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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湘军为了了解太平天国情况，写过《贼情汇纂》，朱树谦写过《〈贼情汇纂〉研究》，从文献学角度探索《贼情汇纂》的编者情况时，谈及

了湘军部分情报工作人员的情况；从探索其史料价值的角度论及了这本书所提供的情报具有全面系统、真实可信的特点。罗尔纲的《湘军兵制》
将湘军情报机构及情报侦探制度作为湘军兵制的组成部分进行了论述，其他史家在论述太平天国与湘军战史的专著、论文中，指到过湘军的情
报，有的是把这引进情报作为史料来叙述战争的过程，有的也探索情报对某些局部战争的影响。总之，以上的著者都是为了论述其他问题而涉及
到湘军情报工作及对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影响这一课题的局部问题，没有对此题作过专门系统的论述。本文将就湘军将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早期
湘军的情报机构、情报人员、情报收集方式，湘军将领分析利用情报的得失对战争影响等几个问题作一些系统的论述，从情报工作角度找出战争
的胜败原因。  

二、湘军对情报工作的重视 
湘军将领早就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曾国藩曾向朝廷禀报说：“臣国藩自办理军务以来，于侦探、文报工事亦尝认真讲求，不敢稍涉疏

忽。”〔1〕为了系统论述湘军的情报工作， 我必须借鉴有关的一些军事情报理论。本文认为军事情报的定义是：战争中有关敌人的一切情况。
军事情报又分为三大类：  

战略情报：涉及敌人采取的一切行动。战略情报必须简要概括，供最高决策人使用。  
战役情报：战役情报比较具体详细，涉及的是局部地区的敌情。  
战术情报：战术情报也就是战场情报，越详细越好，利用得越快越好。  
情报工作主要包括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利用两个方面，搜集情报是基础，利用分析情报是关键。只有对真实的情报进行分析形成正确的决

策，且决策得以切实执行，情报才能产生有利于战争的影响；有时军事指挥员对情报进行分析形成了正确的决策，由于执行不力，从而也会坐失
战机或者使战局的发展更利于敌人；收集到了情报，却忽略了或没有充分的利用则会为敌所乘或错失时机；对情报分析错误得出错误的决策，便
会使己方在战争中受损失；对敌情不了解，没有搜集到应该搜集的情报，更谈不上分析利用，则会对战争造成不利于己方的影响。  

三、湘军情报机构与人员 
湘军成立不久，咸丰三年十二月，就在陆营十二营中设立一总提调，由朱石樵担任，设立一响导处，由王珍为提调，又设侦探处，由邹伯韩

为提调。咸丰四年（1854）二月于粮台设立侦探、采编二所，侦探搜集大量太平天国的情报，湘军将领的营中都有一套专司情报工作的人员班子
及大量的侦卒与探差。当时各省巡抚养了大批侦探，地方州县团练也有人专门从事情报工作，湘军的情报机构便与他们的情报机构并网。例如，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致函湖南巡抚骆秉章请求他提供情报：“省中若有江南、江西军报，亦望时时寄示。”〔3〕 清朝中央政府虽昏庸无能，不
可能起到总指挥部的作用，但各地各战区的统帅还得向朝廷禀报军情，朝廷又把他们各自提供的信息汇总反馈到各地的统帅那里，通过中央政府
湘军就可以了解到较远战区其他清军将帅、地方官掌握的情报。湘军的情报机构是健全的，联系是广泛的，触角所及是深远的。  

四、湘军收集情报的途径与成果 
湘军情报机构中谍报人员搜集情报的途径与方式主要有：  
第一，采访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清方官绅。例如，为编辑《贼情汇纂》，张德坚采访清方官绅达36人，例如瞿腾龙就直接参与了对太平天国的

镇压，张德坚“与之谈贼情终日不倦。”〔4〕他介绍了一些太平天国常用的战略战术及太平军营垒情形，载入《贼情汇纂》卷四〔5〕。  
第二，采访从太平天国统治区逃出的“难民”。《贼情汇纂》卷首“采访姓氏”中列有“逃难林袊民”22人，卷10《船运》、《关榷交

