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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治 十 一 年 二 月 四 日（!"#$
年 % 月 !$ 日 ）午 后 ，晚 清“中 兴 第

一名臣”曾国藩在和儿子曾纪泽在

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时，头晕

的 老 毛 病 再 次 发 作 。 晚 上 八 点 左

右，曾国藩端坐而逝。与之交恶多

年 的 左 宗 棠 在 挽 联 中 还 是 中 肯 地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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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则对恩师无

尽怀念 ：“师 事 近 三 十 年 ， 薪 尽 火

传，筑 室 忝 为 门 生 长 ；威 名 震 九 万

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争论不休的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写道：“国

藩为人威重& 美须髯& 目三角有棱

⋯⋯ 国 藩 事 功 本 于 学 问 & 善 以 礼

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

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

不验 &世皆称之 &至谓 汉 之 诸 葛 亮 、

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 &殆 无 以 过 &
何其盛欤！”评价最高。

青 年 时 代 的 毛 泽 东 在 致 友 人

的信中 说 ：“愚 于 近 人 ， 独 服 曾 文

正”。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的

大人物的影响不同凡响。章太炎称

曾国藩“誉 之 则 为 圣 相 ，谳 之 则 为

元凶”。此论说明对其主观的判断

来自个人的取舍。近代革命党人对

于曾国藩侍奉满清王朝十分不满，

对 于 其 镇 压 太 平 天 国 和 对 外 妥 协

的事功，尤为痛斥，因 此 ，乃 有“开

就地正法之先河”、“汉奸”的称呼。

但是，这位不读兵书的统帅，

因其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竟成为

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先驱，其治军

方略成为蔡锷的革命军、蒋介石的

国军，甚至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重

要教材。蔡锷曾亲手编辑了《曾胡

治兵语录》&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

治兵的语录汇集起来&逐条加以评

点&作为军事将领的教科书。而蒋

介 石 奉 曾 国 藩 为 楷 模 ， 并 亲 自 从

《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

参习不停。至于红军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则和曾国藩的治军有着

直接的联系。且看 !"’" 年（咸丰八

年）!$ 月，曾国藩为训湘军所作之

《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

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

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石头，

莫 踹 禾 苗 坏 田 产 。 莫 打 民 间 鸡 和

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

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

街前路，砍材莫砍坟上树。挑水莫

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军 士 与 民 如 一 家 ， 千 记 不 可 欺 负

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

人和。”

“忠、信、笃、敬”的驭夷之道

在 长 期 参 与 对 外 决 策 的 过 程

中，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外

思想。首先，曾国藩认识到时代更

替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

化而变化。曾国藩以《周易》作为观

察和对待时代变化的依据。他说：

“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

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

其间。”他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

者 许 之 ， 其 夺 吾 民

之生计者勿许。”就

是说 ，在 他 看 来 ，原

来 力 争 保 全 的 中 华

帝 国 的 虚 假 威 仪 完

全 可 以 放 弃 ， 而 于

国 计 民 生 的 事 项 ，

不 得 讨 价 还 价 。 这

是 曾 国 藩 对 外 关 系

的原则主张。

其 次 ， 他 总 结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驭 夷

之道 。 他 说 ：“夷 务

本 难 措 置 ， 然 根 本

不 外 孔 子 忠 、 信 、

笃、敬 四 字 。 笃 者 ，

厚也 。 敬 者 ，慎 也 。

信，只 不 说 假 话 耳 ，

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

日 说 定 之 话 ， 明 日 勿 因 小 利 害 而

变。”他从中国儒家古籍中有关做

人 的 伦 理 中 发 掘 出 对 外 关 系 的 原

则，也是他自身人格力量对国家关

系 的 映 射 。 李 鸿 章 深 得 恩 师 的 真

传，曾经说道：“与 洋 人 交 际 ，以 吾

师 (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

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

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

旋，但求外敦和好。”

曾国藩的守信，应该包含两个

方 面 ：一 是 守 定 和 约 ；二 是 讲“ 恩

信”或曰“威信”。

信者，诚也。李鸿章曾经对曾

国 藩 的 孙 女 婿 吴 永 说 ： 天 津 教 案

后，由他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

当 李 鸿 章 向 曾 国 藩 请 教 如 何 处 理

外交 时 ，曾 国 藩 赠 了 他 一 个“诚 字

难以承受之累：

李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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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众心目中，传教士与教堂是与

