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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國藩與左宗棠均是湘軍重要的領袖，曾由於是長子，又是一帆風順的

正途出身，故所被塑造的形象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所最著重的謙和內斂注重道

德的儒者形象，再加以他組率湘軍，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國，故被封為侯

爵，死後諡為文正，被史家尊為同治中興的最主要的領袖人物。而左宗棠在

家中是得寵幼子，性格喜好表現，是傳統家庭中的典型幼子人物，再加以僅

是舉人出身，雖平定閩浙太平軍並西捻及西北回亂，收復新疆，但僅封為伯

爵，諡號亦僅得文襄，顯然有所不公。本文即在將曾左兩位同時代長幼子不

同的人物作一比較，以觀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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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人才的崛起是受有人、時、地、事諸項因素的影響。

就時間的因素言，動亂的時代，原有的社會網羅如社會秩序、社會

規範、社會傳統以及社會流動等，都遭到強勁的衝擊而被破壞，人

才反而較承平時代容易崛起。就地域言，傳統中國社會地域觀念特

深，其地方風氣的開放或保守，團結或分歧，對人才的崛起，也會

產生重大影響；就人的因素言，人才的崛起往往依靠人的發掘、栽

培與援引，如果某一地區的領導階層注意發掘人才，栽培人才，並

提拔人才，其人才自然會崛起興盛；就事件言，不同的事件所需要

的人才各不相同，錯綜複雜的事件，往往需要有綜合統馭能力的大

才，而不是具有某一特長的專才。清季自強運動時期（1860-1894）
處於太平天國、捻回亂及中法戰爭的內亂外患衝擊之中，國家需要

有平亂經國具綜合及創造能力的大才。湖南民風的勤儉篤實，士紳

階層團結，朝氣蓬勃，少虛浮陋習。而曾國藩又是具有遠識，肯拔

擢人才的卓越領袖。故能在他的領導下，人才崛起，平定亂事，帶

動改革，使清代得以中興。故本文先討論曾國藩，分析曾氏個人的

性格與處事的作風，以及其援引、培育人才的方法，方可瞭解他是

如何帶動人才的興起，而能平亂，為清代再造中興的。此外，在湘

軍集團中，另一可與曾國藩相匹敵的領袖是左宗棠，出道雖晚於曾

國藩，但性格、行事作風均與曾國藩甚不相同，亦在東南及西北為

清帝國建立奇功，故願將之合併比較討論，以觀處於同一時代所產

生的兩種不同的偉人。 

一、曾國藩 

人的一生歷史發展常常有明顯的階段性的不同。曾國藩也是如

此。他的一生有前後階段的不同。此兩階段的分野是在咸豐二年

（1852）亦即氏因丁母憂，回湘守制。前期長達 41 年，是他性格

養成，學術基礎奠定，以及在京任官時期。後期長 21 年，是他因

守制奉旨在湘辦理團練衛鄉，並擴大組成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出

任疆臣時期，也是他事業最高峰時期。 
人的事功雖常會有明顯的時期劃分。但思想與學術的發展，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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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劃分時期，有時卻有其困難。故本文將曾氏的學術思想單獨分

出，與其前後兩時期並列，共分為三節來加以討論。 

（一）前期：家世、出身、性格的養成與任中央職官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兄弟之

中最長，故字伯涵。自幼即受長子教育，養成內斂、忍讓、謙恭不

為天下先，但處事精細周延的性格，與一般受寵幼子，喜愛把尖出

風頭的性格，頗不相同。曾國藩的祖父名玉屏（1774-1848）字星

岡，係力田鄉間的富農。少年時浪蕩任俠，中年以後方悛改變其品

行，刻苦力田致富。生活儉樸，待人正直誠懇，仗義疏財，排難解

紛。每日清晨五更即起，工作操勞終日，生活規律嚴謹。1其崇本

務實的風範，影響曾國藩至深。如果說人一生成長中，都會有崇拜

人，或接受他人影響而摹仿之的過程，則在居家生活以及為人處世

上，影響曾國藩最深的，是他的祖父星岡先生。 

曾國藩的父親曾麟書（1790-1857）字竹亭。侍親至孝，星岡

公晚年癱病在床不能言語行動，其飲食便溺均是竹亭公親自照料。

竹亭公是鄉間的塾師，學識程度雖然不高，但毅力驚人，曾考秀才

16 次皆不中，終於在四十三歲（1832）第 17 次，考中，早於曾國

藩中秀才一年，否則父子同科。2其毅力的驚人，可以說是世間少

見的。而曾國藩一生注重孝道，做事的堅毅不拔，顯然得之於他的

父親。 
曾國藩自幼隨父親讀書至十九歲。八歲（或作九歲）讀畢五經，

十五歲學周禮儀禮史記文選，乃奠定其一生學問的初基。就上述的

情況看，似曾國藩天資尚聰穎，但少年時期，讀書似乎並不用功，

行為亦不夠端謹。自稱喜從裘馬少年遊。顯然在所謂人生青少年的

叛逆時期，他在鄉間的生活，屬於游手好閒的不良少年型人物。二

十三歲考中秀才後，方洗面革心，改正其行為，折節讀書，努力向

                                                 
1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台北：正中書局，1979），頁22。 
2  參閱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5期（1986），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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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習做人。故自己起的號為滌生，是立志洗滌其荒唐而重生。 
曾國藩考取秀才後的科舉歷程，或者由於努力，以及又恰逢良

好的機運，倒是一帆風順。中秀才後的次年，中舉，二十五歲會試，

未中。留京讀書，研習經史，尤好韓愈古文，自此漸以擅長古文辭

知名。道光十八年（1838）二次參加會試，高中二甲進士，出任翰

林院庶吉士。時年二十八歲。雖屬少年翰苑，由於中秀才較晚，自

己並不覺得少年得意。而且在個性上，他本來就不是屬於那種會飛

揚跋扈不可一世的人物。謙沖溫和，待人誠懇，處事縝密，使他甚

得人緣，也亦很為長官信任，故宦途一帆風順。初供職於翰林院任

侍講、詹事府右春坊左、右庶子、內閣學士兼禮部侍郎銜等職，其

間並於 1843 年派往四川任鄉試正考官。1849 年任禮部右侍郎，旋

調署兵部左侍郎，1850 年署工部左侍郎，1851 年署刑部右侍郎，

及順天府鄉試正考官，1852 年署吏部左侍郎，並派往江西任鄉試

正考官。赴江西途中，忽聞母病卒，乃丁憂返湘守制。時太平軍已

入湖南，攻長沙，故奉旨在湘辦理團練。自此國藩乃走入軍中，使

其人生進入另一階段。 
由上述曾國藩在中央任官的情形，可以看出他的行政經驗是極

端豐富的。中央六部中，他擔任過禮、吏、工、刑、兵五部的侍郎。

當時的侍郎，即今日的次長。是真正總攬實際部務的官員。可知他

對中央的政務，除戶部（財政部）外，均有所歷練。這種經歷，即

使在今日也是少有的。由此可以了解曾國藩的才幹可以說是全能

的。當然財政除外。曾氏自己也承認，他不擅長兩項政務，那即是

財政與外交。當時清廷之所以願派曾國藩出任上述五部次長的原

因，實在於他為人的精氣內斂，待人謙恭，以及處事的縝密精細，

又能不居功。而且國藩精力過人，他自祖父曾星岡處學得尊德性，

自奉儉約，堅毅的工作習慣。每日五更即起，讀書工作，直至中夜

方休。自訂課心課身之法為：敬、恕、誠、靜、勤、潤六字。3 
由此他終身奉行的六字箴言，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儒者，而且

                                                 
3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上，〈求闕齋日記類

鈔〉，頁18上。 



自強運動時期人物比較析論─曾國藩與左宗棠 - 21 -  

  

是一位道德論者，蓋所謂潤，是要以德潤其身心的。在他的經世思

想中，尊德性始終是居於最要的第一順位。當然他也是服膺朱熹等

所倡導之理學。他曾勉勵其弟要以讀書人自居。而他所謂的讀書人，

是要本之於大學三大綱領：明德、新民、至善。終生奉行不渝。4他

堅定相信大學是讀書人修身勵志的最重要著作，大學中所言的誠正

修齊治國平天下，及內聖外王的儒家理想，遂成為他終生追求的座

右銘。 
在道光年間曾國藩每次返回家鄉，發現當地土地所有權有頻繁

的更易現象，他並不認為這是經濟問題，而以為是人心不古，社會

道德低落，因而人人趨利。5對當時政治的敗壞，社會風氣的不良，

人才的沉淪，氏以為居高位者有其匡正的責任。他相信君子之德

風，社會風氣的改變在於居高位的，特別是士大夫階層的以身作

則，以忠誠為天下倡。咸豐元年（1851）他應詔陳言時，曾盼望新

即位的咸豐帝能拔擢人才，以身作則，來帶動新的政風。惜不為咸

豐所採行。諸此在在反映出曾國藩自洗面革心，改正其行為後，是

時刻反躬自省的道德論及人治論者。 

（二）後期：組軍平亂、出任疆臣、德風偃草的時代偉人 

咸豐二年（1852）曾國藩因丁母憂奉旨在湘辦理團練。他當時

對團練衛鄉的認知是：「以官衛民，不若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

不若與眾人共相衛。……但數十家聯為一氣，患難相顧，聞聲相救，

亦自足捍衛外侮。農夫牧童皆為健卒，耰鋤竹木皆為兵器。」6這

一看法可以說是當時人的共同看法，實際上自從八旗及綠營兵制敗

壞後，嘉道年間的平定亂事即多倚靠鄉勇。其優點除如上述曾國藩

所言外，另外亦具有兵農合一及為國家撙節經費的功能。例如與曾

國藩幾乎同時的江蘇名士馮桂芬即曾說：「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

力竭，養兵勇則國力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車徒馬牛甲兵出

                                                 
4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67。 
5  蔡冠洛，《清史列傳》（即《清代七百名人傳》），頁260-261。 
6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書札〉，頁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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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間之法之善也。」7此外，由上述曾氏所言也可以看出，曾國

