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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内容概要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重点讲述了晚清时期曾国藩任京官时期
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中，哪些是国家俸禄，哪些是灰色收入。其支出中，哪些用于生活，哪些用于
送礼。通过细节恢复了曾国藩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如何，吃什么样的饭，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
么样的车子。同时，作者的文笔还深入到了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比如清代督抚衙门的运转、官场潜
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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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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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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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总撰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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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康南海云，“京官
寒苦，尤世所无”，然余今日方知矣。是书读来畅快，然觉作者总结提升略有所欠，曾文襄以外制度
叙述部分过于倚赖二手材料，不知余几部会否改进。
2、买来数月，两天翻完。视角独特，平铺直叙。面向大众，不像博士论文。上豆瓣才知，还有第二
部：湘军和总督时期。
3、博士论文，看看还蛮有意思，角度新奇。
4、不仅趣味性强，而且发人深省。读过此书之后人，对晚清京官的经济生活有了深刻印象，能够更
真切的体会晚清政治的真实情境。
5、做京官开支之大真让人无语啊
6、一切都会趋向事物本质的常态，哪怕是以非正常的方式
7、中国历史 社会史
8、博士论文...
9、微观史学
10、坐车回家时翻完，讲古今完人的柴米油盐。作为博士论文，似乎的确力图呈现算账之外的社会史
图景，但也只掩映在通俗读物的阅读意趣之中。作为参照系的酸文青李慈铭与真屌丝刘光第总是无辜
躺枪⋯⋯
11、角度很新，通过细节看历史。
12、光怪陆翊的世界，皆是因果
13、囫囵吞枣地读完，惊讶曾国藩的财经生活，在京十二年一直租房，离京时唯有书和衣服最多，感
觉我的消费观受到了这些京官的冲击。
14、读过后，对晚情京官的收入情况，消费情况，和物价水平能够有直观的了解。这方面的通俗读物
不多。同时，确如很多书评所说，李慈铭真是躺中一枪。
15、就那，单位发的，还要写读后感，真受不了
16、罗列资料丰富的近代历史名人生活琐事，学术难度系数不高，类似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中国公务员的薄俸制的形成，与财政税收效力低下、社会控制力量基数庞大有关。国家力量深入社
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并试图控制全员的政府，而国家收入仅仅依赖农业税的情况下，财政当然无力支撑
公务员的高薪酬，反过来造成吏治败坏，严重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由此恶性循环。本书价值最大的
反倒是通过腐败而快乐生活的那桐、痛苦进取而毁灭的刘光第、尸位素餐而随波逐流的李慈铭三位官
员的个案比较，折射出一个没落、垂死王朝的兴衰规律。
17、看着有趣好玩，几笔帐下的曾国藩，他一个人的大数据。
18、三星和四星之间，这篇论文的阅读畅快感还是比较高的。