易》、《口粮》，卷21《新贼》、《逃亡》，及卷12《杂载》中的内容，多由此辈提供。  
第三，通过审讯被俘太平天国官兵获得情报。例如《贼情汇纂》“采访姓氏”中列有被俘太平军官兵12人。这些人在接受审讯时也提供了一

些太平天国内部情况，张德坚称“戎林，江苏提标外委，由苏太道委带战船至镇江，溃败被俘，初充牌刀手，旋授前九军军帅，恩赏指挥。北犯
被官兵盘获，问供十一次，所供多实情……”〔6〕  

第四，参考时人的有关的记载。列入《贼情汇纂》“采访姓氏”中的姚敦三、谭恩普分别著有《壬癸笔记》、《再生忆述》两书，记述了他
们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历和见闻，卷5 《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附号令》，卷6《伪仪卫舆马》等篇均注明参考了姚、谭两书的有关记
载。  

第五，利用俘获的太平天国文籍、器物。曾国藩在其奏稿中多次提到湘军俘获太平天国文卷的事，最为突出的一次是，咸丰四年十月，湘军
水师夺获燕王秦日纲座船，秦日纲随身文案全数为湘军所得。本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所上《抄呈贼中伪牍片》中称：“再，水师夺获伪燕王秦日
纲座船，内有奏牍、禀稿二册，伪文卷无数。”〔7〕  

第六，利用投降人员提供情况。在投降湘军的人中有的在投降之前，早就对太平天国携贰不忠。程奉璜被困天京时就“图为荆聂不果，遂更
其意，俗尽知贼情以冀一朝复见天日，倾群言以献”，与“贼周旋博得信任，得至各军各馆，潜察而默识矣。”投降湘军后，他为编“汇纂”提
供了太平军各将领至江宁以后的活动及太平天国内部关系的情况，还默写了洪秀全的三通诏旨，负责订正传闻诠释俘件。李寀于咸丰三年五月投
降清军，张德坚采访过他，称他“于诸逆里居来历，及初起贼情言之最详，……断非甘心从贼者。”〔8〕《汇纂》中太平天国在广西的许多情
况都是他提供的。  

第七，侦探敌情获得情报。战略情报、战役情报的侦探主要依靠擅于侦探的士人侠客。例如张德坚随湖广总督吴文鎔进军黄州、堵城时，易
装往来太平军中，刺探军情。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十月十四日的奏稿中称：“在衡州时曾遣人探至安徽、金陵一带，及至本年五月始归。又曾买船
装炭，用重金雇人放至下游，使贼掳去，以探彼中消息。”〔9〕战术情报侦探主要依靠智勇双全的侦卒， 如邹元采“深入贼巢，屡濒危险”，
贺秉钧“蓄发侦探，深入贼巢”，“向导官蓝翎军功何南青”在水师岳州咸丰四年七月之战中“侦探得实”〔10〕湘军统帅的奏报书札中常有
“据谍者称……”“据探称……”等记载。这便都是侦探所得的情报。  

湘军情报机构在早期一个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完成了《贼情汇纂》的编辑工作，此书的主编是张德坚，咸丰三年初当湖北巡抚属下的巡捕官
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收集太平天国内部情况，同年十二月随湖广总督吴文鎔进军湖北黄州、堵城，易装往来太平军中，“所见行阵之士，被掳逃
人，受害乡民，不可胜计，留心访究，随时记载”，最后辑成了《贼情集要》〔11〕。咸丰四年张被引荐给曾国藩，当时湘军俘获了大量太平天
国文献急待编辑，于是任命张德坚主持湘军采编所，负责编辑《贼情汇纂》，咸丰五年七月告成。此书的特点之一是真实可信。《贼情汇纂》记
载了太平天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法律各个方面的情况。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全面系统。《贼情汇纂》客观分析了太平天国前期
胜利的原因，同时根据洪杨不正常的关系客观地预见了洪杨内乱的发生。通过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定都天京以后思想倾向的分
析，判定了太平天国已经快要走到由盛转衰的临界点。此书的特点之三是客观分析。《贼情汇纂》是一部编辑得成功的太平天国情报集，对湘军
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具有重大作用。  