藩最初的目標，就是如同上諭所要他做的，祇在於團練衛鄉，並無

要編練規模龐大的勇營之意。而事實上當時太平軍勢力之強大，已

非團練衛鄉所能對抗。曾國藩由於形勢的需要，祇有擴大其計畫，

編練成數額以萬人計的勇營。初名之曰楚勇或湘勇，後由於人數的

眾多，聲勢的浩大，乃被稱之為湘軍。 
曾國藩既擔任過署兵部侍郎，深了解當時常備兵綠營的缺點

在：餉低、官兵習氣太深、缺乏訓練、兵將不相習，根本不能作戰。

故而他要以樸實無壞習氣年輕體健的農民為兵，志趣純樸忠勇的年

輕鄉紳為將。給予厚餉，士兵月俸四兩二錢，（後增為四兩五錢）8

其待遇之高，逾綠營兵兩倍。此外，他深了解中國社會人際關係中

地緣與血緣的重要性，因此他的募兵招將，即注重鄉黨與親屬的關

係。使兵將相習，團結精誠。在訓練方面，除兵器的技術外，他極

注重士兵的體能訓練，要求士兵必須腿綁沙袋，可日行百里，一縱

步可以躍上一丈高的房子和跳過一丈寬的溝，以及用手擲火球，一

次可以擲二十丈遠。在作戰的心理與意志上，他要求軍隊有堅強的

意志，能死守。其口號是：「我不能戰但毋走。」他了解太平軍的

作戰特長是剽悍快速，他在戰術上則要以慢以穩來剋制太平軍。因

此他訓練他的部隊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每日行軍安營紮寨必挖

濠溝，修造圍牆士兵輪班站牆子」（站立圍牆上防守）。行軍時，必

分為兩列縱隊前進，俾能互相呼應。其軍隊的組織，由於並非常制

兵，故不採繁密複雜的系統，僅是以營為單位，每營五百人，9另

有長伕一百八十人，從事運輸等後勤業務。要而言之，曾氏的練兵

主要是參照戚繼光兵法。更值得注意的是，他不僅要練陸軍，同時

也接受左宗棠的建議，能清楚的認知，必須同時練一支能征慣戰的

水師，方能水陸並進的與太平軍相戰。此外，如同太平天國，曾國

藩也懂得運用政治號召。太平天國是以反滿的民族革命為號召，而

                                                 
7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自序〉，頁3-4。 
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6），頁112。 
9  每營有4哨，哨有哨長。哨轄8隊，隊有什長，有勇十或十二人。故最初營僅三百六

十人。後漸擴大，增至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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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則因太平天國的反儒以及反士紳階層，故他採用的政治號召

是衛道，保衛中華文化的道統（文化），號召士大夫起來共抗太平

軍。10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對太平軍了解之深，所擬訂的對策，

確是處處能剋制太平軍，他之所以能夠平定太平天國之亂，絕非是

偶然的。 
在與太平軍的作戰方面，最初他的構想是：他僅負責練兵，所

練之兵交由江忠源率領作戰。但及江忠源在安徽作戰陣亡後，他祇

好親自出馬，率軍與太平軍相戰。由於他的部隊完全沒有實地作戰

的經驗，故雖訓練嚴格，最初仍然大吃敗仗，曾氏本人曾因而一再

憤而投水自殺。但是逐漸的經由戰鬥而終於養成為一支堅忍不拔的

能守慣戰的部隊，因而收復失地，使戰事由湘鄂贛而推進至安徽。

清廷因曾國藩的這支湘軍戰功甚著，最初發表他為湖北巡撫，曾氏

謙讓不就，誠懇奏薦由胡林翼擔任，因而贏得胡氏的友誼，胡接任

鄂撫後，對曾氏部隊的補給大力支援，使曾國藩在贛皖與的作戰，

無後顧之憂。清廷又曾任命為四川總督，國藩仍然不就。僅專心一

意的在皖與太平軍堅苦相持。終於清廷授予兩江總督，指揮整個長

江下游軍事，攻克安慶及太平天國的天京（即南京），成其不世之

功。 
綜觀曾國藩征討太平天國成功的因素，約有下列諸項： 

1. 他洞識清軍與太平軍之優缺點，能編練一支忠勇誠樸篤實的軍

隊，他雖不長於軍事，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以穩以慢剋制快

速剽悍，長於進攻，而不善於防守的太平軍。故能奏功於平淡無

奇之中。 
2. 他能提出衛道的政治號召，激起士紳階層的忠勇奮發之氣，挺身

而出，願與太平軍作殊死之戰，不似清之正規軍，缺乏作戰犧牲

的忠勇鬥志。 
3. 他知利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族觀念及鄉土意識，使他的集團兵

將相習，有堅固團結的凝聚力。 
4. 他善於發掘人才，栽培人才，並重用人才。他對起用人才的看法

                                                 
1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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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注重選拔領袖人才，特別是政治及社會的領導人才。他認為

政風習俗的改變，常在一二人的倡導。人才的收羅與造就，可以

分為廣收、慎用、勤教與嚴繩四大要點。11絕不可輕忽而任意選

用。對於人才的發掘，則應如同白圭之治生，鷹隼之擊物，不得

不休。對於人才的氣質，他最看重品德，有德無才，猶勝於有才

無德，蓋不至於無惡不作，成為害群之馬也。由於他對用人品德

的注重，使他的湘軍風紀確實好於祇注重有才而不注重品德的李

鴻章淮軍遠甚。由於他如此的注重人才及選拔人才，故他的幕府

中人才濟濟。至於他的拔擢人才與訓練人才最好的事例如眾週

知，則有他對沈葆楨與李鴻章的拔擢與重用，兩人均在曾國藩特

別奏薦下，超擢為江西及江蘇巡撫。 
太平天國之亂平定後，曾國藩為重建原為太平軍佔領地區的社

會秩序，特推行禮治。他希望透過社會上德高望重的士紳領導，扶

持名教，重新建立士紳階級成為社會的領導階層，快速的恢復舊有

的社會秩序。故他的禮治，實際上就是紳治，也就是他一向所主張

的德治。12結果亦甚成功。祇是由於重點在恢復舊有的傳統社會秩

序，故於社會的改進與革新之處並不很多。 
由於身為兩江總督的關係，在此時期，曾國藩自然也接觸到外

交問題。他的外交認知是：與洋人往來交涉，必須忠信篤敬，也就

是所謂誠信的外交，以儒家所主張的對個人的誠信態度，用之於外

交。他曾說：「夷務本難措施，然根本不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

厚也，敬者慎也，信只不說假話耳。」又說：「與洋人交際，孔子忠

敬以行蠻貊，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不可少。形跡總以疏為妙。

我疏淡而足以自立，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13他顯

然不了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與個人之間並不完全相同的。在行為

上，誠是一種內心的思考，是存於內在的動機，信是行為的表現。

前者是動機論，後者是已成表現出之行為的結果論，兩者是有區別

                                                 
11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53。 
12  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44-45。 
13  拙著，前引文，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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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之間祇有信，要信守條約，但並不一定確有誠意。例如兩

國因戰爭而簽訂和約，戰敗國割地賠款，必須根據和約執行，但它

會是真的心甘情願嗎？而且外交爭的就是要平等，怎可以故意示人

以卑遜呢？由於他不了解近代的外交性質，因而他對與列強間的外

交常是束手無策的。他於同治九年（1870）天津教案他以直隸總督

身份奉命處理此案，竟也不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就是最好的證明。

不僅他不能辦外交，即使曾在總理各國事務衙門工作也主張誠信外

交並曾出使英國的郭嵩燾，也有相同的困境。郭在英因對人態度的

誠懇，雖有很好的個人聲譽，但以誠信，也無法解決中英間重大爭

端。倒是機變百出，甚至會耍痞子手段的李鴻章，即使是洋人，也

承認他是當時中國辦外交的能手。 
由曾國藩、郭嵩燾用儒家所主張的誠信辦理外交的失敗，可以

窺知儒家的思想與源自西方的近代化，確有不能完全整合之處。此

時西方精猛的現代化武器─槍砲已輸入中國。李鴻章因在上海與洋

人並肩共抗太平軍，使淮軍能得風氣之先，力予採用。李一再致函

曾氏，建議湘軍亦大量採用西方新武器，甚至曾購贈若干。但曾氏

始終不肯大量採用。故在近代化的問題上，曾雖也贊成，唯積極的

程度實遠遜於李鴻章。在曾國藩的內心中，中國道統的永恆性，是

極其強固難移的。雖然他也承認應及早仿造及使用西方新式武器，

唯不一定必須由他來開創風氣。在保守與近代化兩者之間，他是緩

慢的移向近代化，仍然對保守的傳統有其眷念的人。 

（三）治學與學術思想的造詣 

在前面已經言及曾國藩的學識初步基礎奠定於少年時代，跟從

他父親讀書時，其中如大學周禮儀禮及史記等書均影響他的一生。

曾國藩另一項學術喜好是理學與莊子，在他中秀才以後，曾在嶽麓

書院讀過書，該書院是中國南方四大著名書院之一，宋代朱熹張南

軒均曾在此講過學，故素有注重理學的傳統，使其對程朱理學也打

下相當的根基。中舉以後，曾氏在北京與湘籍士人劉蓉、郭嵩燾等

成為摯友，從唐鑑求為學之方。而唐鑑以理學名於世，乃勗以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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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以朱子全書為宗。國藩遂以朱子之書為日課，益肆力於程朱

理學，並與倭仁吳廷棟何桂珍邵懿辰等往復討論。而其一生服膺篤

行，顯然深受朱子格物致知之說影響。 
乾嘉之世考據文字之學盛行，曾國藩承其餘風，雖重理學，但也

不排斥小學。曾說：「禮樂不興，小學不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14

又說：「有義理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

四者闕一不可。…義理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

思錄；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曰曾氏讀古文鈔與曾氏讀詩鈔。

二書皆尚未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

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

易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需爛熟於心中，凡

讀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丹臒附之；如木有根，而枝葉

附之；如雞伏卵，不稍歇而使冷；如蟻成垤，不見異而思遷。其斯

為有本之學乎！」15 

在治學的方法上，曾國藩秉持顧炎武以來的清代學者觀念，視

小學為通究古書的工具。曾說：「欲讀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

可問津。」16而欲治小學，並須於文字的形聲義三方面兼顧。氏於

小學甚有心得，曾著詁訓雜記。他根據說文解字等訓詁的方法，認

為大學所言之致知格物，其立意在：「當麗事物以求知，不可舍事

物而言知。」17他相信朱熹將格字作至字解，是極其正確的。但引

深為：「窮知事物之理，欲至其極處無不到」則似對格字又要求太

深。18顯然他處事注重實際與篤行，雖與其湖南民性和務農篤實家

風有關，但在學術思想上，亦是受其長於漢學以及深究朱熹的格物

致知的影響。祇是他務本不趨極端的中庸性格，使他對朱熹將格致

的理論極度延伸，仍然不能完全接受。 
除小學外，國藩治學亦注重目錄學，認為目錄學之功用在分別

                                                 
14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5下。 
15  前引文，頁8。 
16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家訓〉，頁36。 
17  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38。 
1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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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居，以類相從。他將我國目錄學的分類方法概分為虛事與實事兩

