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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静居日记》PDF电子书共5册（含台湾手稿版），由岳麓书社2013年出版，高清！wLK万圣书城

《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五十四卷，起自成丰八年（1858）五月，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作者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经历。其中所记咸丰、同治年间时局、政事、军情，特别是有关湘军集团、太平天国、捻军以及晚清朝廷的情况，尤具价值，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在其他如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内容亦多有涉及，包罗晚清社会万象。wLK万圣书城

能静居主人简介：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江苏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数入曾国藩幕府，深受倚重，二人几乎无话不谈。赵烈文是曾国藩事业高峰时期的核心幕宾，从湘军攻克安庆至克复南京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他都在曾氏兄弟幕中，其所参谋、赞画的事务，“往往关天下大计”。后经曾保奏，先后出任磁州、易州知州。曾国藩去世后，力请辞官，退居常熟虞山，营宅舍曰能静居。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能静居日记》序言wLK万圣书城

二十多年前，我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时，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读到一部名曰《能静居日记》的选录本。一开始我也只把它当作一般性的史料来读，不料越读越兴味盎然。这部日记文字典雅而流畅，对所闻所见记载翔实且细致，时有氛围描绘和口语照录，让读者有一种走进那个年代的感觉。作为一个志欲状摹那个时代的作家，我深感此书的不可多得。wLK万圣书城

《能静居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一个幸运人。他的姐夫周腾虎早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颇受曾氏器重。那时正是曾氏事业低谷的江西年代，他很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当听到周荐举自己秀才出身的小舅子时，曾氏立时拿出二百两银子来请赵入幕。赵烈文因此与曾氏兄弟结缘，有幸进入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参与东南战局中的一些核心机密，见证湘军与太平军最后搏斗的惨烈，由此奠定了《能静居日记》在近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特殊地位。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出生于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受良好教育，不仅熟读经史，还喜欢研究佛学。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结构，使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疯狂，最容易让人心性迷失的年代，能身在局中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认识，成为曾氏身边少有的另类幕客。他因此格外受到曾氏的赏识。在从捻战回到江南再任江督的那些较为宽松的日子里，曾氏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多次与赵长谈，谈话的内容既有学问又有世俗，既有人物臧否更有时局评论，赵将这些谈话要点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让我更多地看到处在私人空间里的曾氏的关注点与情感表露，同时也让我生动地感受到一个乱局清醒客的睿智与深刻。无疑，赵烈文与曾氏的这些私下谈话，是这部《能静居日记》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也是这部书的最大价值所在。wLK万圣书城

让我随手拈出几例来说说。wLK万圣书城

同治三年四月份，正是南京前线战事白热化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听曾氏命令，拒绝将江西牙厘调拨南京，朝廷居然明显袒护沈。曾非常生气，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个严于责己的人，面对朝廷的不公，他首先检讨可能是自己位高权重，导致旁人猜疑的缘故。他向朝廷奏请于江督、钦差两职中辞去一个，以示自己不恋位爱权。对于朝廷的作为，赵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这年的四月初八日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回顾曾氏自组建湘军以来的“坎坷备尝，疑谤丛集”，八九年间一直客寄虚悬，甚至咸丰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赵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不得内主奥援”，就是说曾氏朝廷无人。赵认为人之性情是“爱己而憎人，喜亲而恶疏”，朝廷中没有得力的自己人、亲信人，则外臣难成大功。他以明代两个带兵打仗的外臣为例，一为王守仁，因为与兵部尚书关系密切，在江西平乱事业顺利；一个是熊廷弼，事事与中枢不协，结果事败命亡。赵认为处曾氏之位置，责己也罢，求退也罢，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体国大臣之当守”。赵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人佩服。wLK万圣书城

曾氏终于成为胜利者。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主要对手究竟是谁，他的胜利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课题，已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在当时一片颂扬声中，极少有人关注。赵烈文开辟这一领域的先河，曾经当面与曾氏畅谈此事。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曾氏与赵有过一次长谈。他们从北宋韩琦、范仲淹谈到眼前。曾氏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曾氏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氏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是成了十之五六。这在当时，显然是奇谈怪论。wLK万圣书城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官场、烂掉的八旗绿营、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种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陈腐不堪的规章制度、律令法规等等。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层，赵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更令曾氏本人没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曾氏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非人力所可制止。wLK万圣书城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极为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赵对此分析的那段话极为难得，还是照录最好：wLK万圣书城