五、湘军的情报工作对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 
收集情报主要是情报工作人员的任务，分析利用情报指挥战争则是由统帅们来承担，下面主要论述咸丰三到五年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利用情报

的得失对战争的影响，也就是从情报工作的角度分析湘军此期胜利与失利的原因。  
湘军创建之初，与太平军还没有全面交战，俘虏太平军官兵极少。“被胁”乡民官僚逃出者甚少，更谈不上搜集太平天国文书印书，加之侦

探人员派出时常常被害或长期没有回报〔12〕。太平天国与湘军势不两立，湘军人员想打入太平军内部极其不易。所以，东征之前，湘军对太平



天国内部情况及战略意图不甚了解，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书信中说：“正月初三，粤匪自武昌下窜，水陆两路并发，不识直扑安徽乎？抑
入江西乎？现尚未得确耗。”〔13〕湘军对太平军咸丰三年下半年的西征战略意图亦是模棱两可，只作一些主观的猜想：“逆匪回窜六七百艘联
帆而上是佯西进，真北上，据江西、凤阳、金陵三处而牵制”，对太平军西征长沙湖广一带将信将疑，并把这种说法讽为“浅人意度”。〔14〕
就是得知太平军咸丰三年五月七日已进至湖口后，湘军统将还孤疑不安，不知“其中果系被协之众解散思归，抑系粤贼诡计，多设疑兵。”〔1
5〕同时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不甚了了，在书信中说天京在太平军北伐西征同时进行时只剩下三百太平军，扬州太平军粮尽援绝，纯属瞎猜〔1
6〕。对太平军的基本战略意图及内部情况都不甚明了，就更谈不上据太平军情报制定正确对付方案了，这为湘军东征在中途受挫埋下了危机的
根源。  

虽然种种困难妨碍了湘军对太平天国情况的了解，由于曾国藩一刻也不忘广泛收集情报，他对太平军的大体行踪还是能把握的，太平军由武
昌东下建都天京，四月从天京出发西征，十月西征撤退，十一月继续西征的进军路线，在曾的书信中反应得较清楚〔17〕。对显而易见的军情，
能够充分重视并有对策。太平军水师发现〔18〕他们注意了东征之前一直在“多备炮船训练水师，对湖北以下沿江市镇，逃走一空，千里萧杀，
百货俱无可买”〔19〕的情况十分重视，贮备了大量生活必需品，用船装载，设立了水上粮台〔20〕。了解到“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
修城浚濠，已成负隅之势。”决定执行“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
间”〔21〕的策略，为东征前期暂时胜利准备一些条件。  

东征之前湘军对太平军内部情况、战略意图、大略人数的多少、各军首领系何人，不甚了解。从咸丰四年初出师以后到咸丰五年后，他们对
太平军的了解大大加深。主要因为，其一，深入敌穴的侦探归来回报军情，曾国藩咸丰四年四月初一日报称，“上年所遣侦探新自贼中脱归，略
悉贼情。”〔22〕其二，在战争中缴获太平军大量文籍，“甲寅九月，官军水陆东下，贼众屡拒我师，节节败窜，直捣浔阳，所俘获贼中文案，
涃载累累。”〔23〕其三，张德坚等人利用缴获的文籍加之采访各色人等，编成《贼情汇纂》使湘军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了解更为详尽。  

