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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末叶，内忧外患，国力暗弱，但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却出现了一批可圈可点的人物：雄才大略、
胆量过人的左宗棠，精明强干、长袖善舞的李鸿章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强者。
但若论进退屈伸之火候、做人处世之方法，最让后人推崇的，则当数曾国藩与胡雪岩。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地主家庭，祖上以耕读为业。
道光十八年（1838年），27岁的曾国藩考中进士，两年后人翰林院供检讨之职，官列从七品。
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不断升迁，分别做过吏、礼、兵、刑
、工五个部的侍郎。
这十几年间，曾国藩由一个耿介的农家子弟，逐渐熟悉了官场内幕，积累了丰厚的人脉资源。
曾国藩起家，是从弃文从武、组织湘军开始。
随着湘军势力的扩大，战功的增多，曾国藩的地位也逐渐上升。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授予兵部尚书之职，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次年，咸丰帝去世，两宫皇太后执掌朝政，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管长江下游四省（江苏、安徽
、江西、浙江）军政。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加太子太傅衔，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朝开朝以来第一个被封侯的
文臣。
历朝历代，如曾国藩一样位高权重的人有很多，却很少有人能逃过“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
亡”的历史命运。
但是曾国藩却在鼎盛之后仍然能够保身安命，并且一直保持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即使他过世之后，在朝，有学生李鸿章继续推行他的路线；在家，则子弟们各有所成，曾氏家族人才
辈出。
做人到如此境界，已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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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出身于地主世家，依靠个人智慧白手起家的封疆大吏、晚清名臣；一位平凡儒生，依靠处世谋略
流芳百世的商界巨贾、红顶商人。
曾国藩和胡雪岩的传奇经历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本书上篇从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养性之法、齐家准则、用人技巧、交际方略等方面人手，揭示他白手
起家的玄机；下篇从胡雪岩善谋划、巧用势、妙起家、勤思考、精理财等方面分析，展现他富可敌国
的秘籍。
全书依托真实的、具有说服力和趣味性的历史案例，剖析他们为人处世的智慧，让读者学习圣贤之道
，砥砺自我，增长才智，成就美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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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做人要学曾国藩　第一章　先修身：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志向高远，就有了强身之法　　
做人要有一股倔强之气　　勤谨自律，严格限制人的自然欲望　　做人要浑厚，小聪明成不了大事业
　　历经磨砺方能成大事　　读书可以改变人生　　慎独而为，小节也不能马虎　　　第二章　后养
性：心气平和，沉住气才能成大器　　事业上的进境从不自满开始　　处事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宽
容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看得远，才能忍下不平之气　　愤怒从愚蠢开始，以后悔告终　　清洗懦弱
，自强不息　　有真本事，也切忌咄咄逼人　　宠辱不惊，别让名利拖着走　第三章　再齐家：持家
有道，方成大事　　节俭使人一生富有　　以“敬”字作出让人信服的表率　　万事由“勤”而生，
由“惰”而败　　保持低调，才能保持长久　　什么样的家风，造就什么样的人　　最大的关爱，是
引领家人走上一条明路　第四章　妙用人：会做人福满身。
会用人达天下　　建功立业要靠“人抬人”　　用人要先有识人之术　　用人之可用之处，不求全责
备　　用人要让人看到实际的利益　　以诚换诚，凝聚人心　　要用好人，需懂得刚柔相济　　选择
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第五章　知进退：人愈成熟。
愈要不断调试自我　　能立得起也能伏得下的才是高人　　心胸要大，别被枝叶问题绊倒了　　做事
先掂量好轻重大小　　重剑无锋，理智地退让是高明之举　　步步为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羽翼
不丰不可高飞　　做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第六章　理关系：走远路的人，先要给自己搭桥　　好名
声是立身之本　　我不欺人，人不欺我　　太精明的人，会让他人躲着走　　善于借梯的人更能登高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为人处世以变通为先招下篇　做事要学胡雪岩　第七章　善谋划：事
情的成败不在天．而在远谋　　心怀大志，是一切人生规划的基点　　经营人脉是最长远的投资　　
吃亏是福，巧放人情债　　运气往往是合理运筹的结果　　求长远发展，要懂得舍小取大　　心中有
谋略，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好饭不怕晚，稳坐钓鱼台　第八章　讲方法：不同层面的人。
要不同对待　　整合各方面力量，网大了才好打鱼　　想让马儿跑，就不能不让马吃草　　送礼以投
其所好为第一　　真诚待人也是一种投资　　对待官场人物，只能点到为止　　在真正的大人物面前
，卖乖不如卖力　　有对手别急着赶尽杀绝　第九章　巧用势：能识时务是头等大事　　做大事就要
看大局　　　嗅觉灵敏，走在潮流之先　　过河拆桥，会使人人侧目　　与时势“合谋”，得来全不
费工夫　　懂得借势，化“势”为利　　重视“名声”和“场面”的效果　　在慈善事业中树立形象
　第十章　求稳健：稳可以增加你胜算的筹码　　做事之前先想清楚一切细节　　打擦边球，要守住
自己的底线　　求长久利益，就不能出“损招儿”　　权益要分明，不能稀里糊涂　　必要的时候，
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    　　招摇炫耀，是给自己找麻烦　　人要往前走，也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第十一章　懂灵活：心活才可活一切　　掌握事态的变化，首先要掌握人　　事要做活，人也要用活
　　对症下药，看人说话　　要管住人，最好让他自己管住自己　　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话说绝　　
有本事的人，决不和人挤独木桥　　没有机会，向别人“借”一次机会　　事在人为，动脑子总会找
出办法　第十二章　有担当：“圆世”为要义，果敢为方针　　非人才不用，用人就放开手　　危机
到来时，不能乱了方寸    　　一味回避风险就是回避成功　　越是非常时期，越要讲究信义    　　责
任当前，没有退缩的道理　　太刚了易折，有点韧性最好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左看曾国藩 右看胡雪岩全集>>

章节摘录

上篇 做人要学曾国藩第一章 先修身：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饰已以要誉。
所以古人临大节而不夺，今人见小利而易守。
——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生信条，而“修身”
则是一切行为的基点。
试看古往今来那些成其大事的人，是否拥有绝高的起点和绝佳的天资并非关键，一个人如果能自强自
立，修正缺点，弥补不足，长期坚持下来，自有金丹换骨，成其大器的日子。
曾国藩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而成为“二百年来清代最有权势的汉人”，首先在于他对于自身坚持不