類，曾說：「虛事者，如經之三禮，馬之八書，班之十志，以及三

通之區別門類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類相記，如

事文類聚、白孔六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類函、子史精華等是也。」

氏並欲仿爾雅之例，鈔纂類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19由此亦可

看出其治學與處事相同，均極為精細，井然有序。 
曾氏另一治學方法的特徵是他主張讀書不可太雜，應守約守

要。曾說：「鄙人嘗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不過數十種，

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

外，管列韓非淮南鶡冠），集則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來專集數十

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襲前人之說以為言，編集眾家之精以為

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龍也，編集者猶枝龍護砂也。」20在所著聖

哲畫像記中亦說：「故書籍之浩浩，著述之眾，若江海然，非一人

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21在此文中他選擇歷代聖哲

三十三人，要兒子曾紀澤了解其學術及思想行為，作為典範，砥礪

言行。這三十三人是：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莊子、

司馬遷、班固、諸葛亮、陸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頤、

程灝、張載、朱熹、韓愈、柳宗元、歐陽修、曾鞏、李白、杜甫、

蘇東坡、黃庭堅、許慎、鄭康成、杜佑、馬端臨、顧炎武、秦蕙田、

姚鼐、王念孫。這三十三人在學術思想行為上的成就，在範圍上，

是包涵經史子集，或義理、考據、詞章，或德行、政事、文學、語

言學等各方面的。 
聖哲畫像記成於咸豐九年（1859），此文不僅表露曾國藩內心

中所景仰的先聖先賢，亦是他對自古迄清我國學術思想的闡述與批

評。由其內容，我們可以了解曾氏在學術思想上的認知： 
1. 以儒家孔孟思想為正統的觀念極端強烈：文中非儒家者，僅莊子

一人。其他老子、韓非、墨子均未列入。而且在儒家思想家中，

                                                 
19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家訓〉，頁33-34上；何貽焜，《曾國藩評傳》，

頁218-219。 
20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1，〈書札〉，頁16下。 
21  拙著，前引文，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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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荀子亦均未列入。他曾解釋說，其用心在：同意唐宋以後，

推崇孟子為儒學正統的看法，目的在：「崇其書以配論語。」 
2. 相信為學之道總以義理德行為主：所選三十三人中。屬於此方面

的至少有：文周孔孟諸葛陸范司馬周二程張朱顧秦十五人。佔總

數 45.45%。其次則為詞章文學，計九人，佔 27.27%。 
3. 尊崇理學，唯不排斥漢學：文中屬理學者，有兩宋五子。屬漢學

者有許慎、鄭康成、王念孫三人。曾氏自稱：「吾觀五子立言，

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諸經，小有不當，固當取

近世經說以輔翼之。」22 
4. 不宗法公羊思想：在春秋三傳中，曾氏選左傳，未曾選公羊傳，

顯然與龔自珍魏源看法不同。而且氏欣賞左傳的原因，在於「多

述二周典禮」。但仍然認為有：「好稱引奇誕，文辭爛然浮于質矣」

的缺點。 
5. 崇尚禮治：文中說：「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

歸乎？亦曰：禮而已矣。」他認為漢儒及杜佑通典，宋儒張朱所

討論的都是禮治的問題。清代顧炎武、張蒿菴、江慎修、戴東原

等也是以禮為先務。他之所以選入秦蕙田的原因，也是因為秦氏

纂有五禮通考。並且肯定表示，此書的貢獻在於舉天下古今幽明

萬事而一經以禮，可謂大而思精矣。23 
6. 偏愛莊子：曾氏不僅在非儒家的哲人中只選了莊子，而且認定莊

子是與荀子並稱於世的。並為莊子辯護稱：「太史公稱莊子之書

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六七。」國藩一生在

修養的功夫上，甚多得之於莊子。在求闕齋日記類鈔中曾說：「莊

子曰：美成在久。驟而見信於人者，其相信必不固。驟而得名於

時者，其為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

運，漸成歲功，使人不覺。則人之相孚，如桃李不言，下自成蹊

矣。」24總是萬事處之以恆。因此他一生不求赫赫之功，諸事持

                                                 
22  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39。 
23  同前註。 
24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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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恆，長年累月，終成其不世勳業。他對莊子的觀化，是有深

切了解的。此外，他在養性上的主靜主虛，以及放大胸懷，游心

物外，無一不是受莊子影響。曾說：「靜，坐思，心正氣順，須

到天地位萬物育之田地方好。」又說：「意者祇是閉藏之極逗出

一點生氣來，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

蟄之壞也，乃所以為啟也。」「人必中虛不著一物，而後能真實

無妄，蓋實者不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

心中別有私見，不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若心中了不著私

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是

故誠者不欺者也，不欺者心無所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

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25祇是他畢竟是事功型的人物，

具有強烈的入世精神。因而使他的主靜主虛放大胸懷的思想，最

後仍然回歸到儒家所主張的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上去。他曾說：「聖

人有所言，有所不言，禮樂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靜無

為自化，其不言者也。當以不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不言

者存諸心，以所言者勉諸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

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26 
曾國藩由於治學注重易經、莊子、史記及宋儒的思想，很自然

地對事物的變化，有循環論的看法。在求闕齋記文中說：「天地之

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益者，自然

之理也。」27因此他對禍福相依，盈虧相繼，心中時刻存有戒心。

主為人處世要清心寡欲，慎獨誠敬謙沖。對其家人亦一再訓誡當勤

儉樸實，不可驕奢惡勞。甚至為此而名其居曰求闕齋。不過他的這

種循環論的看法，究竟與龔自珍、魏源有所不同。他未曾進一步發

展成以變為理論基礎的政治改革思想，曾氏所希冀的改革是逐步的

改進，而非激烈的劇變。 
在各項學問中，除四書外，曾國藩最致力的，首推六經。他認

                                                 
25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4下-5下。 
26  前引文，頁16。 
27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文集〉，頁3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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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讀經的目的在能窮理。在致邵子進函中說：「六經義精詞約，非

潛心玩味，本難領其旨趣。熟讀詩經，自足使人知情韻日深；熟讀

左傳，自足使人筆力日健；熟讀禮記曲禮內則少儀諸篇，自足使人

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讀樂記學記祭義，自足使人心思識趣蹔有把

握。」28在諸經之中，易經與禮經對曾氏影響最深。在求闕齋讀書

錄中，首先討論此二著作。他的莊敬，推誠守正，以及循環論的看

法，均是強烈的受易經影響。曾說：「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治家貴嚴，…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睽：凡睽起于相

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

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29 

對於禮經，國藩承認是經綸萬物，化民成俗的最佳工具。一生

受之影響極深，亦頗有研究。其中他對儀禮最有心得，認為是「本

末賅，源流畢貫。」他相信禮既可自制，又可治人，是修己治人的

重要之道。不僅他個人的恭謙誠敬行為是受治禮經的影響，即使日

後在政治上所推行的禮治，亦淵源於此。他同意秦蕙田的看法，禮

經是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於一的經典。曾說：「由博乃能返約，格

物乃能正心，必從事于禮經。」由此方可了解，曾氏甚至是視禮經

為通古今之變的萬靈丹的。 
曾國藩既是注重事功，又是好學不倦的士人，很自然的在道問

學上，注重讀史，在道光二十二年（1843）十二月，致弟書中說，

他每日必讀史十頁。而且認為讀史的方法莫過「設身處地，每看一

處，如我便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不必人人皆能記也，但

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在讀史上，則主專熟一代，因此他喜好史

記漢書。咸豐九年（1859）他在家訓中說；「不必事事皆能記也，

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30他以為史學最大的功用在考事，與經

學的窮理，有相輔相成的關係。甚至說：「舍此二者，更無學矣。」

在讀經上，他主專守一經，因此沉潛於禮經。在治史上因主專注一

                                                 
28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書札〉，頁19下。 
29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求闕齋讀書錄〉，頁1。 
30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家書〉，頁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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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乃對史記漢書下工夫甚深。他曾在家書中表示，此兩書是他十

餘年來，除四書五經外，最愛讀的四種書中的兩種。他認為司馬遷

的才華高於班固，但史記是有所為而作，其中寓言及借題發揮之處

甚多。31因此他在求闕齋讀書錄中，雖有三、四兩卷討論史記與漢

書，但最推崇的卻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其注重資治通鑑的原因，

以為其書是具有道德史觀，以及鑑往知來的效用。曾說：「竊以先

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論古皆折衷至當，開

拓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論名份；因曹魏移祚，而論風俗；因蜀

漢而論正閏，因樊英而論名實，皆能窮物之理，執聖之權。又好敘

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敗家之故，使

士大夫怵然知戒。實六經以外不刊之典也。」32此外，氏於馬端臨

文獻通考及杜佑通典，亦甚推崇，認為具有周覽經世之大法的。對

鄭樵的通志則不甚贊成。33 
曾國藩亦如不少道光年間的學者，注重兵學與地理學。在兵學

方面，他除根據戚繼光兵法編練湘軍外，認定帶兵之道如同治國與

齊家，在於勤恕廉明，其中勤字尤為重要。嘗說：「治軍之道以勤

字為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懶則衰。國勤則治，怠則

亂。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為要。」34 

所謂恕，按照曾國藩的看法，即是用仁。他根據欲立立人，欲

達達人的觀念，認定對待兵勇應如子弟。而廉明即是用禮。亦即是

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不驕也。持之以敬，臨之以莊，無

影無聲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35顯然他是活用孔

孟所講的仁與禮於兵學之中。這是他的兵學的心得，使他的帶兵甚

為成功，也使他的兵學在理論上與一般兵家頗有不同。就另方面

言，他目睹太平軍以宗教信仰作為思想教育，使士卒視死如歸。而

為對抗起見，力創以儒家思想及衛道精神，予湘軍以嚴格思想訓

                                                 
31  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42。 
32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6，〈書札〉，頁31上。 
33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頁24下。 
34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59上。 
35  同前書，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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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這又何嘗不是將儒家思想用之於兵學。故曾國藩在兵學上的成

就，可以說是以儒家思想為其內涵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不可能

成為出奇致勝的戰略家。他的指揮作戰，祇是一步一腳印的穩紮穩

打，如同他的處事，不求一時的赫赫之功，長年累月，自然穩固的

達成其事功。 
在地理學方面，國藩既注重用兵，很自然的所到之處，留心地

理形勢。在其所著求闕齋日記類鈔中，有游覽一章，記載各地情況，

逾百條。內容絕大多數均是討論山川形勢與交通情況，以及古今變

遷。真正言及風景者，不過數條而已。例如記載直隸獻縣子牙河稱：

「獻縣之北，過一河，尚有一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來，蓋子

牙河也。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北流至天津入海。自與滏陽河合

流後，即謂之子牙河。」36也許是因為指揮軍事的關係，他的注重

地理學，是注重地理所具有的大的戰略價值。例如當他攻下江西

時，有人建議應先攻浙江，既可撫太平天國首都天京（即南京）之

背，又可先據江浙財富之區。他卻不予採納。毅然揮軍入皖，圍攻

安慶。認為當初向榮在追剿太平軍時，未曾先據安慶即逕先攻南

京，是其失敗之因。蓋安慶地居南京上游，是鄂贛的門戶，先行據

之，既可保衛長江中游諸省，亦可威脅太平天國首都天京也。37又

如剿捻時，由於捻的飆忽難予圍攻，他已了解必須將之驅入山東半

島易予圍困的地區，方能將之消滅。故他所著重的地理學，是戰略

的地理學。所留心的是戰略價值及地理形勢。 
綜括上述有關曾國藩的討論，我們可以了解，曾國藩是一個個

性沉穩，精氣內斂，遇事深思熟慮，考慮周詳的人。這種人的長處

是冷靜理智，較少感情衝動。短處則是過於理智，使人有冷酷，甚

至產生老奸巨猾的負面感受。但曾國藩由於有深厚的儒者修養，他

的誠正謙沖，樂於助人，不為天下先，確能改正此種缺點。他的不

世勳業的奠定，殊代表這種儒家修養與長子類型性格的結合成功。

這雖然是一種領袖的特質，但在中外的歷史上，這樣完美的結合，

                                                 
36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下，〈求闕齋日記類鈔〉，頁44下。 
37  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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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少見的，甚至即使是曾國藩，有時也被人譏為他懂得運用所

