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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泽南，晚清著名理学家。曾聚徒讲学，著书立说，阐发程朱理学的思想。

他也是湘军创建者之一，湘军初期的精神教父。

临死之际，他只“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

而曾国藩、胡林翼，顿觉失去得力之臂膀。

这本小书，浓缩了一个骨子里刻着浓厚救国救民思想的“儒将”的一生。

 

内容简介

丛书简介：

“大家精要”丛书以近300位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
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

丛书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
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内容简介：

罗泽南，晚清理学家。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他参与组建湘军，成功指挥了诸多战役，
立下赫赫战功。胡林翼谓其“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有
理学”！本书重点讲述了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以及他为挽救民族危机，慷慨从戎，壮烈
牺牲的一生，又深为其子孙庸碌无为、恶名昭著而感慨。

作者简介



谢世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成员。先后主持过
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著有《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朝吏治研
究》《李鸿章评传》等，曾获国家最高出版奖及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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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书摘一：
《红楼梦》中的两句诗对罗泽南同样适用：“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
末，给大部分平民子弟的出路本已极其有限，而问题更在于，从现有史料可知，罗家当
时十分贫寒，罗泽南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读书的，有时甚至衣食难继。但亲人特别是
他的祖父、母亲望子成龙，对其寄予厚望，不惜节衣缩食，尽其所能、竭其全力供其读
书。罗泽南说过：当时他的祖父年将七十，家业零落，四壁萧然，有时甚至连粥也吃不
上，但一听到罗泽南的读书声则拈须自喜，饥寒俱忘。为供应罗泽南及塾师的饭食，罗
泽南的祖父经常典当衣物换钱，一件布袍被他亲自送入当铺达六七次。一旦得到米，则
无论远近，必亲送到塾馆中。他曾经对罗泽南说：我让你读书，是要让你明大义，识纲
常，不坠先人的清德。罗泽南还说过：他十五岁时，有一天母亲得了一把米，立即送到
塾馆给罗泽南，并且告诉罗泽南将来不要忘记这种苦楚。罗泽南对这些遭遇一直不能忘
怀。这就以行动和语言给罗泽南上了世界观的启蒙课，既促使他更发愤读书以改变社会
地位和家庭状况，更启迪他认同儒家的这种伦理纲常。这种状况，正如李元度在《诰封
光禄大夫周公筱凤神道碑铭》中所说：“父兄教子弟，自束发授书，即迪以忠孝，为有
用之学。”
书摘二：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久受压迫的湖南民众群起响应，用曾国藩
的话来说，他们“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
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
在此形势下，罗泽南面临着支持、参加还是反对、镇压这场起义的抉择。
我们不妨看一看和罗泽南差不多是同年人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他是在屡试不中的情
况下扯旗造反，企图推翻清王朝，建立自己的“人间天堂”来实现其人生价值。我们已
经知道罗泽南早年的境遇：自幼家境贫寒，生活艰辛，历尽坎坷，比起洪秀全青年时期
的遭遇来，其不幸在若干方面不仅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他对封建统治的
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是入木三分。应该说，从罗泽南的生活经历来看，他有参加起义的基
础，何况在客观上也可能是一条出路。
但是，罗泽南不仅未参加起义，而且在这一年的七月（1852年9月）应湘乡县令朱孙诒的
邀请，与好友刘蓉、弟子王錱一起编练该县的团练，正式走上了与太平军作战的道路。
这一抉择，原因虽多，如他已考中秀才，跻身士绅的行列，成为体制中的人，等等。但
无疑，更主要的则是：罗泽南是笃信理学的“纯儒”，其理学、文化修养比洪秀全不知
要高出多少倍。一贯忠于程朱理学、提倡忠孝节义、维护伦理纲常的他对封建弊政的批
判，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简言之，是由他的立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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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学思想所决定的。

《红楼梦》中的两句诗对罗泽南同样适用：“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
末，给大部分平民子弟的出路本已极其有限，而问题更在于，从现有史料可知，罗家当
时十分贫寒，罗泽南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读书的，有时甚至衣食难继。但亲人特别是
他的祖父、母亲望子成龙，对其寄予厚望，不惜节衣缩食，尽其所能、竭其全力供其读
书。罗泽南说过：当时他的祖父年将七十，家业零落，四壁萧然，有时甚至连粥也吃不
上，但一听到罗泽南的读书声则拈须自喜，饥寒俱忘。为供应罗泽南及塾师的饭食，罗
泽南的祖父经常典当衣物换钱，一件布袍被他亲自送入当铺达六七次。一旦得到米，则
无论远近，必亲送到塾馆中。他曾经对罗泽南说：我让你读书，是要让你明大义，识纲
常，不坠先人的清德。罗泽南还说过：他十五岁时，有一天母亲得了一把米，立即送到
塾馆给罗泽南，并且告诉罗泽南将来不要忘记这种苦楚。罗泽南对这些遭遇一直不能忘
怀。这就以行动和语言给罗泽南上了世界观的启蒙课，既促使他更发愤读书以改变社会
地位和家庭状况，更启迪他认同儒家的这种伦理纲常。这种状况，正如李元度在《诰封
光禄大夫周公筱凤神道碑铭》中所说：“父兄教子弟，自束发授书，即迪以忠孝，为有
用之学。”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久受压迫的湖南民众群起响应，用曾国藩
的话来说，他们“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
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

我们不妨看一看和罗泽南差不多是同年人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他是在屡试不中的情
况下扯旗造反，企图推翻清王朝，建立自己的“人间天堂”来实现其人生价值。我们已
经知道罗泽南早年的境遇：自幼家境贫寒，生活艰辛，历尽坎坷，比起洪秀全青年时期
的遭遇来，其不幸在若干方面不仅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他对封建统治的
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是入木三分。应该说，从罗泽南的生活经历来看，他有参加起义的基
础，何况在客观上也可能是一条出路。

这一抉择，原因虽多，如他已考中秀才，跻身士绅的行列，成为体制中的人，等等。但
无疑，更主要的则是：罗泽南是笃信理学的“纯儒”，其理学、文化修养比洪秀全不知
要高出多少倍。一贯忠于程朱理学、提倡忠孝节义、维护伦理纲常的他对封建弊政的批
判，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简言之，是由他的立场、他
的理学思想所决定的。

胡林翼得知罗泽南负伤，十分震惊，即日前往洪山大营探望。罗泽南还能“驻坐营外，
指画战状”，他向胡林翼述及急于图功而负伤的原因和经过：“兼以师老饷匮，贼匪坚
闭已久，有机可乘，急欲斩关直入，破武汉以速援江西，不期为守城之贼所伤甚重。”
深以“未能尾贼入城为恨。且言武汉自古用武地，贼必死守，不力战，恐荆、襄、岳、
鼎均无干净土矣”。此后几天，他则“日夜危坐不眠，与在营诸将议攻城方略”。胡林
翼即驻其营中，为其延医诊治，但“伤深二寸，子入脑不出”，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医
治。初五日又口占忠义祠楹联，授左右书写下来。初六日（4月10日）罗泽南已病危，开
始昏迷，但“口喃喃念时事，无一语及其私”。一度清醒时，他又仰卧书写道：“愿天



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蚩氓！”至初八日巳刻死去。临终前，胡林翼“
见其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不禁为之痛哭，罗泽南则握住胡林翼的手说：“危急时站
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今武汉未克，江西复危，力薄兵单，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
了耳，其与李续宾好为撑持。”言未毕瞑目而逝，终年五十岁。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