初鼓后，涤师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变异，奈何？wLK万圣书城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wLK万圣书城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wLK万圣书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wLK万圣书城

这段话是曾氏与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的对话。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果然清王朝立时土崩瓦解，并无南渡苟延的机会，接下来的是长达十多年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对于清朝廷崩溃的形式和日期，以及中央政权垮台后的全国形势，其预算之准确与精密，令人惊诧莫名。具有如此眼光的人，古往今来并不多见。wLK万圣书城

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赵烈文，他的这些乱局之中的清醒认识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日记里。这样的人物，我能不写进我的小说吗？如此日记，我能不细加研读吗？我决定寻找《能静居日记》的全本。wLK万圣书城

全本找到了，是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的影印本，一共有六大册。但当我打开时，却立马遇到极大的困难。赵的日记是用行草体所书，尽管书法流利娴熟，却有许多字令我辨识闲难。我想，如果有人来先扫除这个障碍，然后将它排印出来，岂不会给这部日记的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吗？但这事不容易做成。首先是准确辨识草书的人不易找到，其次是出版此书的成本太高，出版社作为文化公司不能不考虑经济核箅。后来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学者，他竟然主动跟我谈起《能静居日记》。他说几年前，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就有整理出版此书的意图。高阳先生想自己来做整理者，他亲笔誊抄了一部分日记。可惜，高阳先生不久病逝，此事中途搁浅。这位学者希望大陆出版界来做这件事，并热情地送我一叠高阳先生亲笔誊抄的影印稿件。拿着这叠稿件，我愈加感觉此事的紧迫。终于，一向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出版负有高度使命感的岳麓书社决定来做这件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约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廖承良研究员标点整理此书。廖先生既熟悉相关历史，又有书法功底，他与青年编辑刘文君挑起这付重担，经过三度寒暑的努力，终于使这部重新编徘的《能静居日记》全本面世了。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或是更多地了解那个动乱的时代，或是可以窥探某些高层政治运作的细末，或是从作者wLK万圣书城

的睿智中得到某些启迪等等。一想到这里，我便为之欣慰异常，wLK万圣书城

遂不揣浅陋，写下这篇文字，就算是序言吧！wLK万圣书城

壬辰中秋于长沙静远楼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能静居日记》书摘：wLK万圣书城

初七曰乙未。晴。wLK万圣书城

子献、位古、月州来，约在茗肆相候，吾与老兄到朗叔、丁佛持处，又到问渔处，因就三君茗。将晡，赵、丁二人至。日映，吾先归，道逢左氏昆季、魏二、王兰卿同在书肆翻书，遂同返吾寓，又同候衣谷。写信与仲明，又有信与叔度九弟，候便冉寄。wLK万圣书城

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传。wLK万圣书城

彪当日一显宦耳，何必立传，宜作一表.此类共入一处。此张禹视前张禹卨抗多矣。敏两疏精于律意，后世立法可以为鉴。此间不独为轻侮比一事设也。张禹于和熹之世尚能蹇蕃，张敏正律二疏颇明法意，徐防、邓彪传似可省。胡广历事六帝，为外戚内奄之炀灶，是则桓灵之罪人，前汉张禹、孔光之流亚，与同传诸人特异矣。wLK万圣书城

