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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身背景
關於曾國藩早年的軼事



出身背景

■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

– 初名子城，譜名傳豫，字伯涵，號滌生

– 清朝湖南長沙府人（現屬湖南省婁底市）

■ 出身於普通人家，父親是個老師，屢試不第，年近50
方才中秀才

– 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曾國藩考中科舉

■ 但曾國藩天資一般，科舉路也不算順利

– 科試考七次才中試；會試亦考了三次才中進士



軼事：比賊笨

■ 曾國藩天資一般，所以規定自己每日需背誦一

篇文章才能就寢。

■ 一位賊人打算等曾國藩睡後偷東西，但曾國藩

背了很久仍沒能背好文章然後就寢，賊人耐不

住，怒而對曾國藩說：「你這麼笨還讀什麼書？

我聽幾遍就會背了！」

■ 最後賊人把文章背誦一遍便離開了。



出身背景
■ 1838年，曾國藩中進士後，獲授翰林院庶吉士（實

習生）

■ 曾國藩受會試主考官賞識，成為他的學生

■ 受老師的提攜，曾國藩的升遷速度相當快

■ 可惜曾國藩因生母去世，要回到家鄉湖南服喪，

否則可能繼續升遷

■ 但到了湖南，反而令他接到一個改變一生命運，

甚至改變國家命運的任務

翰林院檢討（從七品）

翰林院侍講（正四品）

內閣學士（正三品）

禮部侍郎（正二品）

3年

4年

2年

共升11
級！！



二、時局形勢
太平天國的起源



時局形勢
太平天國之亂簡介

■ 1850年4月3日，洪秀全以「太平天王」身份 ，在廣西舉

旗起事，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會眾在

金田村「恭祝萬壽」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 太平天國之亂演變成長達15年的戰爭，

– 超過兩千萬人喪生，堪稱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內戰

– 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之一

– 亦是世界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內戰之一



時局形勢
■ 太平天國只用了約 4年時間就掌控江南繁華地

區（今江蘇、浙江一帶）

■ 1853年1月，太平軍佔領武漢三鎮。

- 長江沿岸江防據點成為太平天國重要糧米補給出產地

■ 太平軍頗有收穫，決定進攻湖南長沙

■ 同時曾國藩建立的民兵湘軍練成，雙方在湘潭爆

發戰役



三、戰績
曾國藩在太平天國之亂做了什麽事？



戰績：曾國藩與湘軍

■ 1853年1月，曾國藩受命在湖南督辦團練，建立了一

支軍隊——湘軍，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

■ 曾國藩自己要求高，同時治軍極嚴，小過即斬

→培養將士同心

■ 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培養兵將默契，提升戰力

→湘軍的質素比起其他團練更高



戰績
首戰不順 石祥禎援

軍

長
沙

曾國藩親
征

靖
港

湘
潭

岳州

兩名副手率領湘
軍從水、陸兩路

進攻湘潭

但曾國藩中了
埋伏，迫不得已
只能棄船逃生

戰事相當順利，
湘軍在湘潭大

敗敵人

曾國藩率領戰船
攻打昌，企圖聲

東武擊西

太平軍損失將士近萬名，
是西征以來首次嚴重潰敗

湖南戰局逆轉，
湘軍氣勢大盛!

其後6月至10月相繼收復岳
州、武昌!