謂的挺經。 

二、左宗棠 

如果說曾國藩的一生表現是典型的長子的性格與儒者學養的

結合，則左宗棠恰恰相反，其一生的表現，卻是典型的幼子性格與

近乎法家思想的結合，因而他的事功成就，也與曾國藩有所不同，

主要在振主威，平定叛亂，與開疆拓土。兩人雖均建立豐功偉業，

在當時所得的評價卻迥然不同。曾國藩死後被諡為文正，而左宗棠

僅得到文襄，究竟是否公平，頗值得後人客觀的予以討論。 
左宗棠的一生也可劃分為前後兩個時期，是以咸豐九年（1859）

為分界點。前期是他的性格與學養的奠定時期。後期，亦即他四十

八歲以後至光緒十一年病卒的 27 年，是他走入政治，施展抱負，

成其不世勛業時期。此正表現出他真正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政軍偉

人。 

（一）前期：性格鑄造、鄉長師友影響與經世才學的養成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樸存，號老亮，忠介先生。湖

南湘陰人。出身寒儒家庭。父觀瀾塾師為生。極其貧困。其家中生

活與曾國藩家完全不同，蓋曾家至少自國藩祖父時起，已是鄉間富

紳，而且其祖父更因急公好義，是鄉間排難解紛的領導人物。也因

此國藩少年時代能從裘馬少年遊。而左家在父觀瀾之世，仍然貧困

至吃米糠充飢。宗棠在與子孝威家書中曾說：「吾家積代寒素，先

世苦況，百紙不能詳。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狀，未嘗不泣下沾

襟也。」38左宗棠二十九歲時所著之詩亦云：「研田終日營兒哺，糠

屑經時當夕餐，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咬菜根。」39其家中困

窘之狀是近乎赤貧的。左家以讀書人竟貧困至此，極有可能，與觀

瀾個性剛介，寧願困苦自恃，絕不輕易求人有關。觀瀾雖為人耿介

                                                 
38  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1，頁1下。 
39  同前書，頁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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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芳自賞，但對諸子讀書管教極嚴。觀瀾有子三人，長子早卒，次

子宗植及幼子宗棠觀瀾均教誨有方，為文必依傳注詮經旨，不尚詞

藻，故兩人學術根基穩固，行文質樸恢弘，雖均未中進士，但在湖

南皆有能文盛名，宗植道光五年拔貢，道光七年（1827)鄉試解元，

被譽為湖南四傑。宗棠五歲入學，以穎悟過人，六歲讀孟子，開始

接觸儒家正統思想。十五歲（道光六年）應童子試，次年府試，知

府張錫謙奇其文，擬取為榜首，後以某生年老，應居先，故置宗棠

為第二名。40旋以母病未參加院試而歸，但已以才華卓著聞於世。

道光九年（1829）宗棠十八歲，購得顧炎武所著天下郡國利病書及

顧祖禹讀史方輿紀要，力予精讀，從此奠定氏對地理學之興趣與基

礎。亦為其留心經世致用之學之始。故就左宗棠言，影響其一生注

重經世致用之學者，實始於顧炎武之著也。次年，父卒。而其母於

三年前（道光七年）即病卒，自此宗棠乃獨立應世。 
左宗棠雖然家境清寒，父母早卒，甚早即獨立應世謀生，但由

於自幼即以才華卓然超群，為人稱許。故並不因家世清寒，父母早

亡，而有任何挫折感或自卑意識，反而處處爭先，表現自我，不肯

甘居人後。再加以身材較矮，言談聲音洪亮，故予人的印象是短小

精幹，聲如洪鐘，自我意識極強的人物。與曾國藩的身材敦實，談

吐沉穩，不為天下先的形象，完全不同。 
就人際關係言，影響左宗棠一生最重要之長者，則是湖南名重

一時的宦紳賀長齡及其弟賀熙齡。宗棠結識賀氏兄弟是在其十七八

歲時。當時賀長齡因丁母憂居長沙守制。宗棠以後輩士子逕往謁見

請益。晤談之下，長齡驚其才，視為國士，曲意獎掖之，悉將所藏

公私檔案圖書借予閱讀，並於宗棠歸還時，反覆詢問討論。賀長齡

亦贈以所請魏源編纂之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宗棠熱愛是書，細讀至

丹黃點遍。左宗棠既被賀長齡賞識，心中自對賀長齡欽佩備至。乃

益沉潛於經世致用之學。宗棠一生好名，喜攀交名流。顯然受有此

一際遇的鼓舞。 
如果說賀長齡對左宗棠的影響，僅限於精神的鼓勵與學問的研

                                                 
40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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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而賀熙齡對宗棠的影響則更深遠。不僅在治學上多所激勵，而

且在人際關係上協助尤多。 
賀熙齡翰林出身，崇尚漢宋之學，注重篤行。時主講城南書院，

宗棠因而亦就讀該院。熙齡不以師長居之，待之若友。他對左宗棠

的看法是：「左子季高，少從予游，觀其卓然自立，叩其學確然有

所得，察其進退言論，則循然有規矩而不敢放軼也，余心異之。」41

可知其對宗棠的欣賞更遠甚於其兄，故多方獎掖協助之。後並推荐

館於已故兩江總督陶澍家，教讀陶之幼子陶桄。甚至因賀熙齡的介

紹，宗棠並將女兒嫁與陶桄為妻。熙齡本人因對宗棠的喜愛，臨終

亦遺命將小女嫁宗棠長子孝威，兩家結為秦晉之好。 
至於左宗棠與陶澍的關係，在陶氏生前，關係並不深厚。左宗

棠中舉後曾主講醴陵淥江書院，而陶澍因閱兵江西，順道返鄉省

墓，路經其地，睹見左宗棠為其行館所撰之對聯，驚其才，曾延見，

相談竟夕。日後宗棠於北京考進士落第返鄉時，曾道經南京，拜訪

陶澍。兩人僅有此兩次會晤。他與陶家的深厚關係是在陶澍死後，

完全經由賀熙齡的媒介。 
左宗棠的同輩交往，在城南書院讀書時期，對其日後事業的發

展是深有重大助益的。當時他結交一批相互扶助的同窗好友，如羅

澤南丁敘忠（秩臣）胡林翼等。其中羅澤南與胡林翼尤為重要。蓋

日後羅澤南因練湘勇與左往來甚密，並因羅之關係，宗棠結識劉蓉

及羅之門人李續宜、王鑫等，對羅澤南死後對日後的左統帶其部分

羅部湘軍，頗有影響。而胡林翼對左的影響則更深。兩人在城南書

院讀書時，成為好友，而胡為陶澍女婿，出道較早，任知府時曾率

黔軍平亂，立有戰功。並因曾國藩之推薦，出任鄂撫。為咸豐時期

重要疆臣之一。在當時的政治上，胡之人際關係良好。彼既欣賞左

宗棠的才華，乃多方為左宣傳與介紹，使左聲名大噪。林則徐任雲

貴總督時，胡曾推薦左入林幕府，左因與陶家續約在先，未能前往。

日後並因胡林翼的大力向清廷推薦，左方得另組一支湘軍，率領出

                                                 
41  賀熙齡，〈寒香館文鈔〉，《左斐中像贊》，原書未見，轉引自羅正鈞編，《左文

襄公年譜》，卷1，頁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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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征剿太平軍，從此走上從戎征戰立功，成其不世勳業。左胡兩人

是真正的莫逆之交。1861 年胡林翼病卒，左為文祭弔稱：「交公弱

年，哭公暮齒。自公病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

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憐，我死何弔。追維疇昔歷三十年，一言

一笑，愈思愈妍。」42所言確是真實的情況與誠摯的感情流露。 
左宗棠一生最崇拜林則徐，其論政行事亦處處模仿林則徐。鴉

片戰爭時期，宗棠在湖南新安陶澍家任教，他常致書賀熙齡，討論

如何因應英人的侵略。而日後得知林則徐所採行的措施竟然是與他

所言多不謀而合。因而更外欽服林則徐，同時林則徐與賀長齡及陶

澍關係密切，左由陶家所藏的林陶書信及賀氏兄弟口中，所得知林

氏資訊亦豐，諸此在在增加左宗棠對林則徐的仰慕。祇可惜胡林翼

雖然推薦他擔任林之幕府，而他竟然無法前往。43唯林則徐亦深知

左宗棠對其之仰慕，但兩人一生僅僅會晤過一面。即在林卸任雲貴

總督返鄉路過湖南時，舟泊嶽麓山下，左前往拜謁，兩人晤談通宵，

相見恨晚。此次晤談曾討論及新疆情況。蓋林則徐鴉片戰爭時期被

貶新疆，而左對西北邊務，饒有興趣，素即留心，相關知識甚豐，

但少實務的印證，故兩人一拍即合，討論興趣昂然也。而且林則徐

的意見對左氏日後在西北的用兵，應是有相當助益的。 
在同輩的人物中，另一對左事業發展甚有影響的，則是郭嵩

燾。郭與宗棠為小同鄉，對宗棠的才華亦極推崇，而且兩人來往密

切。當道光三十年（1850）左宗棠預測天下或將大亂，曾努力在湘

陰東鄉，尋找一與世隔離之深山僻壤，視為世外桃源，擬用作避難

之所。曾勸賀熙齡與郭嵩燾，共同將族人遷居於此。迨後目睹太平

軍之興絕非可以躲避者，宗棠乃接受郭嵩燾之建議，出任湘撫張亮

基幕府，為其主持軍務財稅，使左宗棠在人生的旅途上，走入另一

階段。咸豐九年（1859）左宗棠因永州鎮總兵樊燮讒言誣告，湖廣

總督官文奏請治左宗棠以重罪。郭嵩燾時在京，乃向潘祖蔭進言，

                                                 
42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5，〈文集〉，頁下至3上。 
43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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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奏救之稱：「國家不可一日無湖南，湖南不可一日無左宗棠。」44