中华文明格格不入的异族文化。在强烈的仇

洋背景下，曾国藩理性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

也就可想而知了。图为义和团时期，人们用木

偶戏进行反洋教宣传。

锦囊”。他觉得这个诚字锦囊“实在

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并说，后

来“办 理 交 涉 不 论 英 俄 德 法 ，我 只

捧着这 个 锦 囊 ，用 一 个 诚 字 ，同 他

相对，果 然 没 有 差 错 ，且 有 很 大 收

效 的 时 候 。 古 人 谓 一 言 可 以 终 身

行，真有此理”。诚信的要诀当然是

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如果对方狡猾

异常，就一定要谨慎行事。信守已

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的要求限制

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以内，抑制其贪

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

“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

也。即纤悉之事，闥笑之间，亦须有

真意。”

在晚清敌人环伺的对局中，所

有 的 士 大 夫 都 面 临 对 外 “ 战 ”与

“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

只是曾国藩对“战”“和 ”问 题 有 自

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

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

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

好痛 诋 和 局 ，而 轻 言 战 争 ，至 今 清

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

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

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

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 国 藩 和 当 时 洋 务 派 的 主 和

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

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

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

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

为 自 强 的 政 策 谋 求 长 期 的 和 平 环

境，“隐忍徐图”的 自 强 之 道 ，是 中

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

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

予以区分呢。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

着 眼 于 大 局 ， 不 应 该 在 小 事 上 纠

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

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

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

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

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

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

（ !"#$ 年 ），他 主 张 ：以 列 强“ 所 要

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

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

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如

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

师 应 允 ， 臣 等 在 外 仍 必 以 全 力 争

回；即 使 臣 工 勉 强 应 允 ，而 中 国 亿

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

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

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

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

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

此 ， 在 民 情 和 洋 情 日 益 激 烈 的 时

候，曾 国 藩 泰 然 处 之 、高 瞻 远 瞩 的

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天津教案就

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

处理教案的法律和民族困境

曾 国 藩 最 终 实 际 上 死 于 处 理

天津教案（!"$% 年）导致的精神打

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之处理

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笈，未

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命运。

天津教案的起因，同当时中国

各地渐渐泛起的所有教案一样，具

有深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冲突的

背景。最直接的原因，是不平等条

约赋予传教士的“传教宽容条款”，

致 使 传 教 士 在 传 教 过 程 中 造 成 宗

教问题的政治化。天津教案中法国

领 事 丰 大 业 对 天 主 教 堂 的 武 断 庇

护、普通民众对教堂行为的错误理

解（比 如 传 言 教 堂 拐 卖 儿 童 ，甚 至

对婴幼儿剖心挖眼之类），导致了

中国人愤然焚烧教堂、殴毙传教士

!% 余名的惨剧。

天津教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因

为和民族情绪混杂，导致处理起来

非 常 困 难 。 曾 国 藩 显 然 是 遵 从 了

“法律问题法律解决”的信条。最终

经查实：对教堂的传言是谣言。曾

国 藩 乃 下 令 处 死 &! 人 （ 一 说 !#
人），流放四人，徒罪 !$ 人；将天津

府县革职流放黑龙江；赔银四十九

万七千余两并派特使赴法国道歉，

了结此案。

案子了结了，曾国藩却无法面

对家乡父老。在京的老乡们把他那

高 悬 在 湖 南 会 馆 的 功 名 匾 额 砸 得

粉碎。曾国藩越发觉得自己“办理

过柔”。匆忙之中，朝廷也出于保全

爱 才 之 心 ， 把 他 迁 往 两 江 总 督 衙

门。曾国藩仍然无法从中解脱，自

言“内疚 神 明 ，外 惭 清 议 ”，整 日 神

魂不安。笃信命运的曾国藩，相信

“寿 命 歹 不 出 六 十 ”（ 曾 国 藩 !"!!
年生）。!"$& 年初春的那个下午，

他 在 儿 子 的 照 料 下 抱 恨 而 去 。 此

前，他 还 念 念 不 忘 国 家 中 兴 ，果 断

推动中国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

曾国藩的死，是中外对局不可

调和性导致的。他的锦囊妙计可以

助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却不能

帮他逃过民族纠纷的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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