戰績
■ 1854年12月，為進攻長江中下游，湘

軍圍攻九江

■ 但是太平天國的將領率軍支援九江

，痛殲湘軍水師

■ 1855年2月11日，太平軍放火焚毀停

泊在江面的湘軍大船百餘艘，奪得

曾國藩座船。

■ 曾國藩走投無路，第二度棄船逃生，

後被隨從救起，倉促逃入南昌 九江

安慶

天京
清代安徽地圖

湖北基地



戰績
湖北局勢膠著

■ 在1854年6月至1856年12月，太平軍三度攻佔武

昌、湘軍又三度收復武昌

→雙方都未能取得優勢

■ 太平天國卻在1856年8月發生一次嚴重內訌，稱

為「天京之變」

→曾國藩得到反攻機會，同月收復武漢三鎮，

並於5月成功奪回九江

洪秀全想借「北王」之力
，剷除掌權的「東王」，
「北王」卻借機大殺異己
，洪秀全只好處死「北
王」，令太平天國元氣大

傷



戰績
曾國藩在安徽的部署

■ 安慶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地位

九江

安慶

三河

天京(現南京)
清代安徽地圖

湘軍
路線

安慶至天京
一段再無重
要防禦據點

收復安慶，
湘軍便能直
接攻打天京

戰線一：
攻打太平軍
重要軍事據
點三河鎮

戰線二：
攻打安慶



戰績
三河大敗

■ 1858年11月，太平天國三路大軍包

圍湘軍陣營，湘軍在三河鎮慘敗

撤走

■ 但曾國藩仍然堅持奪取安慶、進取

天京的策略

■ 此時，太平天軍決定第二次西征，

施加壓力給湘軍，以解安慶之圍

安慶

三河

天京
清代安徽地圖

九江

湘軍
路線

太平軍
天京
(現南京)



戰績
曾國藩「裡外不是人」

■ 1861年9月，曾國藩二度進攻安慶

■ 但這是個艱難的決定，原因有二：

→湘軍成為清軍的唯一主力，所以咸豐帝
要求湘軍增援武昌

太平軍
西征武昌

九江

天京
江南大營被被

殲

湘軍圍攻安慶

江南大營是清朝為鎮壓
太平天國集結起的的軍
隊，直接聽命於咸豐帝

清軍主力盡在
安慶，武漢城
防空虛。太平
軍兩支西征軍
，攻向武昌。

江南大營在
1860年5月圍
攻天京時，被
太平軍殲滅。



戰績

■ 曾國藩始終堅持在安慶的行動

■ 1861年春天，湘軍二度在安慶與太平軍交戰

■ 1861年9月，湘軍成功奪取安慶。自此太平天國丟失在長江中游至下游的防線,
在長江再沒有防禦據點，湘軍可直攻天京

太平軍
西征武漢

九江

天京
江南大營被被殲

湘軍圍攻安慶

安慶至天京
一段河道再
無重要防禦
據點。只要
取得安慶，
就能打開天
京的缺口

因為湘軍的
補給基地是
九江，西征
軍的行動沒
有造成太大

損失



戰績

天京決戰

■ 1861年9月，湘軍開始攻取天京周圍的太
平軍據點

■ 1864年春，太平天國已喪失了大半基地，
天京各城門也被湘軍合圍

■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因多日以野草充飢
後病逝

■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破天京

■ 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

清朝中興
第一名臣

被封為一
等勇毅侯，
為清代文
官封武侯
的第一人



戰績

戰後表忠心

■ 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之後，他的聲望達到巔峰

■ 湘軍成為清政府最大的軍事力量，卻只聽令於曾國藩

■ 曾國藩的幕僚都勸他造反

■ 然而曾國藩卻……

一概拒絕造反，寫下對
聯「倚天照海花無數，
流水高山心自知」表白

主動向朝廷請旨遣散湘
軍，只留少量官兵鎮壓

剩餘動亂

回京參與洋務運動，繼
續致力於救國圖强，直

至逝世



四、性格特質
曾國藩的一生中有什麽值得我們學習？



性格特質
堅毅不屈

作為將領，曾國藩沒有很高的天份、才能

■ 湘軍對上太平軍，三次慘敗，當中兩次曾國藩將近死亡

■ 但曾國藩都以堅韌無比的作風，屢次反敗為勝

為人強硬

曾國藩一生面對無數失敗和錯折，但都能堅守信念，不會動搖

■ 曾國藩面對內外壓力，堅持攻打安慶，終成功奪城，順流攻破天京

■ 曾國藩對手下亦很強硬，治軍極嚴，小過即斬，卻練成百折不撓的湘軍



性格特質
謹慎自律

■ 曾國藩面對稱帝機會仍沒有被誘惑，始終

忠於清廷

– 曾國藩寄給弟弟曾國荃的書信稱「自以殺賊為

志」，若此時造反，則與太平天國無異

■ 曾國藩的自律還表現在日常生活

– 他寫過很多關於為人處世的家書，當中提到他

每日修身的十二件事項

修身的十二件事項例子

「主敬」：保持衣冠整潔，心神清
明端正

「靜坐」：每天要靜坐一個小時，
像寶鼎一樣紋絲不動

「謹言」：注意修口德，不去講不
符禮的說話

(早起、讀書不二、讀史、養氣、
保身、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
能、作字、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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