得以免予治罪。正因為兩人關係如此深厚，故並結為兒女親家。 
左宗棠與郭嵩燾的關係既是如此深厚，但左宗棠發達後，兩人

竟反目成仇，而且一般認為，其咎在左宗棠。同治年間，左宗棠以

閩浙總督身份率軍圍剿閩粵兩省太平天國之殘餘勢力。郭嵩燾時署

任廣東巡撫，亦率軍配合作戰，結果作戰失利。左宗棠乃毅然奏劾

之，完全不顧及兩人的私誼。時人因此每譴責宗棠的忘恩負義。其

實此正反映出左宗棠的剛強公而忘私的自我為中心性格。這種剛強

自我為中心的性格一直影響其一生。在前期更曾使他因科舉的不如

意，決意終生不出仕任官從政。 
左宗棠因自少年時代起，即自負才華出眾。中舉後曾三次考進

士未中。而且第三次本已列在考取名單之中，因發現湖南多取一

名，必須刪除之，結果左宗棠竟被刪去。因而自認為數奇，從此絕

意科考，不願出仕。卻沉潛於刑名錢穀以及地理學兵學等經世致用

之學。其中對地理學與兵學所下功力尤深。曾精研各種志書中輿圖

及山川形勢，與各地用兵情況，加以考訂，令其妻描繪空白地圖，

自己於圖上加註用兵情況。45故於軍事及軍用地理學，用功至深。

顯然經世致用之學是他的嗜好，但未能考中進士的挫折，又使他剛

強自負的個性絕意仕宦，於是蹉跎歲月使其前期，亦即未仕時期，

竟長達四十七年之久。由此可以看出其剛強自負的性格對其影響之

深。 
左宗棠日後終於改變初衷，仍然出仕，郭嵩燾的勸說固然是一

項原因，然就其個人本身因素言，亦是受其平素思想觀念的促使。

在思想觀念上，左宗棠的下列各項認知，是使他決定仍然出仕的重

要原因： 
1. 深具愛國救民濟世之心：由於幼受父親觀瀾的影響，又自負才華

出眾，而家境極其清寒，深知民間疾苦，乃使他的愛國救民濟世

的觀念，自幼養成。很早他讀經史即仰慕古人的大節。再加以少

                                                 
44  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2，頁34上。 
45  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1，頁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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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時代賀長齡將之視為國士的稱許，故於讀書治事，極注重經世

致用。羅正鈞在所著左之年譜中，記載宗棠對皇朝經世文編的喜

愛，精讀至丹黃點遍，可知他對國家政務及社會民生福祉的關

懷。他對嘉道年間政風的疲憊，國勢的日衰，民生的艱難，是憂

心忡忡的。道光十三年（1833）赴京會試，途中目睹居民生活困

苦，曾寫詩曰：「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

貧猶賴，民有飢心撫亦難。天下軍儲勞聖慮，昇平弦管集諸官。

青衫不解談時務，漫卷詩書一浩歎。」46殊表示出他內心中的憂

慮與感慨。 
正因為他時刻留心國計民生，故當道光二十年（1840）鴉片戰

爭發生時，他對戰事的失利，官員的顢頇，憤懣不已，致書賀熙齡

說：「洋事於屢次挫敗之餘，忽又失利，悲憤何可言。時事如此，

而經武之名足繫一時之望者，尚未睹其人。天下人才足供一時之

用，安必其絀於今耶？軍興以來，大小十數戰，彼族尚知出奇致勝，

多方誤我，而我師不能制寇，每為寇所制。南塘束伍之法既未見諸

戎間，江陵馭將之方亦未聞之當軸。此上不能謀，士不能死，公叔

禺人所為感嘆難已者也。近詔按失守諸將罪狀，軍法從事，諸公若

能肅將天威，一新紀律，置將卒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不死之機，此

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祇在腔子裡一轉者也。」47 

此後整個情勢的發展愈為惡劣，宗棠復致書賀熙齡稱：「時事

至此，固亦人人意想中事，不知當局又將何以善之。和議不成，其

勢必將出於戰。而人心恇怯，帑藏空虛，言戰亦非易事，為之奈何。

大河未復，金錢虛擲，而其事又非可得已！搜刮之事雖多，消耗之

端迭出，恐借饟加賦諸弊政將繼此而起，天下事自此更難言矣。士

風日下，人物渺然，思之令人心悸。」48 

由上述這些引文，可以看出左氏的關心國事與悲憫社會民生。

其實宗棠此時不過是一位在內陸地區擔任塾師的舉人，自顧尚且不

                                                 
46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詩集〉，頁1下。 
47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10下-11上。 
48  前引文，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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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而竟如此的關心國家大事與社會民生，可知其愛國愛民的情

操，以及視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是如何熱切。他曾自況其志，撰聯稱：

「身無半畝心憂天下，讀破萬卷神交古人。」49顯然是他的這種壯

志真實寫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的這種愛國情操，如將之與曾國藩的

作一比較，兩者頗有不同。曾國藩對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造成朝

廷蒙羞，反而認為暫時以大事小，也沒有甚麼不好，蓋可以刺激中

國自強努力也。而左宗棠則不然，堅決認為中國是絕不可以戰敗

的，中國的失敗是奇恥大辱。他的國家意識遠強於曾國藩。堅強好

勝心，亦遠超過曾國藩。  
2. 認定為政之道在嚴綱紀、進人才、重農事：在根本上，左宗棠認

為道光朝政治之壞在於上下欺矇，是非莫辨。因此他所擬的對策

是：嚴綱紀，重主威。曾致函賀熙齡說：「竊思方今時事之壞，

無過上下相矇，賢奸失別。病源所在，攻達為先。…非嚴主和之

誅，詰縱兵失律之罪，則人心不聳，主威不振。正恐將來有土地

而不能守，有人民而不能強，而國事乃不可復問矣。」50他堅信

天下無不了之事，無不辦之寇，亦非無辦寇之人。天下人才自足

供一時之需，祇在如何獎掖人才，使之不世出而已。 
3. 左宗棠雖然認定道光朝的政治弊端是上下欺矇，是非莫辨，但是

他卻以為道光帝本身是恭儉仁明，勤政不倦的好皇帝。基於重主

威，嚴上下的認知，他以為臣下的事君，應如同婦女的對待婆家。

未嫁之先，萬不可存有公婆之不慈，丈夫之難事，僮僕之不吾聽，

姒娣之不吾和的先入為主心理。一切應於出處大節，祇講義與命

二字。他相信天下無不可仕之時，無不可為之事，無不可做之官。

主進退有據，仕止久速委諸命，可與不可衷諸義。行事當重利中

之義，私中之公。如此則諸事自不失其正。51 

由左氏的這種思想，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恪遵傳統士子的道

                                                 
49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聯語〉，頁1下。 
50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17下-18上。 
51  前引文，頁28下-2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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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要求，具有濃厚的忠君愛民與天命的觀念。而且由他的重主威嚴

綱紀的看法，可以了解，他思想中有相當的法家成分。如果說曾國

藩是一位純粹的儒家德治論者，則左宗棠卻是一位講求立竿見影施

政效果的外儒內法的行政長才，再加以長於用兵，使其處事風格，

與三國時代諸葛亮略略相近。他自擬其號為老亮，卻也是有其名實

相符之處。 
左宗棠的這種外儒內法思想，也表現在他的重農經濟主張上。

他認定改善民生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重農事。他理解中國社會的強

固基礎在於宗族集居，而穩定宗族集居的首要之途，則是重農。中

國的士紳既是宗族社會的領導階層，理所當然的也應該與農民結為

一體，成為農民的領導者和代言人。他舉明末孫夏峰移其宗族人等

於易州五公山中，建立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為例，來說明士紳階層

與宗族集居從事農耕經濟的關係。道光末年大亂將興時，他曾遊說

賀熙齡郭嵩燾考慮仿效孫夏峰，共同遷居族人於湘陰東鄉荒僻山區

中，建立自給自足與外間隔絕的農耕社會。而且他為實現這一理

想，曾事先於其地購置柳莊，親自栽桑插柳種竹，以古之農耕方法，

講求農事。並更根據其心得，撰著成樸存閣農書，倡古代所行之區

田法，來深耕密植，改進小單位農田面積的生產量。52由此方可了

解他日後率軍作戰時，為何所到之處均獎勵農事。蓋此為其終生之

所好也。正因為他一生注重農事，因而為其左氏宗祠所撰寫的對聯

是：「縱讀數千卷奇書無實行不為識字，要守六百年家法有善策還

是耕田。」53他也要求他的子孫，始終要儉樸篤實務農，耕讀並重。

也許由於他的這種特別注重耕讀並重以及儉樸篤實的家風影響，他

的後代在社會上發達的程度不如曾國藩、李鴻章的後代，廣佈於社

會上層。 
4. 注重國際局勢的發展與提出因應之道：左宗棠三十歲左右，正當

中英發生鴉片戰爭，氏本之於愛國熱忱，在基本的態度上，是主

張予英人痛懲。他考覽唐宋以來海防的記載，致書賀熙齡詳細討

                                                 
52  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1，頁23。 
53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聯語〉，頁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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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戰守之策，主張以一省之力足當一省剿防之用。為固守持久之

謀，認為廣東應立即切實辦理下列諸事：練漁屯，設碉堡，簡水

卒，練親兵，設水寨，省調發，編泊埠之船，議造船之廠，講求

大筏軟帳之利，更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

功等。54他所擬的這些剿防辦法，顯然與林則徐在粵全力所推行

的總體戰，相當接近，因而他視之為深得我心，從此敬佩林則徐。 
當此之時，左宗棠對西方國家的認識是：「自明永樂中七遣中

官撫諭諸夷，諸夷慕中土人物之盛，不遠數萬里，爭先款貢，以求

貿易之利。及乎中葉，已來佛郎機荷蘭，恃其炮大船堅，屢犯浙閩

沿海州郡，以求貢市，終明之世未能與之絕也。國初荷蘭首先效順，

助討海寇。故許其八年一貢，二年一市。…自康熙廿四年海宇乂安，

從疆吏之請，大開洋禁，於是英圭黎者始請貢來朝。英圭黎即今之

英吉利，字與音經數譯而訛耳。」55 

左宗棠承認英人所恃，專在火砲，而火砲利仰攻，不利俛擊；

利遠擊，不利近攻。可於城根河岸障蔽藏精卒，與之近戰。他亦了

解中西通商不可絕，唯必須戎務告竣之後，始可議及。對於當時中

英的和議，他相信：「市不可絕，則鴉片不可得禁，自此億萬年之

天下豈奈之何？」56他對鴉片戰敗的看法是與當時劉韻珂夏燮諸人

相同，以為「從此諸戎狡焉思逞，無有其極。而國威屢挫之餘，則

內訌外侮必表裡相應。」對於主國政者不能早為徙薪之謀，徒玩愒

以幸一日之無事，感到憂憤不已，乃有徙其家族於深山險阻之區，

苟全性命以避亂世的想法。諸此可以看出他此時的心情是極其矛盾

的。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懷才不遇，滿腹的卓越主張無處可以施展；

一方面又因對主政者的絕望，充滿了無奈的頹喪。顯示他始終具有

熱切濟世的渴望。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如何能永遠隱居山林，一旦

會遇有機會，必然仍要挺身而出救世濟民的。故左宗棠的出山經

世，可以說是必然的。 

                                                 
54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11下。 
55  同前引文，頁22。 
5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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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人生的成長以及事業的發展，會有其關鍵的年代或一生