初八日丙申。晴。wLK万圣书城

子献兄、彭、朱各君来，朗甫叔、丁君佛持来。汸章八，并晤魏二丨同至衣谷处。念匏饭我。晡，左氏昆季、童八、沈大、邹蓉阁、周贡甫来。袁安，丫-敞，玄孙闳。张酺韩棱周荣，孙讶。传。东汉时犯臧则终身不用.禁锢之名始此。安敦仁大节守正不挠，东汉中叶此完人矣。史载安葬父之异，此等与国事何关，人品何涉，去之可也。安与窦氏为难，而几受其祸；敞与邓氏为难，而竞受其祸；盯-与邓氏为难，而遂收功焉。三世名德，三世与外戚作敌，袁氏济其美，何汉政之不悛也。竹哉！闳之言，无忝所生矣。安之后，明德、达人两皆有之，天之报施重矣。荣子兴生平惟受陈忠之荐.馀遂无一事可纪，存之何耶？景拔才荐善，复厚赠遗，得爱士之谊，有君子之道焉。司徒韩演举吏无馀恩，杜私门之感，有臣之道焉。然而景为得矣，州牧、郡伯本有君人之责，敬贤好士夫岂朋党之心，且受举之人甩无财贿知遇之感，岂遂无拳拳之忱。使参私意其间，何必束帛将之而后可？若曰无使恩吏偏损，独不闻泛爱亲（：之论乎？故夫缤之识近于祸矣。张、韩以下皆强直不阿，然而名德视袁邵公逊矣。袁宜专立—传，馀人另篇。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史料1摘录：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能静居主人、《能静居日记》作者）第一个准确地预见了清朝灭亡的人，曾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其器重的幕僚。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他于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预言颓废不振的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清王朝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烈文发此预言时的1867年是四十四年，果然没出五十年。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生于1832年，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年少时即有才名，很有思想见地。他学识非常渊博，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很深的造诣。wLK万圣书城

　　咸丰五年(1855)，好友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其时，曾国藩正坐困南昌前线，被太平军整得灰头土脸，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对刚刚到来的赵烈文，曾国藩起初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作为实习幕僚，总得有些事干，但曾国藩却没心思给他安排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先熟悉熟悉工作环境再说。不料，这位赵先生一去就发现了问题，回来后给曾国藩汇报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wLK万圣书城

　　曾国藩最见不得“坐谈立议，无人能及，随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书生，他料定赵烈文亦属此辈，因此对赵烈文所谓的观感很反感。他心里不大高兴，认为这个小毛孩子能懂什么军机大事呀！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烈文的老母生了病，他可能也看出曾国藩很不重视自己，不如自己识相点离开这里算了。所以赵烈文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事情。wLK万圣书城

　　可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大败的消息，被赵烈文不幸而言中。曾国藩看到赵烈文的见识不凡，立马对赵烈文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后来，赵烈文越来越受曾国藩的器重，经常一起商谈军事，最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有时竟然一日畅谈好几次。wLK万圣书城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朝廷栋梁，正是由于他与一干人的不懈努力与奋力拼搏，才使晚清得以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当时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龙旗到底能打多久，对历代兴亡研究甚深的曾国藩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无尽的危机，搞不好会亡国。但他认为通过一些努力，应该还是能挽危厦于将倾的。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可不这么看，他的观点比曾国藩更为深邃与锐利。赵烈文写过不少作品，如《赵伟甫先生庚申避乱日记》、《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庚申避乱日记》等。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惊世骇俗地预言了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wLK万圣书城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高层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wLK万圣书城

　　曾国藩闻毕顿忧，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wLK万圣书城

　　曾国藩反驳道：“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接着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在谈话中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明朝亡于李自成，吴三桂引清入关，所以清军“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清军“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康、乾、嘉的“君德”固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颇具政治眼光。对于赵烈文这番鞭辟入里的言论，曾国藩又陷入了沉思，似有所悟。wLK万圣书城