19、家里断网，被某人抓了一本推荐让我读，只能说病态的官宦生涯就是赌博，算不得什么经济，不
过房租支出这项倒是让我觉得多少有点平衡，现在的租金占收入比远远没有达到交通便利，门厅独立
，风水吉旺的十分之一费用，怪不得耍不开，看来浪起来的空间无限大啊
20、曾国藩刚进京的时候七品官，年薪120两银子，约合24万人民币（免税），一年住房养车迎来送往
花费600两，约合120万人民币。李鸿章主要开销是置装、买书、租房、社交、接济老家亲戚。
21、官员的收入是个敏感问题，究竟给多少钱合适，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弹性太大。究其根本，还是
公开、透明和监督，即使高薪，也得明明白白，方能让人信服。
22、作为博士论文 还是很好读的
23、一部很好的书。
24、任务⋯⋯
25、腐败制度下，何以自清？在算账的背后，也是在清算每个人的内心力量。
26、这套书让我对古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兴趣。古人是怎么生活、过日子的呢？看看张宏杰老师这套
书，收获很大。
27、有意思
28、今天官员的敛财方法其实和清朝差不多嘛，比如入“干股”，连用词都没变过。
29、居然是篇论文，但是通俗易懂，角度新颖，逻辑清晰、考据充分。从个人收支角度来看清代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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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还是挺有意思的，长见识。为这个角度加颗星！
30、很有意思的书  观点独特  但是也 无趣了些
31、角度新奇，从经济角度窥探曾国藩和当时的历史人物，知道了他们大概的花销比例，通过花销比
例就可在知道他们的为人了，比如曾国藩在买书、社交、家庭上花的比较多；而李慈铭则在娱乐、衣
服（官服）上花销比较多，李光第在各个方面花销都不多，也就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
32、比较有意思的博士论文。
33、感觉很棒，选题的角度、对材料的利用都很棒。
34、确实不能说是学术著作，但作为普及读物，对近代史或者历史感兴趣的都可以读一读
35、不能沉浸，现世情景老是如影随形，在眼前飘忽。一二百年前的养廉银，竟然以高薪养廉的形式
出现于身边的国企。反腐的呼声嘹亮，不绝于耳。但是所在单位的百分99所谓中层干部职位皆沽而得
也。有梦宁不醒耳！
36、细致的潜规则讲解
37、大家都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38、吐槽帝一个，曾国藩考试前还要服用补药，买的朝珠竟然是假的假的······
39、一篇博士论文，还分成两本书，死贵。。。
40、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别开生面的一本书。
41、明清做官真是苦，一个月工资三千块，回家车票都买不起
42、视角的确独特，作者原来学的财经专业，后进入历史学。本书运用了许多统计表格，虽稍显单调
、乏味，但读者比较有直觉感。这其实也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本书对曾国藩的操守、人品等予以了充
分的肯定，他无愧于晚清重臣中第一圣人之誉。
43、15年国庆节读完的。全书长于细节，代入感强，觉得做官难呀——薪水少不说，排场还得按身份
地位摆出来
44、有趣味
45、种田文、官场文和宅斗文的大大都该看看，别一天到晚随手一写就是几百上千两的分子，十几万
两的嫁妆什么的。
46、一个论文，一个半路上车的学位，这样就很好了。
比我的研究生论文强到天上去了，论文多么难写，我知道啊。
当然，自《正面侧面》后我一直关注着他。
希望你在兴趣的路上越走越宽敞！
你可不要退缩了啊！唉
47、在那种和光同尘的时代，还能真的不贪污，不容易啊。
48、根据曾国藩日记和族谱，以及晚清其他人日记，计算出曾国藩的开销与收入，解读晚清京官正经
的灰色收入。
49、挺有趣儿。
50、如作者所言，读读好玩还好，实在不能看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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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精彩书评

