刀光剑影；
后续：有机会读唐浩明的曾国藩，据说更为详实。
31、作者写的太功利了。相对于历史，更接近演义。
32、徒有其名，此书大概是被逻辑思维水军吹起来的，实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罢了
33、名臣心术，纯刚至柔
34、会说故事
35、看看就好！还可以！
36、「屏蔽战场上的轰轰炮声，尽量感受当事者的怦怦心跳」
37、复杂局势，与复杂人性，值得再读的书。封面是穿着黄马甲的曾国藩站在苍茫群山中，中流砥柱
，也只是一个“挺”字。
38、值得多次阅读的好书，惭愧的是好多字不认识
39、凭书信奏谕，剥丝抽茧，令人叹服！失之大局，收之细节。
40、先电子书看了一部分，看到白云可杀不可留，原来靠实力等待，也有翻身的一天，果断买了纸质
书。作者把一些人情世故，前因后果展现给了我这种生活小白，确实有些震撼。历史，是教你做人的
好教材。
41、這麼多年了，歷史還是逃不出「帝王學」、「人際學」、「為官學」的套路。尤其發生在這個一
個倡導「歷史唯物主義」、「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國家，實在是諷刺的緊。
42、

谭伯牛的《战天京》书很好，正在整理读书笔记。
目前开始读的书有点点杂乱：美国布莱恩的《蒋介石传》、狄更斯的《远大前程》。
43、作者自己研究历史，可以算玩票之作，出书销售、有人推荐，对读者来说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
44、内容尚可
45、人生哲学之书。
46、看完对晚清那段时间政治格局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有理有据，作者主观分析也有说服力。
关于李鸿章淮军和湘军楚军的分析推理，改变了以前对李鸿章甚至晚清汉臣较为片面的看法。多有俾
益。
47、由于各种琐事干扰，从农历年以来百余天才将此书于今日深夜读完。愚以为史书一类能够提供一
些为读者所鲜知的知识点和小典故便是好书。此书的亮点全在 辛酉政变一节，各种勾心斗角 漩涡暗
流独来不禁后背生汗。再以战天京一节次之，也算是开了一个新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而通篇看来也
不无冗长令人昏睡之章节。而作者卖弄聪明，乘口舌之快  主观偏护的弊病也是屡见不鲜。并且也总
是用商业化来做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所厌恶
48、相期无负平生。
49、受罗胖蛊惑买的一本书，整体不错，尊重史实，排版特别适合我这种胡乱注释得人，封面也漂亮
，就是有一些观点不太能认同，情到急处也有失偏颇。但哪里可能有完全客观的历史呢？不过关于皇
上临幸嫔妃的一段还是百度同款，且与朱家溍先生说的不符，相比而言我更信后者。
50、谭伯牛的文笔太精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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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内容没得说，谭伯牛老师本人也是《天国之秋》的译校者；序里面提及了张发财先生，其人我也
有了解，看过他的书，写的诙谐幽默，煞是好看。但张本人之前的身份是设计师，谭老师（其实不止
谭老师一人）称其为著名设计师，从此次的封面设计来看，无疑这个设计是很失败的（干皱模糊的纹
理，不知所云的墨水，柔弱无力的字体，完全偏失的重心，书背书脊的乱搭），甚至还比不上逻辑思
维定制那版的封面。想成为著名设计师，不是操作几个软件就可以的，那是美工；我可以通过这个封
面断定，张本人毫无设计天赋和才能，如果要对比，请自行跟陆智昌、王志弘、聂永真、杨林青等设
计的封面互相参看。我就不信他看后，还有脸称自己（或借别人之口）是著名设计师？？？
2、第一篇文章最佳，视野开阔，行笔洒脱，史料使用严谨，推测在合理范围之内。其余几篇，行笔
粘连，推测过多，流于琐碎。
3、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侧重对曾国藩一生的介绍，对太平天国战争着墨不多；谭伯
牛的《战天京》，从湘军及后期的淮军、楚军角度对这场战争有了将详细的介绍。给我留下印象较深
的仍然是文中关于“人性”的描述，即中国传统厚黑学。在咸丰皇帝打下天京者封王的刺激下，曾老
九作为天京，不让其他任何人插手。朝廷三番四次催促李鸿章在攻下常州之后，协助曾老九打天京。
李鸿章深知做人的哲学，多次找借口推辞。李鸿章深知打天京者非湘军不可，即使不是曾老九也会是
其他湘军将领，轮不到他李鸿章。曾国藩从湘军创立到打天京，历经十几年，这帮兄弟跟着曾家兄弟
从湖南，沿着长江一路杀到天京城下。人称天京城内金山银海，需要犒赏一下这些多年征战的湘军兄
弟，况且此时曾国藩已有裁撤湘军之意。李鸿章方为识时务之人，如冒然按照朝廷旨意兵发天京，最
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湘军、淮军内斗。曾国藩是选择做事之人，为做事可以选择和光同尘，而不是做只
会高头文章、站着说话的御史。文中讲到曾国藩与道光、咸丰两人皇帝的交集过程，特别有意思，两
人皇帝在位时年龄不同，打交道的方式自然不同，老年人自然是大家一团和气，年轻人则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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