　　大江东去，老去了多少英雄。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年和1894年去世。历史准确地见证了赵烈文的预言：气数已尽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烈文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当年所住过的赵园尚存，位于江苏常熟市古城区西南隅的明代钱氏“小辋川”遗址。清嘉庆、道光间，吴峻基筑水壶园，又名水吾园。同治、光绪年间为赵烈文退养故里之后购得并增建，人称“赵园”或“赵吾园”，为江南古典名园之一。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江苏阳湖人。善于谋划、博学善思、在当时即有才名但无功名。为曾国藩赏识、提携、网罗至其幕府（参谋部）幕僚（参谋）。 著有《能静斋日记》一书，翔实记录了湘军和太平军作战的全过程。   湘军在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时，  赵烈文被派往前线总指挥曾国荃身边为其出谋划策。他亲眼目睹了太平天国败亡和湘军入城后烧杀、抢掠、纵火、强奸的惨状；眼睁睁的看着一座锦绣城池变作人间地狱，赵痛心疾首并极力劝阻。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并急于发财的湘军将帅哪听得进他的劝告。  赵烈文是湘军内部人士中在剿灭太平军主力并大获全胜后，除曾国藩外唯一保持清醒头脑并深刻反思的有识之士，《能静斋日记》对南京城破后的混乱情形做了如实记述。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唐浩明在其长篇小说《曾国藩》里写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对话得主人公正是曾国藩和他喜爱并看重的谋士赵烈文。时间大概在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之后的某一天。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赵目睹了天京（南京）浩劫之惨像，和清政府貌似有曾、左、李等能臣的扶持而显出隐隐“中兴”之气象，内里实则更腐朽不堪，必不可得长治久安之国运；       加之列强入侵社稷飘摇、前途渺茫  ，心中有无限忧愤和感慨 。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吾观大清二百年，好比一座百年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不久就会有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油灯尽”的一天到来。 ”“大清也就剩五十年的寿命了。”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这些情形，身为理学名臣、有能洞烛先机之智 、   贵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肯定早已想到  ，只是他不好说什么。只含混的说了一句：“吾只求早死尔”。他大概是不想看到自己“抛头颅、撒热血”而拼死保卫的大清死在自己前头吧。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公元一九一一年，武昌一士兵在擦枪时不慎走火，谁也想不到这一声意外枪响竟然敲响了清帝国的丧钟，辛亥革命胜利。这一年距赵烈文的“末世预言”刚好过去了四十二年。  比赵烈文的预言还早死了八年。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曾国藩）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史料2：wLK万圣书城

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始记于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初四，彼时，正是神州糜烂之际，太平军雄踞金陵，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岌岌可危，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强攻九江，鞭长莫及，而英法联军正在第一次进攻大沽炮台。常州一带尚无兵燹，烈文每日不过悠游读书，日记中多是大段的读书笔记。次年三月，他发愿要句读完《二十四史》，原因是“少年时读书常不能竟，正史终卷者，只有《两汉》、《三国志》和《通鉴》而已”。三月十四日，他开始读《史记》，并在日记里自励“后废业者无颜展此卷也”。而结果如何呢？《史记》当年七月底读毕；《汉书》八月初一始读，中间经历逃难而搁置，总算次年九月读毕；《后汉书》咸丰十年九月始读，十一年六月读毕；《三国志》是当年八月始读，十二月就读毕；而读《晋书》要待同治元年的五月，结束则在同治四年五月了。当然，这期间他并非不读书，至少读完了毕沅的《续通鉴》，但看来他低估了读正史的难度，《晋书》以后，只是见他记录读过《宋书》，此后再也不见踪影，也不知他是否“无颜展此卷”？《朱子语类》里说“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若读之数过，略效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看，则未得趣也”，见异思迁乃人之本性，“方读此、毋慕彼”谈何容易！在国学上，今人自然没有嘲笑烈文的资本，但观他的“烂尾读书工程”，自己的不刻苦，也算有借口了！wLK万圣书城

不过烈文绝不是懒人，所读的几部正史，每日都有详细的点评，尤其是日记的第一册，几乎是半部史学札记。然而较之正史，他更爱《通鉴》，直到其五十岁以后，还能看到他“读《通鉴》五过、《续通鉴》四过”的记录，一生用功，多在于斯。wLK万圣书城

观他读书的历程，不免感慨：虽然他的正史还不如笔者读的多，但无论议论、文章、诗赋，史料典故信手拈来，用之不竭，感觉一部未读完的《二十四史》，却早与他浑然一体，那举重若轻的本事，让苦读的笔者羡慕无比！细想起来，天分固然有差距，而那一代读书人的国学根基实在太好！这得益于幼时练出的基本功——内力练好了，再读什么读书不过是学招数，那一招一式的威力，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照葫芦画瓢”的人可比的！只是，乱世容不得闭门读书，常州距金陵不过咫尺，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江南，家乡已是呆不住了。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逃难”wLK万圣书城

