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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全31册）》

内容概要

本书为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全集》的修订本。《曾国藩全集》分奏稿、批牍、诗文、读
书录、日记、家书、书信7个部分。其中奏稿12册、批牍1册、诗文1册、读书录1册、日记4册、家书2
册、书信10册，共31册。
此次修订，新增五十万字，以增收佚文为主要内容。奏稿部分新增24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出自1993年
版台湾“故宫博物院”《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批牍部分新增2件。诗文部分增收80余件。读书录部
分增收新发现之曾氏后人誊录的《诗经》批注。日记部分增收道光二十一年元旦日记及咸丰元年、二
年间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与同治八年、九年、十年间的《无慢室日记》。家书部分增收20余件。
书信部分增收40余件。所有增收之件的来源，均于该页脚注中注明。
除此以外，改正初版中的个别差错，弥补其不足之处，也是这次修订的要务。在编排上，尤其以诗文
部分变动较大，用功颇多。修订者借助学术界的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将每篇作品的写作年代予以考订
，然后依类依时重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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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全31册）》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
、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
，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
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
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
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唐浩明又名邓云生，男，汉族，1946出生于衡阳，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
曾国藩》，以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等著作，均有很大销量，并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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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全31册）》

书籍目录

奏稿之一（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五年） 第一册
奏稿之二（咸丰六年至咸丰十年）　　 第二册
奏稿之三（咸丰十一年） 第三册
奏稿之四（同治元年正月至六月）　　 第四册
奏稿之五（同治元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五册
奏稿之六（同治二年） 第六册
奏稿之七（同治三年正月至九月）　　 第七册
奏稿之八（同治三年十月至同治四年） 第八册
奏稿之九（同治五年至同治六年）　　 第九册
奏稿之十（同治七年至同治八年六月） 第十册
奏稿之十一（同治八年七月至同治九年六月）第十一册
奏稿之十二（同治九年七月至同治十一年二月）第十二册
披牍　　 第十三册
诗文　　 第十四册
读书录　 第十五册
日记之一（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九年）　 第十六册
日记之二（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　　 第十七册
日记之三（同治三年至同治六年）　　 第十八册
日记之四（同治七年至同治十一年）　 第十九册
家书之一（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一年） 第二十册
家书之二（同治元年至同治十年）　　 第二十一册
书信之一（道光二十一年至咸丰八年） 第二十二册
书信之二（咸丰九年至咸丰十年九月） 第二十三册
书信之三（咸丰十年十月至咸丰十一年） 第二十四册
书信之四（同治元年正月至闰八月）　 第二十五册
书信之五（同治元年九月至同治二年五月） 第二十六册
书信之六（同治二年六月至同治三年五月） 第二十七册
书信之七（同治三年六月至同治四年） 第二十八册
书信之八（同治五年） 第二十九册
书信之九（同治六年正月至同治八年八月） 第三十册
书信之十（同治八年九月至同治十年） 第三十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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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全31册）》

精彩短评

1、当年爱了光源公子之后就又爱曾国藩爱得深沉，想起这套书，竟然又没有几个人读，只有我试揾
英雄泪了
2、高三时读了一半儿，十二年后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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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全31册）》

章节试读

1、《曾国藩全集（全31册）》的笔记-第246页

        20冊，家書部分。
入［人］                

2、《曾国藩全集（全31册）》的笔记-第353页

        20冊 家書部分
清［请］                

3、《曾国藩全集（全31册）》的笔记-第429页

        20册 家书部分
清［请］                

4、《曾国藩全集（全31册）》的笔记-第273页

        先来理一下人物关系：吴文镕是曾爷的主考官。按清朝的规矩，这样的关系也算是师生了。所以
每次曾给他的书信里管自己叫“受业制曾XX”，曾和这个老师本不太往来，书信也不密切。但在咸
丰3年，曾回家奔丧（老妈挂了），适逢太平军打来，曾于是没有名份（因为是“丁忧”期间么）再
出来干活，因此在工作上，会和吴有牵扯往来。后来，有段时间，大概俩人关系紧张时期（乱猜的，
可能因为出兵不出兵之类的事）曾每次给他的回信都会注明是几时几刻写的。（还享受过此待遇的是
骆秉章）。

这页想说的是关于一句话，曾问吴”劳瑄是否应诛“。曾每次写信会在信头上把此信的主要内容概括
的写上，于是这句话就让我很感兴趣。然后通读全信，劳瑄的事情是这样的：吴在田家镇打了个败仗
，查下来呢，是因为“各勇通贼所致”，然后呢，中丞（大概是指骆）就写信给曾，大意呢”欲将带
勇之同知劳光泰正法“。结果这事还没落实，劳光泰逃匿了。然后呢，曾爷爷就抓了人儿子，劳瑄（
他是说“劳瑄自己来衡，国藩因收系之”）。就是这个事，曾问吴：“劳瑄是否应诛”。

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我以为曾是想诛劳的。主要是从上下级关系来想，特意告诉吴是为了让吴知道有
这个事；再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以来，劳的事被反复说，以及劳没有被诛，再回头来看，又觉的曾的文
意是像说了自己态度，又没说自己态度。今天又一次看，我充分认为，在这事的开始，即写这信时，
曾就不想杀劳。思路是这样的：

主要看曾是否掌握了生杀劳这个层别人员的权利。所以，就很简单了，这个层别的生杀大权如果不在
曾，那他也不可能问老师 这人该不该杀；既然曾掌握了这层别的生杀大权，而又没杀，只是问，实际
上他就是不想杀。

我觉的这种细揣上意，或许你可以觉的厚黑，不屑而不用，但你不可以不懂；但话再讲回来了，如果
你真通了，“厚黑”也好，“真善”也罢，都只是一个方法，并不是终点，结果。需要时就用，不需
要时就放下。不能也不应该被方法所绑架。所以，我欣赏曾爷，因为他懂得入流从善。

以上纯乱侃！

5、《曾国藩全集（全31册）》的笔记-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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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冊 家書

大步桥、［，］植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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