歷程中有其重要的轉捩點，就左宗棠而言，他接受郭嵩燾的建議，

於咸豐二年（1852）應湘撫張亮基之邀，出任其幕府，負責湘省軍

事與財稅事務，應該是他日後走入宦途的關鍵所在，也是他得施展

長才，成其勛業的重要轉捩點。由於他處事的幹練具有遠見，湘撫

張亮基及繼任者駱秉章對他均信任備至，左宗棠乃成為力抗太平

軍，安定湖南大局的柱石，因此也使湖南成為湘軍的兵源餉源根據

地，而贏得國家不可一日無湖南，湖南不可一日無左宗棠的美譽。

也即在此時，左宗棠結交了曾國藩。他積極協助曾氏成立湘軍，並

建議以綠營猛將塔齊布為將，以及湘軍應成立水師。 
此時他與曾國藩的關係是：由於曾最初並不長於軍事，特別是

指揮作戰。而左自詡為諸葛亮，常主動給曾很多建議。曾頗能虛心

接受。左宗棠當時地位遠低於曾國藩，但自視才華高於曾國藩。其

在致婿陶桄信中曾說：曾之才具欠開展。57在致胡林翼函中更明白

稱：滌公才短。58可看出他的自負。但對曾能虛心接受其建議，則

認為曾是孺子可教。當時兩人的關係雖甚接近，嚴格而論，並不完

全知心。極有可能，曾國藩雖承認左宗棠才華甚高，但也並不滿意

左的狂傲。此時左宗棠堅信與太平軍作戰，應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爭取主動。如眾週知，曾國藩要求他所編練的湘軍也是如此。究竟

是兩人的看法相同，還是曾受左宗棠的影響，今日甚難考訂。 
除曾國藩外，左更與湘軍另兩支派江忠源的新甯楚勇及羅澤南

的老湘軍，此時結下良好的關係。當時湘軍可分為三大系統，除曾

國藩所部外，江忠源家鄉新甯，因與廣西相鄰，故於太平軍方興起

時，即在江忠源號召下成立了勇營，稱之為新甯楚勇，是最早成立

的湘軍。在太平軍攻長沙時，江忠源率部亦在長沙協助防守。左宗

棠乃得識江。而且並認識新甯楚勇的重要幹部劉長佑劉坤一等。左

宗棠對江忠源極為欽佩，以為清廷如能重用此人，太平軍必無坐大

                                                 
57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2，〈書牘〉，頁10。 
58  同前引文，頁2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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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59迨江忠源戰死安徽，其部由劉長佑及劉坤一率領，宗棠

與之關係亦甚良好。 
湘軍的第二支則是羅澤南所部，由於成軍亦甚早，故稱之為老

湘軍。左與羅原是賀熙齡主講城南書院時同窗好友，此時羅亦率部

協守長沙，舊地重逢，兩人的關係更深一層。尤值得一提者，羅澤

南的得意門人王鑫亦在長沙。左初識王于咸豐元年（1851），此時

因共事，關係日益親密。迨王岳州戰敗，極其頹喪，宗棠多方鼓勵

之，重振其鬥志。兩人乃結為摯友。60王所部長期留在湖南作戰，

兩人關係更深。迨王戰死，其所部一千數百人，乃歸宗棠所有，成

為其之主力。無論在浙閩或西北，均為左氏立下彪炳的戰功，而其

主要將領劉錦棠楊昌濬更成為左在西北勳業的繼承人。 
左宗棠在湘撫幕中工作長達七年之久，其在軍事方面最大的貢

獻，是守禦長沙。咸豐二年太平軍進入湖南，勢如破竹，直撲省城

長沙。清軍雖人數眾多，唯缺乏鬥志，士氣不振。長沙危在旦夕。

長沙如果失陷，非僅湖南一省將淪陷為太平天國所有，亦將影響整

個長江中游鄂贛皖諸省的安危，其情況的嚴重，是難以言喻的。左

宗棠臨危受命，協助湘撫籌畫守城重任。其責任是深為艱鉅的，當

然亦是賦予左一展軍事長才之機會的。當時左宗棠的看法，太平軍

雖氣勢甚銳，但背湘水，面對長沙的堅厚高大之城牆猛攻，本身在

戰略上已犯兵家之大忌。他計畫先鞏固湘江西岸陣地，防止太平軍

他竄，然後圍殲於長沙近郊。可一舉消滅太平軍的主力，使其無力

進犯鄂贛皖諸省，甚至即覆滅於湘省，亦未可知。61可看出他是如

何的自負與自信。祇可惜當時主持大局的欽差大臣兩廣總督徐廣縉

怯懦無能，根本不敢一戰。而一直追躡太平軍之後而來的向榮所部

清軍，又採取縱而掩之的策略。遂使太平軍突圍北上，宗棠的計畫

乃功虧一簣，未能成功。但其善於用兵之名，已得揚聞於世。而長

沙的保全，遂成為湘軍籌兵籌餉的重心所在。 

                                                 
59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2，〈書牘〉，頁10下。 
60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427。 
61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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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練勇而言，左宗棠認定任何所募之勇，不可能均強而不怯，

亦不會全怯而無悍勇者，最重要的應使強悍者領先，方可以帶動整

個隊伍的堅強勇敢的鬥志。62日後他所率的湘軍之所以鬥志高昂，

正在於他的這種認識，使他善於鼓動士氣。 
左宗棠在湘撫幕中另一項重大的貢獻是財稅的整頓，使湘省當

時的稅收大為增加，勉能支應湘軍的餉需。首先他開徵百貨等商品

的釐金。其次調整鹽茶稅課，並加徵釐金。另外商借淮鹽十萬引，

售得之款以半數用作湘軍餉需。63在田賦方面，他採取與增加商品

稅賦完全不同的措施。為了鼓勵地主願意納稅，他奏准將地丁減成

交納，反而使欠賦減少，交納踴躍。64透過上述這些辦法，使湖南

全年的稅收增加至逾二百萬兩，勉強可以支撐湘軍的餉需。在湖南

整頓財稅的得到成功，使宗棠信心十足，以後他所到之處必改革財

稅，被視為是一位整頓財稅的能手。 
由上述左宗棠在湘撫幕中的表現，可以了解，他的治學治事風

格與才華完全與曾國藩不同。儘管他的詩詞文章極為人所稱道，也

許因為未曾考中進士，他一生甚少談論經學，亦少標榜道德修養，

只注重經世實用。他的長於刑名錢穀正是曾國藩之所弱，而曾國藩

的注重經學與德治，亦正是他之隱痛，甚至為他視為迂闊者。此固

由於兩人性格的不同，實際上也許更由於兩人際遇的迥異。在注重

科舉正途出身的時代裡，有無進士出身，是否科舉得意，不僅對出

仕有重大影響，即對個人心理也會產生改變其行為的強烈作用。如

果說曾國藩注重經學與德治是深受其科舉得意影響的一種表現，則

左宗棠的所為顯然是因科舉未能中進士心理迫使而產生的一種另

闢蹊徑。科舉的成敗所產生的影響，竟然造成了兩人日後事功發展

的不同，可知在那個時代裡，其科舉影響之大。也許由於這些原因，

致使有些當代的史家仍然將左氏列名於武人，視之為大將，而非文

武兼具的儒生。 

                                                 
62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30。 
63  拙著，前引文，頁431。 
64  拙著，前引文，頁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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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期：底定浙閩與經營西北的建樹 

咸豐九年左宗棠因懲治總兵樊燮，發生為樊誣告的事件，雖因

郭嵩燾潘祖蔭的解救，未獲治罪，但亦因此無法再留湘撫幕中工

作。感於科舉方是讀書人出仕必經的正途，因而決定重拾舊業，再

入京參加會試。路經湖北曾順道拜訪胡林翼與曾國藩，胡因是摯友

的關係，力勸宗棠不必再考進士，理當發揮其軍事長才，募勇成立

一支湘軍，由軍功成其勳業。並奏請清廷授予四品京堂候補的官

銜，令左募勇另成一支湘軍，歸於曾國藩麾下，征剿太平軍。左遂

返湘招募三千五百人，分為四營（每營五百人）四總哨（每哨三百

二十人）親兵二百名。另加上老湘軍王鑫舊部一千四百人以及少數

他省軍隊，共五千人。65此即左宗棠所部湘軍的最基本部隊，其中

由於老湘軍成軍最早，作戰勇敢，戰鬥經驗豐富，是其所部的最重

要骨幹。 
左宗棠的湘軍與其他湘軍在性質上有下列的不同： 

1. 他不贊同所部全來自同一鄉里：以為如此部隊因易相互影響，一

部潰敗，則將全軍皆潰。因此他的所部大多並非來自同一鄉里。 
2. 他以為部隊的能戰與否，全繫於基層幹部營官哨長。因之他不僅

注重選將，更注重精選基層幹部，使其所部基層幹部較其他湘軍

健全。66 
3. 他對部將的愛護與照顧遠甚於其他湘軍將領，使其所部，團結的

意識特強，在他的大力維護下，其派閥的意識極其強烈。他的幕

府雖不似曾國藩人才濟濟，但他善於用將，並提攜不遺餘力，故

他的部將出任方面大員者特眾，計有楊昌濬蔣益澧高連陞劉松山

劉錦棠劉典等。 
左部成軍後，曾國藩素知左才華出眾，又恃才傲物，不甘居人

下，遂令其自成一系，單獨作戰，不直接歸於自己指揮，使宗棠得

單獨發揮其長才。初率軍固守贛省景德鎮，繼而進向浙東，負責經

                                                 
65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49下。唯根據日後左致曾國藩函所

部實伍千七百人。見左宗棠撰，《左文襄公全集》，卷5，〈書牘〉，頁56下。 
66  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文集》，頁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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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浙江，力阻太平軍援皖，由此可看出曾氏的善於待人。而在這一