是年三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在营中做幕僚的二哥赵熙文逃回老家，溃兵也开始大掠乡间。烈文全家是四月初一开始逃难的，一起走的有十余家，周腾虎家也在内，他们逃亡的路线是苏州、湖州、嘉兴。其间藤虎颇欲有所作为，曾经与地方官合作，试图组织民团抵抗，但大势已去，藤虎自己也被太平军俘虏，所幸他逃出来了。烈文最后决定落脚在上海，那里有随行的岳父邓尔颐的关系，他们先住在高桥，但灯枯油尽的老岳父再也受不得折腾，在五月中去世了。岳父毕竟是邓廷桢之子，家族的社会人脉极广，但那几年邓家运衰——尔颐的大哥邓尔恒次年擢贵州巡抚，不料在上任的路上竟死于一次报复谋杀，真是雪上加霜！岳父去世的效应，在烈文的人生后期会显出来，因为如果不失去邓家这个强援，烈文在安排自己“子女就业问题”会更有周转余地，不至于退休多年还要厚着老脸去求人。wLK万圣书城

总之，日记里记录逃难的部分是很好的史料，细节生动。烈文是个有心人，在颠沛的环境中，依然辍笔不绝，不仅记录自己的历程，也不厌其详地记录其他亲历者的口述。现在看来，即使再美化太平天国的革命正义性，但那时的江南涂炭，太平军是脱不了干系的。如常州，由于抵抗激烈，遭到了屠城（第一册P152），即便是散居在乡间的赵氏宗族，经烈文统计，总共200多人就有70多人罹难。同治三年，烈文记录了左宗棠收复杭州的报告，言“居民存者老弱妇女，不过万余……存大宅数十，余皆一片劫灰”（第二册P773），“清妖”固然残暴，而“天国”也无善政可言。李秀成被俘后，赵烈文曾亲自与之详谈，李辩解说自己一向对官军的俘虏不错，赵反驳说“然部下所杀，视所纵者何啻千百倍？为将者当令行禁止”（P804），这也算是为家乡死难同胞讨说法。wLK万圣书城

咸丰十一年五月，烈文得到了曾国藩邀他入幕的消息。此时他已搬到上海城里，生活安顿下来。外面虽然打得热火朝天，而有洋人保护的上海却是个“和平孤岛”，烈文又恢复了在乡间的悠闲生活，每日不过读书、聚会而已。他的经济状况似乎很稳定，他在日记里也很少提钱的事，看来逃难很成功，至少他家的十二大柜藏书“完璧归沪”，简直就是搬家。日记里并没有记录他接到聘书后的思想斗争，只是算了一卦，然后几乎是毫无铺垫地告别亲友，乘舟西上。wLK万圣书城

 wLK万圣书城

“入幕”wLK万圣书城

是年四月，曾国藩将大营由祁门迁至安庆南面的东流（今安徽东至县），赵烈文是六月底出发，七月二十日抵达东流大营。其时，安庆刚被清军收复，战局对清军有利。曾国藩的幕府是清朝第一幕府，人才之多，空前绝后，在“同光”时代，“名臣能吏，半出其门”，仅任督抚者前后就有30多人，能加入它如同“登龙门”。由于是战争时期，曾又有了两江总督的实职，幕僚的人数很多，按职能大致分类如下：一、谋士秘书，出谋划策并草拟报告、书信；二、军事情报，相当于参谋部；三是执法部门，执行军法和清算叛民；四、文化部门，包括忠义局与审书局，主要工作是表彰“英烈”，相当于宣传部；五、后勤部门，这个最庞大复杂，分供应和筹款两大块，包括粮台、劝捐、厘金、盐务等部门。相对而言，后勤筹饷最重要，工作在实处；而谋士秘书则比较虚，但地位最高，当秘书的多是左宗棠、李鸿章、刘蓉这些的人。赵烈文初来乍到，自然挤不进去秘书班子，先从事盐务工作，但交际是更繁忙的工作，对他日后人生有重大影响的李鸿章、曾国荃，都是在这里结识的。wLK万圣书城