早在咸丰三年三月就已知占据武昌的太平军约计三万余人〔24〕。崇、通太平军会党估计已二万人〔25〕。咸丰五年七月告成的《贼情汇
纂》通过综合大量文献资料及口述，统计到书成之时止，太平军总数“不及百万耳。”〔26〕湘军初起不及二万，不论张氏《汇纂》所统计的数
字是否非常精确，但湘军对太平军数倍于己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对太平军善守坚城，长于以静制动，乘隙袭敌的特点湘军亦逐渐得知，咸丰四
年正月二十四日曾在书信中说：“该逆向称善守，其守城之法常以精壮者安营外，老惫者登陴防范。”〔27〕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报称：太平军
“……往往扼险筑垒，坚不可拔。”〔28〕《贼情汇纂》亦载：太平军的特点是“极力固守，养锋蓄锐，不与官兵战。相持日久，觑我稍懈，一
朝突出，是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专用此术，官兵每欲战，不能，贼则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谓其怯而轻之，不意猝然全出，如
山移海涌，莫之能御矣。”〔29〕既然，太平军兵力数倍于己，善守能战，常坚守自固，以静制动，袭虚捣瑕，理应以太平军之法而制之，采取
“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能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早在咸丰元年左宗棠已知太平军的这一贯用之策，他写信告诉了胡
林翼并建议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30〕。湘军东征之时，左宗棠没有随行，但胡林翼却是参与者，他是否把左的这套对策向曾国藩推
荐，或者是推荐了曾国藩没有采纳，我们因为史料的局限不得而知，但曾国藩没有根据所了解的以上太平天国情况始终坚持“攻势防御”的战略
战术。  

“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就是在战略上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扼住形胜之地，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每
前进一步都要在肃清后路之后；在战术上，每当遇到坚城都不要盲目攻坚，而要采取筑长濠高垒围困太平军，每当遇太平军进攻时，都要恃坚固
守，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当有隙可乘时再主动歼击太平军。东征出师前夕得知黄州以下都被太平天国占领，修城浚濠坚守着，决定“以剿为
堵”，不使太平军回到武昌，等自己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再将黄州、巴河的太平军渐渐驱逐，步步进逼，使之退到湖口之下，小孤之间〔3
1〕，而拒绝了皇上要他越楚攻皖的命令。咸丰四年三月二日第一次攻占岳州之后，湘军据太平天国被俘侦探供称太平军还潜伏在岳州附近的河
湖中，等湘军一旦东下，他们就要再在上游“滋扰”。曾国藩决定驻扎岳州派水师搜查河湖，使上游肃清了再一意东下就没有遭后路邀截的忧虑
〔32〕。以上的正确决策是曾国藩在分析了一些零星的太平天国资料，朦胧地认识到的，他没有冷静地分析全面的太平天国情报资料，制定出一
个完整而系统的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所以他没有能够坚持这一正确方案。岳州的攻势防御措施还没有很好地实施。十几天后又探知崇阳通
城一带太平军特多，将攻势防御策略抛之脑后，认为与其坐待其来不若出境先剿〔33〕，在后方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冒然轻进，后猝遇大敌致
败，太平军回攻长沙、湘潭、靖港、湘江，湘军只有从岳州退兵回保长沙。咸丰四年闰七月再占岳州，在克陷崇阳战胜咸宁太平军后，还未彻底
肃清后路，又不吸取教训，知太平天国余势未尽，湘军一过又要卷土重来，却错误地认为“武昌为省会重地，拔其根本，则枝叶自萎，势不能兼
顾小股，只得飞速进兵，直捣武汉。”〔34〕明明了解战败的太平军会乘隙袭击的情报，湘军统帅却视而不见，贪功轻进，舍崇阳、通城、咸宁
不顾直捣武汉。当他们后来得知崇阳太平军真的戕官踞城，亦不改初衷，决定等武汉攻克后再说。咸丰四年八月武昌克陷后，曾国藩对当时的军
情形势是很清楚的：“武昌窜出之贼，……虽歼去四千，然逃出者尚多。汉阳窜出之贼，则截剿无几，现在逃归下游蕲、黄一带，尚有数万。自
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久已沦为异域，崇阳、兴国、蕲州、黄孝等处，乱民尤多。”已有“设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的忧虑
〔35〕。但没有据此情报而加强武汉的防守，而把湖北全省交给软弱无能的杨霈，自己率部继续东下，未采取踞武汉取建瓴之势而立于不败之地
再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措施。咸丰四年十月田家镇湘军大捷之后，随着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白热化，甚至把原留守两湖的杨霈胡林翼两支军队都
调到了江西前线，武汉顿时极为空虚，所有这些做法为战局从此逆转埋下了深深的隐患。田镇大捷后，太平军方面情况发生了变化，太平军的守
城能力更加强了，水师的战斗力提高了，还换了石达开到湖口主持军事，使太平军人数多，能守善战的特性发挥了更加巨大的威力，所有这些湘
军统帅都是了解的，照理应据此转入攻势防御的正确轨道，但他们仍无视军情的实际坚持前方攻坚，后方不守，贪功轻进的错误方略。咸丰四年
十月底湘军水师，在九江遇阻后就据探报知太平天国水师战船改进，九江防卫加强，曾国藩等“反复筹思”就是没想到转为攻势防御战术，“终
不得破之之法。”〔36〕只好仍坚持攻坚，但换了一个角度，想先破黄梅、大河埔、孔垅驿的太平军，再攻小池口最后攻江中太平军船，等他们
再攻九江时太平军已经“守备日固，人数亦日增”，“……其坚悍凶顽”〔37〕已让湘军好好地领教了一番，“伪翼王石达开自安庆统众来援”
〔38〕，湘军统帅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地攻坚，结果咸丰四年底五年初湖口之役稍有挫失，水师被分为外江内湖两段，外江老营被
焚，太平军乘势回攻上游，原来蛰伏上游的太平军亦纷纷再起，潜藏的危机一触即发，湘军顿时一溃千里。此后不久曾国藩派李孟群、胡林翼、
王国才、罗泽南回援武汉，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后方的效果，而他自率一部分兵力在江西牵制，对太平军的强悍更了解了。如“罗大纲凶悍诡
谲。”〔39〕“悍贼石达开等坚守九江及对岸之小池口。”《贼情汇纂》亦向他说明：“要知营垒坚与不坚，防守严与不严，则视所守为何贼
耳，……守城筑寨，其有权谋心计剧贼，必躬自踏勘尽揽山川形势于胸，以意为之，必坚必固。”〔40〕然而，从咸丰五年初起整整一年时间，
曾国藩几乎一刻都没有放弃进攻九江，直到咸丰五年十一月还念念不忘联合和春东下直捣南京，因为条件不允许未实现，而“中夜以思，惭愤交
并”。因固执攻坚，损兵折将，湘军处境愈来愈被动。  

