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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W.L.贝尔斯（1897年——？），一位神秘的美
军军官兼学者，除了在本书前言中所做的简短自我
介绍以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在前言中他说自己
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很多年，他之所以写这
本书，是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
生”。

译者简介

王纪卿，著名文史作家、翻译家。湖南长沙
人，1953年生，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二十余
年，主要著作有：《湘军》（上，下）《清末有个
左宗棠》《血肉长城：血战十四年》《我是湖南
人》，此外还有英美及日本文学译著多种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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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W．L．贝尔斯先生出生于1897年，

那时中国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的这部著
作于1937年出版于上海，那时他整整40岁，应该
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开始全面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
略。他的著作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
出版，向世人展示一位中国杰出军人的奋斗经历，
着重描述了他如何领导一支钢铁般的军队从外国侵
略者手中收复新疆，想必对于提高中国人的抗战斗
志，会有很大的鼓舞。然而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也许
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这样一个文化现象，而在八年
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直到今天也未曾看到此书的中文译本出版，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除了
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所做的自我介绍以外，我们在互
联网上搜索，竟然也无法得知这位美国军人和学者
的其他生平事迹。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西方人而言总是显得
神秘而深奥。但是西方的学者一旦把探究的目光深
入到这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领域，就会有一些令
中国人颇为诧异的发现。他们的讲述和评论，立刻
就有了东西方文化比照的趣味，令我们觉得故纸堆
里吹进了一股清风。换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



历史和历史人物，对我们的思维无疑是很好的启
迪。贝尔斯先生作为一名来自西方的中文学者，同
样给了我们如此的惊喜。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在翻
译过程中感到了新发现带来的兴奋，相信读者会有
同感。

贝尔斯先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也是在
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声名卓著的盟军中
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朋友。他的著作时刻在
提醒我们：他是一位关心中国的美国军官。他能从
左宗棠年谱记流水账一般的记述中总结出这位清代
将军的军事才干和战略战术特点，甚至对他的每一
次作战加以精彩的评点，而且据此绘制出大致准确
的作战示意图，这实在令人钦佩，尤其会使未曾涉
足军事领域的平民大为惊叹。他的这种评论，在有
关左宗棠的所有中文研究资料中是极难见到的。

贝尔斯先生在此书中大量引用了外国人研究左
宗棠、曾国藩、湘军、太平天国、清朝末期以及中
国大西北的著作，给关注这些焦点的人提供了新鲜
而异样的角度。其中有关外国人与左宗棠接触的生
动描述，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位中国巨人给外国人留
下的印象，而且可读性极强，显得尤为珍贵。

本书中引用的左宗棠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奏稿与
书信，贝尔斯先生做了“比较随意”的翻译，显然



没有与原文一一对应，但意思与原文非常贴近。若
按照他的译文翻译为中文，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
法。但我认为，既然引文本是中文，而本书的主要
读者又是中国人，如果将引文直接还原，也许更有
利于阅读和研究，因此我比照引文的段落，将奏稿
与书信的对应部分直接录入，而没有严格遵守贝尔
斯先生的翻译，却完全对得上他所引用的原著。我
在翻译中如此处理摘自奏稿与书信的引文时，左宗
棠的原著一律取材于岳麓书社1996年7月出版的
《左宗棠全集》，其余少量奏稿与书信，也分别取
材于国内的各种中文出版物，正文中不再一一标明
出处，而贝尔斯先生所标明的出处也未译出。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前言》中有关将中
文专有名词（人名与地名）如何翻译为英文的说
明，由于对中文读者已无意义，故没有译出；译者
对原著各章节的标题略有改动，以便读者更容易把
握各章与各节的主题。

译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
不吝赐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时改正，在此先致谢
忱。译者联系方式为：电子邮箱，
jiqing@2118.cn，QQ号，7000901。

王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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