一开始，他见曾国藩的机会并不多，八月和十月还出差两次，尤其是十月，竟然顺便游了庐山，探访了曾国藩的老家湘乡，转了好大一个圈，直至次年正月才回大营。而一回来，反而被委以重任，开始从事秘书的写信工作，曾国藩还告诉他，去年十一月特片向朝廷保举人才，共五人，烈文是其中之一，评语是“博览群书，留心时务”，曾国藩并没有因他出差而忘记他。自此，他算是进入了曾的核心幕僚圈，在给龚橙的信中，他惶恐之余，称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何受重用。三月，李鸿章外放开府，烈文与他的交情很好，而且当时还是平等同事的关系。在五月的日记中，烈文记录了一篇对策，这是曾国藩对幕僚进行考试的内容，一月要考两次，能在曾幕中呆下去，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八月则传来噩耗，寄居在南昌的周腾虎突然病故，这是烈文一生最亲密的朋友，对他的打击极大，而他所能做的，只是把藤虎的家属全部接到安庆，从此由他来供养。十月，他亲自护送藤虎的灵柩回江苏，直至次年（同治二年）的正月底才回到安庆大营，等于这半年来一直在忙亲戚的丧事，曾大帅亦听之任之。不过，此行在经过金陵时，烈文见到了正在指挥围城的曾国荃，与曾九帅畅谈了几次。没想到他一回安庆，曾国藩就告诉他，曾国荃指名要他去金陵帮忙。虽然去前线是一趟有风险的差事，但彼时东南大局已定，太平天国的覆灭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去前线“镀金”，也是保举升官的捷径。wLK万圣书城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赵烈文为什么受重视了：一是博览群书，见解不凡，放弃科举这条路，反而有余力广泛阅读并思考；二是娴于辞令，曾国藩尝评价烈文“论虚天下无敌”，其纵横家式的口才，一定给曾氏兄弟留下深刻的印象；三是文笔过硬，烈文是有心人，几十年的日记里，与重要人物的尺牍多有抄录，读完之后，笔者最大的感受是，他对汉语的驾驭能力，让我们今生今世难以望其项背，现代吃文字饭的，能清晰表达就是高手了，而论起文章的美学，与古人真是霄壤之别！四是重情厚义，一个人的品行多反映在对朋友的态度上，而烈文对待周腾虎的感情，曾国藩都看在眼里。wLK万圣书城

烈文于同治二年五月抵达曾国荃围攻天京的大营。当时曾营中幕僚有20人左右，从事文案工作的有11人，而烈文一至，立刻成为曾国荃最重要的幕僚，每日要草就大量的报告与信件，最忙时，一天要写30多封信。他与曾国荃的关系也如同鱼水，除了指挥用兵，其他重大问题曾都会向他咨询。他们一起见证了太平天国的最后时刻，这些史料被后人引用得大多，不赘述。但在攻陷天京时，曾国荃一度对他不满，因为他劝阻曾要约束部下的屠掠，而且要注意“酋首”的乘乱突围。曾大概嫌他多事，毕竟湘军围攻天京两年，历尽艰难，好不容易成功了，当然要“任性”一下。但随后曾因放跑了小天王而遭到朝廷的斥责，他才意识到烈文头脑的清醒。wLK万圣书城

这段并肩作战的经历也奠定了他们的友谊。同治三年十月，烈文去安庆接家属赴宁，途中遇到了回乡修养的曾国荃，他雇舟送到安庆，“各洒泪而别”，以后一段时间里，双方几乎每月都有通信。同治六年九月，曾国荃又从湖北巡抚职务上辞职，烈文专程去武昌问候。再见面，则待同治十二年底，彼时烈文任易州知州，曾国荃入京过境，相见如旧。此后，烈文归隐乡梓，曾国荃辗任封疆，两人的联系就少多了。直至光绪十二年，曾国荃任两江总督，烈文去金陵看望，二人政治地位的巨大差异，以及久不联系的疏离，已不能像当年一样亲近。在见面之后，烈文却写了好几首怀念曾国藩的诗，或许有宣泄失落的意味了。wLK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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