总之湘军在咸丰四年初到咸丰五年底这段时间，对太平军内部情况，战略意图、战略战术，都是基本了解的，但没有很好地分析情报，并据
此很好地坚持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逐步为湘军东征从暂时胜利走向最终的惨败准备了条件。  

然而湘军东征前期的暂时胜利与他们最初据军情实际而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与他们据军情搞好后勤保障；与据太平军水师纵横江河的情况他
们加强水师力量不无关系。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湘军战场情报的侦探十分准确及时，战斗指挥员对战术情报充分利用，正确指挥战斗。  

湘军建立之初东征之前，对太平军的进军所向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当他们知太平军进攻汉阳一带〔41〕，岳州危机，曾国藩东征之师便马上
起程了，咸丰四年二月底重击入湘太平军，第一次收回岳州。三月湘军由岳进攻崇通受挫，由于及时得知太平军回攻长沙的消息，便立即回兵省
河，水陆严防。结果，太平军“不敢闯入省城”。塔齐布、周凤山侦知太平军想从陆路绕越宁乡直扑湘潭，立即跟追，看到太平军在城北坚立木
城，塔齐布深悉太平军“每月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待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42〕之军情，派兵猛攻速击，结果大挫敌
锋，四月初三日塔齐布侦知太平军将由水路撤退〔43〕，派水师及时进攻大败太平军，太平军水师失利折回潭城之时，又被江忠源侦知，伏击太
平军于其必经之地潭城西北角，取得湘潭大捷。  