方面左宗棠實不如曾氏遠甚。 
由於左宗棠善於用兵，而與他相抗的對手李世賢，雖亦驍勇善

戰，但究非太平軍主力，故其贛東浙江的經營，一帆風順，輕易得

手。在曾國藩的奏薦下，宗棠於咸豐十一年十二月（1862 年 2 月）

出任浙江巡撫，使其宦途從此進入飛黃騰達的順境。但他與曾國藩

的關係，反而竟公然決裂。首先兩人因爭江西的餉源趨於不和。繼

而由於立場不同，齟齬更深，再加以左與曾之得意門生李鴻章的爭

佔浙西防地與鹽課，於是乃成為水火不能相容。此時江西巡撫沈葆

楨亦因曾國藩所部湘軍索取贛餉過甚，與曾決裂。於是形成沈左結

成一體，共同與曾為敵。使左沈與曾國藩的關係，恰如諺語所云：

共患難易，共富貴難。 
浙江收復後，左宗棠所面臨的浙江善後工作是異常艱困的。蓋

浙江經激烈的戰事蹂躪，業已十室九空，人口喪失十分慘重，

1857-1866 年人口減少約五分之一。67如何快速使浙江恢復如同過

去般的繁榮，確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左宗棠所採取的方法與曾國藩

在皖贛等收復地區所推行的並不完全相同。曾國藩注重士紳階層在

社會中所具有的領導作用。因此他積極號召士紳返鄉恢復舊有的社

會秩序，亦即行所謂的禮治或紳治。而左宗棠則不然，由於他個人

在思想觀念上重農，相信孟子所言，仁言不如仁聲，能深入民心。

而他心目中的民，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此時浙江既人口銳減，農田

荒廢，他所亟於推行的，則是如何復甦經濟，紓解民困。而招民前

來移墾，允許，甚至鼓勵，山地棚戶，或外地農民，進入荒廢之區

開墾，並獎勵種植經濟作物如栽桑養蠶種茶植棉等，這些遂成為他

推行政務中的當務之急。此時正值西方國家來華大量採購絲茶，因

此他的這項措施，乃使浙江經濟快速復甦，再加以浙江原是人口高

度過剩地區，而今戰爭使其人口由過剩而銳減為不足，更因有大量

人口的移入，勞力得到相當補充。故經濟很快由復甦再趨繁榮。 

                                                 
67  1857至1866年浙江人口由三千萬減為二千四百萬，減少約20％。見拙著，《中國現

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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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這種招墾移民在人口流動的性質上言，是屬於一種社會

下層的人口水平流動，即相同的社會下層的人口，由甲地移往乙

地。由於社會上層士紳階層未變，因而使社會上下層間，短時期內

曾產生磨擦，衝突，甚至一度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例如新移民的

佔地霸耕，或抗不交租等。 

左宗棠對於浙江民風的澆薄貪利好鬥，極其厭惡，曾說：浙民

富者急於求利，貧者拙於謀生，畏盜匪，欺兵勇，民與兵仇，紳與

官吏仇，久之民與民仇，紳與紳仇，而傾軋之風日熾。68因之他要

改革民風。幸而，大量樸實勤奮的農民移入，使得其民風亦得有所

中和改進。這種社會變遷雖非他始所料及，似乎也可以視為是其一

項貢獻。 
對於士紳，左宗棠本之於外儒內法抑制豪強的思想，非常厭惡

做官的宦紳及擁有資財的商紳。這兩種士紳也就是所謂權重勢大的

權紳。對於這些人他是要予以抑制的。他痛恨宦紳的干政與口岸商

紳的斂財依附洋人。曾因在滬任洋行買辦並與美人華爾共組常勝軍

的甯波商紳楊坊中飽餉銀，吝於捐款賑災，下令通緝。對於干預浙

地方事務的浙籍京官，他雖無可奈何，但內心中亦是深惡痛絕的。 
要而言之，左宗棠所推行的善後措施，對浙江經濟的復甦與繁

榮，是有其貢獻，對於社會則改進之處則不及經濟。 
基於外儒內法的觀念，左宗棠在軍務與吏治上，大力採行信賞

必罰的措施，他嚴格的裁汰營務廢弛的湘軍與綠營。李元度的十五

營安越軍，故被裁僅留五營。對於綠營，其處置更不留情，將在杭

州會戰未曾盡職的布政使林福祥及總兵米興朝予以正法。儘其可能

的裁汰綠營，將所得缺額，補以年輕能戰的湘軍。對於治績不佳的

地方官亦多給予嚴懲。使浙江的軍務與吏治頓時振作，氣象一新。 
在財稅的改革方面，他如同在湖南所為，先整頓田賦。浙省自

明代以來田賦素較他省為重，而今大亂之後，農田荒蕪，地主積欠

田賦累累。左宗棠的整頓辦法是：先奏准將浙省戰亂地區的田賦豁

免一年，繼而革除各地田賦的浮額，重訂稅則，使浙全省田賦征額

                                                 
68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5，〈奏稿〉，頁18。 



- 48 -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39 期 

 

減低約三分之一。69為了解決浙省財政的困絀，他實力改革釐金，

仿照其在湘所行者，改為兩起兩驗，以增加稅收。70對於鹽課，他

先是與曾國藩李鴻章力爭浙鹽的引課完全歸浙。繼而因戰亂所行之

引岸制度完全破壞，乃實力推行票法。在觀念上，他視商人是貪利

的剝削者，儘管此時他已重用富商胡光墉為其購辦外洋軍火，甚至

辦理向洋商借款，但他仍然要重農抑商。也正因為如此，他對加重

抽收釐金等貿易稅及貨物通行稅，是視之為理所當然的，在執行上

也是毫無顧忌的。釐金是地方稅，不似土地稅的田賦屬於中央，他

以浙撫的身份，是可以全權支配。何況貨物稅的抽收又遠較土地稅

來得容易。至於商業貨物稅仍是可以轉嫁病農的，他此時因需財的

孔亟，則不遑予以顧及。 
此外，因在甯波地區與法人所創組的常捷軍並肩作戰，他也如

同李鴻章，了解西方船堅炮利的重要，軍中此時已用法國軍事顧問

日意格與德克碑等。他與洋人的往還，或任用洋人，極注重主權的

意識與中國的尊榮。因此日意格德克碑與他相見時，均須穿著中國

官服。他的部隊此時已開始較大量採用西方武器，而且為了亦能擁

有西人的利器輪船，他任用洋人仿造一隻小火輪，試航於西湖。可

視為是他日後注重造船之濫觴。故在師夷之長技上，他並不晚於李

鴻章，而且更偏重於造船。 
左宗棠在底定浙江以後，很自然地進軍福建。最初他是與閩撫

南北呼應作戰。同治三年冬正式接任閩浙總督後，則指揮全局，甚

至負責統籌整個南方閩粵贛諸省圍剿太平天國殘餘勢力的大任。當

然他所擁有的湘軍已不斷的予以擴充。在任浙撫時，所部已逾萬

人。迨任閩浙總督，其所率湘軍應已在二萬人以上。屬於他麾下的，

除湘軍外，尚有浙軍及水師，甚至配合作戰的尚有林文明林文察的

台勇約七千人。其派閥的勢力已隱然漸可與曾國藩相抗衡。他的對

手除李世賢外，尚有汪海洋。但均是強弩之末，根本非宗棠對手。

                                                 
69  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論文集》，頁227-229。 
70  所謂兩起兩驗者，是將貨物通行的釐金分兩段征收，即兩段起驗各征一次，故是兩

起兩驗。使釐金及規費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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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棠所遭遇的最棘手問題，一如在浙江，仍是財政與吏治問題。蓋

此兩方面，福建遠比浙江的情況更為嚴重。浙江很多問題來自於戰

亂的摧殘，福建卻是因循怠惰，人謀之不臧。閩省原是盛產經濟作

物茶的地區，福州在 19 世紀中期，原是我國茶的最大輸出港，其

地當時經濟頗為繁榮。閩省沿海亦產食鹽，閩鹽在制度上是官督官

銷。故閩省的財政原是較為寬裕的省分。但至 19 世紀後期，閩茶

因受台茶的競爭，以及閩省重稅的盤剝，業已衰落，71而閩省的吏

治則較前更為敗壞，鹽政自然也弊端叢生，成為官員的利藪。遂使

閩省吏治財政糜爛難於收拾。僅綠營軍餉已積欠至二百五十餘萬

兩，72其他情況可想而知。故左宗棠為了對閩省實際情況有所了解，

他是由浙東進入閩北浦城，經由陸路至省城福州。因而他認知閩省

的問題有三：即強宗凌世、財政吏治敗壞，與台灣的孤懸海外，吏

治軍務暗無天日。而且此三者，根本的解決，則在於一，即財政與

吏治的整頓是否能夠成功。故他最先下手的，是財稅及吏治的整

頓。對於財稅的整頓，他首先要革除稅收的徇私賣放與中飽，因而

將原任鹽法道潘駿章、布政使張銓慶、督糧道周揆源相繼革職，而

改用他親信的幹部，理財能手浙江記名道吳大廷、督糧道周開錫

等。其中吳大廷對於閩鹽的改用票法，以及整頓釐金，績效最為顯

著。 
左宗棠也認為福建由於財政的困絀，於是政府希冀透過捐納以

及發行紙鈔的方法來改善財政。結果由於推行過於浮濫，適得其

反，官吏上下其手，財政更行紊亂困絀。他也曾努力整頓，謀改善

紙鈔搭配的使用，將紙鈔的搭放，訂為至多僅能五成。但由於紙鈔

的發行沒有雄厚的準備金，硬性的命令，並不能收得很好的效果。

致而成效甚微。也許由於他任閩督的時間甚短，除去作戰外，僅有

一年的光景，因而他對田賦未曾著手整頓。故其在閩財政的整頓，

成績不如浙江。 

                                                 
71  當時閩茶興衰情形，可參閱拙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頁

259-260。 
72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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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吏治與軍務的革新上，他除懲處及大量裁撤不法及無能者

外，則借此機會，將其幹部填補其空缺。顯然含有為其幹部謀求較

優出路，並擴張其派閥勢力的用心。真是一石二鳥，一舉數得。由

於他所委派者，確較優秀，清廷亦未完全阻止。但對於閩浙總督一

職，清廷則在左宗棠之後，而用他系人物如吳棠李鶴年等，欲以之

改變閩浙成為左派湘軍獨佔之形勢，可惜收效並不顯著。蓋繼任閩

督幾多任期不長。再加以左用沈葆楨為福州船政局船政大臣，左調

往西北主持軍務後，在沈葆楨護持下，左氏安置在閩的幹部，即使

離開原膱位，然因或改在船政局任職，或隨沈氏從事台灣的經營，

大多仍能留閩。更何況由同治末直至台灣建為行省時長達十二年之

久，閩浙總督為何璟及楊昌濬，均與左之關係深厚，故湘軍不僅在

閩根深蒂固，即使台灣直至甲午戰爭時期，亦是湘軍的大本營。 
左宗棠當時的治閩政策，在吏治上喜用年輕貞幹有為的新科舉

之士如夏獻綸（舉人出身，署任漳泉永道）等，力謀抑制強宗。由

於自鴉片戰爭時起，他即甚為留意海防，因此他對閩省的沿海地區

最為用心。在軍務上，福寧鎮、漳州鎮，甚至屬於廣東的南澳鎮，

總兵他必定用自己最得力的部將，如劉明燈羅大春等。就閩北與閩

南兩地區言，他認定閩南地區強宗凌世，宗族間械鬥遠較閩北嚴

重，再加上原是鄭成功的故地，因而無論在軍務吏治上，他用人均

極特別慎重。 
左宗棠任浙撫時其職務雖與臺灣無關，即已注意及台灣問題，

當時也常與閩撫徐宗幹互相討論。故於同治五年奉調經營西北時，

宗棠特地上奏詳陳他對台灣問題的看法與所做的安排。他深切了解

台灣與閩海的關係是：「台郡為鎖，澎廈如鑰，鹿耳門鹿仔港則啟

鑰之竅也。」73因此他當年遣返台勇林文察所部返台平亂時，令之

由鹿耳門與鹿仔港之間的麥寮豋陸，而且堅持必須先予叛亂份子痛

剿，而後方能議撫。可看出他對台事的注重與台島戰略地形的了

解，確是高人一等的。而今當此三年之後，他對台灣的看法是： 
1. 台灣遠隔大洋，與福建聲氣不易相通。文武官員遇事專斷，多不

                                                 
73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6，〈書牘〉，頁13上-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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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令辦事。經常欺飾彌縫，吏治軍務均大壞不堪。 
2. 民俗挾仇械鬥，勝者常佔敗者家室田產。地方官不為按治，卻借