1、原创自公众微信naocanbiji(脑残笔记)，转载请注明出处。夜读《给曾国藩算算账》，这是一本很有
意思的历史学术著作。书中分析了曾国藩的经济收支问题，勾勒出晚晴时期官员的日常生活。第一节
『从庶民家庭到绅士阶层的艰难突破』，作者分析了平头百姓到上层阶层的艰难程度：在200万名参加
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约1.5%）成为生员。至于高级功名，则更是难上加难。与总人口比起
来，进士是名副其实的稀有动物。根据何炳棣的研究，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
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0.000048%』。而对于曾国藩能够考中进士的过程也做了一番考证
。首先是祖父曾玉屏一代积累了一定的家业，父亲曾麟书则从小脱离生产，一心读书。尽管是全职读
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曾麟书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二岁头发花白的时候，
才『得补县学生员』。至于曾国藩，四岁即启蒙，八岁『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十三岁开
始赴省城『应童子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得中，看起来可能要步父亲后尘了。不
过转过年来，他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二十七岁才取中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
。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家
族的奋斗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不过曾国
藩父子两个异峰突起之前，却是这个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蛰伏。曾国藩屡屡说他的发达『赖祖宗
之积累』，这并非虚言。前一阵，网上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寒门再难出贵子》，作者将社会阶层分为
九类，并指出当前的社会阶层已经严重固化，下层晋升上一阶层的渠道已经被封堵。不论阶层是否固
化，这篇文章如此之火，也侧面说明现阶段阶层上升程度之难，与曾氏时代有相似之处。对于寒门之
士，读书无疑是最有效的上进手段。昨天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讲课提到，什么东西对于所有人是最公平
的，答案是时间。不论你处于哪个阶层，时间是一样的，借助时间这个通道，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
地方，在这个层面上，与他人是无差别的。李笑来老师在《把时间当做朋友》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一切都是靠积累。时间再加上复利的作用，我们就可以用此做杠杆撬动我们的野心。『读书无用论』
曾甚嚣尘上，这个观点在有的人心中也没有过时。大学生不如卖茶叶蛋的，博士不如街边卖饭的。威
海作为一个五线城市，KTV一个小时50，一场电影20-30不等，街边小店的工作餐15元。一本正版书，
网上书店买一般20-50不等，若要你日常休闲少消费一次，换成买本书，你愿不愿意？将这个问题做一
次一定范围的调查，大抵就可判断『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是否有一席之地了吧。人们常说，时间是
最宝贵的财富。鲁迅那句名言要烂大街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网上的段子也可以
改作：时间就像女人的乳沟，挤挤总是有的。普通人的时间获取成本几乎为零，但获得的收益可以是
无穷大。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会追着看银行卡里的余额，谁还管时间值不值钱呢。如果有一块钱
，我们不会放银行，但换成一百万，我们存到银行，单利息也够生活费了。读书与此类似，读的少，
反而愈发看不到希望，那真是读书无用了。古时候书写工具不发达，要用毛笔蘸墨写字。为了完成书
写的任务，至少有只毛笔，还得用墨。那会墨也不是跟现在一样，放到墨水瓶里，都是大块的跟炭一
样的，用的时候掰一块，放到砚里磨细添水才能用。光能写字也不行，还要读书作知识储备。那会纸
、书都比较值钱，家里能有间书房的就更少了。前文提到的《给曾国藩算算账》里有个故事，道光十
六年，曾国藩会试再报罢后返乡途中，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遂以百金之余，加上典当衣
服所得购之。但那会（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有多低呢：一两银子兑换铜钱一千二百文到一千七百文之
间，而当时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
六至十文一斤。而良田也只要三十两银子一亩。所以文房四宝在那时候是奢侈品，能用得起的都是大
户人家。就是这样，还有寒窗苦读，生生不灭。今时不同往日，我们的书写系统、信息传递系统已经
到了繁盛的阶段，任何人获取信息的成本近乎为零。夸夸其谈多了，读书学习的反而少了。时间对任
何人是平等的，通过读书（学习），我们利用时间的复利效用（积累），就可以实现弯道超车（阶层
上升）。古人讲,敬惜字纸,有时候,读书写字之前,还要沐浴更衣。读书人尊重先贤，普通民众尊重读书
人，自下而上建立起了有尊严的知识传播系统。现在国内各种文明横飞，本土文明夹杂欧美、日韩文
化，不能不说繁盛。但骨子里总觉得少了几分安静，多了一些浮躁。时间还是24小时，我们的注意力
却成了最珍贵的资源：早晨起来拿起手机看会微信，再转到新闻看一眼，在看看微博上的娱乐八卦，
时间一下子就晃到了中午。留给我们读书思考的时间却越来越少。知识传播体系更倾向以点爆炸为核
心的体系，点与点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逻辑。这种知识获取的无逻辑性又进一步增加了读书的难度—
—繁且浩杂的信息面前，让人反而无所适从，那么就索性——去你大爷的——老子不读了。静心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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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读书，静不下来真是让人无所适从。注意力就这样被各种新鲜事物吸引，哪儿还有什么读书的念头
。Less is more，这个道理此刻显得尤为重要：减少无效信息，注重时间的积累。从这点看，那穿越时
光的墨，饱蘸了浓墨的钢笔，才书写出这个时代独有的清风明月。原创微信：一只金融硕士狗的日常
思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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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

章节试读

1、《给曾国藩算算账》的笔记-第6页

        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0.000136%，略大于“万一”
这个中国人用来形容几乎不可能的情形的比例。万一是0.0001啊= =，前面应该是多了一个百分号，作
者本科读的真是财经大学么··········

2、《给曾国藩算算账》的笔记-第53页

        文中先引曾国藩家书“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后又引曾账簿“记载的实际房租数是十千文”
。对此，张宏杰认为：“一个可能是笔误，另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是他向家中报了虚账”（P54脚注1
）。
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计价单位标准不同。家书中明确提到二十千是“京钱”，而账簿所引数目既
是实际房租，则很可能是以普通制钱计算。邵义《过去的钱值多少钱》引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清末京钱只是一种价格标准，支付时用普通制钱，京钱两文合制钱一文。”因此，京钱二十千文恰恰
就是普通制钱十千文。曾没有“笔误”，也没有“报虚账”，只是所用记价单位标准不一，让后人易
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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