咸丰四年六月底进军岳州，褚成航等人驾船先至君山一带侦探军情地势，然后绘图与曾国藩等商讨进军方略，由于侦探得实，七月初一日水
师获胜，克陷岳州，后来一个月太平军发动了多次反攻，湘军都及时侦知有备无患。例如七月十四日太平军“在城陵矾下游埋伏小划二百余
只”，人却“皆上坡藏匿：其罗山对岸之夹洲一带，湾船约千余号，尚岸筑有炮台：城陵矶以上，一字排列战船数十号，意欲以小艇诱我深入，
然后伏舟齐起，迎头抄尾。”〔44〕太平军的布阵形势与意图被湘军侦探得一清二楚，针对性地布己之军反抄敌军之尾，大败太平军。闰七月初
一日塔齐布单枪匹马直赴太平军营看到“贼营明火达旦，往来不绝，知其意后逃窜。”〔45〕遂令部锐意猛攻扫平了岳州城外太平军营垒，太平
军彻底退出岳州。  

咸丰四年八月初四日罗泽南进攻崇阳探明太平军主力在西城，于是声东击西，先攻东北二门分散太平军注意力和势力，然后督大队奋攻西



门，立克崇阳〔46〕。  
咸丰四年八月初八日，罗泽南军赴咸宁，扎官塘驿，武昌太平军八百人，从金牛招集崇阳败兵踞咸宁阻击湘军并分路设伏以待，被罗全部侦

知，罗军绕出太平军伏兵之后，太平军不败而退。〔47〕”  
咸丰四年八月武昌战役中，湘军统帅对太平军花园、西岸虾蟆矶营垒的布防进行了周密的侦探，知其守御极严，认识到不破花园太平军垒，

“则各路均无可施手也”，遂设计猛攻花园，花园垒陷，西岸太平军营亦不战而溃，为攻克武汉赢得了关键性的一战。水陆再战几回，太平军欲
弃城而撤，又被湘军侦知。魁玉在西门外月湖堤一带埋伏截击，塔齐布在洪山设伏截击，武昌沦陷〔48〕。  

九月中旬塔齐布由武昌进剿大冶，罗部由金牛堡进剿兴国。太平军由田家镇派出两队6千人分头迎击，被罗部侦知， 罗泽南驰抵兴国境内之
盐埠头地方，急截大冶太平军归路，并御兴国太平军，使之不得合队，然后“扼险排阵，以静制动”，结果取胜，攻克兴国大冶。蕲州太平军知
湘军水师深入，与两岸陆营相距三四百里，准备乘虚进攻，这一计划被湘军侦知，九月十八日他们定计“与其待贼至而迎敌，不若及其未至而击
之”，出其不意而取胜〔49〕。十月初四、初五半壁山大战后，湘军看透了蕲州太平军的意图是：以不过百余船牵制湘军不得直攻下游，于是湘
军在初八、初九水师一半人与蕲州太平军相持，而另一半与半壁山陆军汇合，结果太平军被包围在中段，不战自退。  

咸丰四年十月十三日湘军在田家镇战役中，通过反复侦探知太平军的铁索设置巧妙，遂分四队进攻，一队断铁锁，一队专攻敌船，一队待锁
开直追下游，一队坚守老营，四队分工又合作，取得了破田家镇之关键一战的胜利，蕲州太平军不战自溃〔50〕。  

六、小结 
咸丰三年到咸丰五年底湘军东征，前期取得暂时胜利，这是因为湘军战术情报侦探得力，利用充分，使湘军几乎每一仗都有备无患；加之出

征之前据军情加强水师力量，建立水上粮台；前期一度据军情采取了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咸丰四年十月田镇大捷后，湘军曾盛极一时，不久后
便由胜转败，一溃千里，在江西湖北陷入极度困境，这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没有据军情特点，坚持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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