機勒索，民間對官府不予信任。 
3. 人民為求自保，每相率結黨，使私鬥浸成巨禍，故有十年一大反，

五年一小反之諺。74 
因而他堅信治台必須慎選文武幹員出任台灣道員及總兵，加重

兩人職權。澄清吏治，革除陋規，將一切規費歸公。亦應立即整頓

軍務，恢復水師及班兵制度。並實力開山撫番，允許內地人民前往

移墾，促進番民漢化，已漢化者，並作漢民看待。75 

故日後沈葆楨經營台灣所推行者，除未恢復水師及班兵制度

外，絕大多數即是左宗棠在八年前所擬推行者。左沈兩人關係深

厚，無論福州船政局或台灣經營沈氏顯然應是左宗棠政策的奉行

者。 
按照左宗棠的自己說法，他原擬前往台灣視察，了解台島的實

況。但因突奉旨調往西北，致而未能成行，深以為是一憾事。但是

他仍然派他最為得力的幹部吳大廷、劉明燈來台分別擔任台灣道道

員與台灣鎮總兵，從此使台灣直到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始終主要是

湘軍駐防之地。 
吳大廷，湖南沅陵人，為宗棠麾下理財能手，心腹幹部。係以

閩省鹽法道的身份調任台灣道，應是由高缺調任低缺，目的在用自

己親信，實力整飭台灣吏治也。 
而吳大廷確也不負所託，在台三年，政績斐然。重修台灣省通

志稱其頗能革除積弊陋規，飭令屬下潔身自愛，致力文教，官箴良

好。係因繼任閩督吳棠素與左宗棠不睦，諸端挑剔而離職。76 

劉明燈，湖南武舉出身，與弟劉明珍率所部數千人，隨左宗棠

轉戰閩浙，係左麾下得力戰將。而在閩戰績尤豐。調台前，任福寧

鎮總兵，該鎮管轄閩北海疆，其地位遠高於台灣鎮，顯然亦是以高

                                                 
74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51-452。 
75  同前文，頁452。 
76  同前文，頁451及拙著，《左宗棠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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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調往經營台灣軍務，而且係率領所部楚軍新左營勇弁赴台，開湘

軍入台之始。左稱劉明燈謀勇兼資，廉幹而善附循，朴質而通方略，

可望成一名將。77此後左部湘軍源源不斷調入台灣，尤以沈葆楨來

台開山撫番時期為然，其所用夏獻綸、羅大春、吳光亮、張其光、

孫開華及曹志忠等無一不是左宗棠在閩浙時所拔擢之文武幹員。此

後何璟出任閩督，氏與左在西北關係亦深，故左之親信劉璈得由蘭

州知府調任台灣道員。劉璈係湖南臨湘人，附生出身，宗棠自率軍

入浙時即以之為親軍首領。性格行事作風與宗棠頗為相似，派閥意

識極深，在其悉力經營下，左之湘軍在台勢力更深。故及劉銘傳來

台經營時，台灣所駐勇營共有四十營，淮軍僅有章高元等兩營，其

餘均是湘軍。可知在台湘軍勢力之雄厚。甚至於甲午戰後，台灣成

立民主國時期，仍有所謂新楚軍駐於台灣中南部。 
左宗棠調往西北後，先負責與淮軍並肩剿捻。西捻敉平後，則

負擔剿回重任。由於陝甘回民絕大多數是相信回教的漢人，其在教

派上又可分為老教與新教。信老教者，忠於清室。新教徒則具有強

烈的獨立意識，誓死反清。故在政策上他行以老教制新教的方法，

對不肯投降者則採屠殺的政策，底定亂事後，為避免再發生回漢衝

突，使亂事復起，左採行回漢分治政策，在陝甘邊區劃出若干縣份，

強迫回民遷往，並令居於遠離縣城之鄉間。78由於採行極強迫性的

措施，不從者常被處死，再加以沿途病死者，及死於戰亂者，遂使

陝甘人口銳減數十萬人，陝甘原本人口即不多，因而元氣大傷。 

對於新疆之回亂，宗棠的政策雖仍是以回制回，但由於其居民

幾全是異民族，再加以阿古伯係來自浩罕的外國人，故其政策又有

不同。在軍事上，以哈密吐魯番為根據地，先掌握鎮（西）迪（化）

道，使對北疆仍保有相當控制力。繼而採行不動聲色，充分準備，

利用英俄矛盾結好俄人。再緩進急攻，使英俄措手不及。由於阿古

伯猝死，三子爭位內鬨，故左軍很快底定南北疆。79其治理政策，

                                                 
77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51及拙著，《左宗棠與台灣》。 
78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54。 
79  拙著，同前文，頁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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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廣修馳道，鼓勵漢民前來移墾，並行回漢雜居，推行文教。

對於回民，則重用哈密吐魯番回民以及黑帽回（平民），來控制白

帽回（貴族）及其他地區回民。80並努力推行郡縣制，奏請早日改

制建立為與中國本部相同之行省。經其鍥而不捨五度力請，新疆終

於在光緒十年（1884）其麾下大將劉錦棠主持政軍事務時，得建為

行省。 

左氏在新疆所推行的此種措施，實為一種內地化政策。亦即歷

代所常推行之移民實邊，使漢民與邊疆異民族雜居混合，實力推行

漢化文教，使之逐漸接受漢文化，在政治制度上則廢除土官及軍

治，設立郡縣，改行由中央派遣有任期與本部各省相同之流官。其

辦法實與清初鄂爾泰在雲貴所行的改土歸流政策，完全相同，目的

皆在使之發生內地化作用。透過此一內地化作用，新疆終與中國本

部固結成一整體，而中國本部得以不斷擴大。由於此項政策的成

功，故日後新疆雖在俄英列強多方覬覦下，中國始終得以保有。左

宗棠之功實不可沒。 
光緒七年（1881），左宗棠內調中央，任職軍機處及總理各國

事務衙門，並管理兵部事務。但因久任獨當一面之疆臣，業已養成

唯我獨尊之習氣，再加以時刻嘵嘵不休，自詡其功勛蓋世，致而難

與朝中大臣和衷相處。而其本人因年事已高，行動不便，對於每日

上朝跪拜，亦深以為苦。故清廷一度調往治理直隸水患，旋又調任

兩江總督。中法戰爭時期，再調往福建督辦軍務。其實此時他已老

態龍鍾，健康情況甚差，根本難於認真治事。但由於剛強的個性和

派閥觀念，以及與劉銘傳的宿嫌，他竟然聽信讒言，於劉銘傳與劉

璈之爭，左袒劉璈，上奏彈劾劉銘傳與劉得力部下李彤恩。其唯一

值得稱道者，則為臨終前遺奏，力請清廷採納光緒二年（1876）袁

保恆之建議，建台灣為行省。可看出此老對邊疆內地化認知之深，

至死不渝。  

                                                 
80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5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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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 

由前面關於曾國藩與左宗棠的討論，可以瞭解兩人是屬於完全

不同類型的人物，而清廷以及當時和後世國人對兩人的評價，亦因

而完全不同，故願於結論中對兩人的事功略再檢討，以示中國社會

的特質，並論是否公允。 
1. 曾國藩生為長子，具有長子忍辱負重的性格，再加以長期注重儒

學的涵養，塑造成謙恭，待人誠懇，注重內省，凡事不為天下先

的講求德性之儒者形象。而左宗棠則完全不然，生為聰穎得寵的

幼子，自幼養成喜好把尖，愛出風頭，不甘居人下的性格。但由

於科考的不如人意，遂而使其另闢蹊徑，從此一生不談儒學，沉

潛於刑名錢穀及兵學地理學等經世致用之學之中，最後依恃經世

的才能，成其不世勳業。故是才華外鑠，絕不甘居人下的人物。

與曾國藩的造型是完全相反的。 
2. 恭謙的儒者形象容易贏得人和，為眾人所推崇。這是曾國藩為人

處世極其成功之處。再加以拔擢人才，立有攻克金陵，剿平太平

天國主要勢力的功勳，故無論在當時或後世，他所得的評價均非

他人所能及，清廷封以侯爵，死後予以最高諡號文正。 
3. 如果說曾國藩是一位典型的重德性儒者，則左宗棠所走的顯然是

講求效率的法家途徑。法家行事優點雖在講求效率與事功，但常

鐵面無私，嚴刑峻法，以威與力服人，不易獲得人和。更何況左

為人恃才傲物，自我為中心意識特強，不僅時時自詡其能，甚而

亦常當面折人之過，故其人際關係甚差。何況非正途出身，因而

雖亦功勳蓋世，其所得當時及後世之評價均遜於曾國藩，清廷僅

授予伯爵。死後諡號更低，僅為文襄，後世史家甚至更有將之列

入武將之列者。故無論在當時，或是後世，所得的評價，似均難

與其事功相稱。充分反映出中國社會的重文輕武以及注重科舉與

推崇儒術的情況。 
4. 憑情而論，左宗棠的行政，軍事及理財能力遠超越曾國藩，而且

其對國際形勢認識的敏銳，似亦強於曾國藩。其平太平軍及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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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營西北的貢獻，亦絕不亞於曾國藩，當時及後世的揚曾抑

左，全然由於中國的社會傳統，因而對此兩種類型人物認知的不

同，應確仍有其可予以商榷之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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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Figu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Self-Strengthen Movement 

─ Tzeng Kuo-Fan and Tso Tzung-Tang 

Lee Kuo-chi 

Abstract 
Both Tzeng Kuo-Fan and Tso Tsung-Tang are major leaders of the Human 

Army. Tzeng was the eldest son in his family. Owing to his holding chin-shin 
degree, he had a smooth civil official career. Being most responsible for 
suppress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t that time, he was modeled into a Confucian 
humble, temperate and moral image. Finally, he was granted marquis title as well 
as the highest posthumous name Wen-Cheng, and revered by historians as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ung-Chih Restoration. However, 
being the youngest son in his family and been treated most affectionately, Tso 
preferred to show off like other typical younger sons did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In spite of his higher military exploits in suppressing those rebellions of Taiping 
in Fujian and Chekiang, West Nien and Northwest Muslims than Tzeng’s, Tso 
didn’t reach the political apogee because he held chu-jen degree only, not 
jin-shih. Therefore, he was only given count title and the posthumous name 
Wen-Hsiang, which seems evidently unfair to him. This paper compares these 
two figures’ different official career especial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birth 
sequence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Tzeng Kuo-Fan, Tso Tzung-Ta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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