懈的锻造。
志向高远，就有了强身之法“修身”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所以唯有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使
自己的心志坚定起来，才能不被身边的生活琐事所支配。
如果长期在庸俗的气氛中过日子，慢慢就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在晚清的官场上，曾国藩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封疆大吏，一步一个台阶，走得十分稳健。
追寻他的成功之路，我们会发现，远大的抱负在支撑他的一生。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人刚正不阿。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祖父对他的影响最大。
曾玉屏治家极严，“男必耕读，女必纺织”，曾玉屏以早年失学引以为耻辱，便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曾
麟书身上，不惜重金访求名师，望子成龙。
不料曾麟书天资平平，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子曾国藩身上了。
曾国藩自幼聪明，其祖父管教甚为严厉，曾国藩常在睡梦中被叫醒读书，不到两岁，竞读完了五经，
开始学习八股文了。
曾国藩从小就在祖父和父亲的严厉教导下，从内心深处修炼自己，从各方面强化自己，成功地走出了
他人生的第一步。
青年时代，曾国藩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他十分自信地
在诗中表示“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
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
他决心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自己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纲常伦理和清王
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当曾国藩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时，曾国藩开导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融
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
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
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
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
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
人啊！
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
来就无暇顾及。
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了！
”人生于世，不能庸庸碌碌、无声无息地过一辈子，而要有所成就，就需要不断地磨砺自己，逐渐提
高自己的修养境界。
只是所谓“修身”，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而人的天性是喜欢放松和逸乐的，所以唯有先树立一
个远大的目标，使自己的心志坚定起来。
如果意志不坚强，心胸不开阔，整天忙于身边的生活琐事，受个人感情的支配和束缚，长期在庸俗的
气氛中过日子，那就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心存大志，放眼天下，能使人在做人、做事中比常人具备更多的主动性、紧迫感，有了这种意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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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向前走。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有切身的感受，他曾经自省道：自去年（1852年）12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
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
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
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
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
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
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
全是鄙夫之见。
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
看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远见必犯错误，看远，既是目标，也是过程，更是境界。
目标牵引成长，过程充盈人生，一个被眼前美景所吸引的人，难睹山外之山；一个被蝇头小利所困扰
的人，难睹天外之天。
这种人，往往在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和自我放纵中自毁前程。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志向高远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
对于我们这些常常在生活小事中患得患失、迷失方向的后人，曾国藩的一个座右铭值得我们谨记：不
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做人要有一股倔强之气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如果过于柔弱，必会知难而退，这样定然一事无成。
要冲破这些障碍，就要靠一股敢于排除万的精神。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出将入相，靠的正是这种强毅果敢的精神。
在曾国藩的一生里，反复的波折、困苦的磨难时时都在，而他全凭一股一往无前的毅力，才换来后来
的柳暗花明。
后世曾国藩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曾国藩在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
即使碰到最艰苦的境地，他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如果过于柔弱，必会知难而退，这样定然一事无成。
要冲破这些障碍，就要靠一股敢于排除万难的精神。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转折时代，要达到自己救国安民、实现天下大治的
目的，困难很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也很多。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成为名将，成就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这种“强毅”的精神正是其中的秘
诀。
他虽然是一个文弱书生，却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懦弱不堪的书呆子，也没有把自己混同为封建官场
中奴颜媚骨、左右逢源的掮客。
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设计。
曾国藩在给友人郭嵩焘的诗中说：“至情宜倔强，吾道有藩篱。
”在另一首诗中又说：“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
”这里所说的倔强与那种固执己见的牛脾气完全不同，曾国藩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即为不辞劳苦
，不畏艰难。
这就是强制自己事事勤劳，敢于迎难而上，持之以恒。
“倔强”成就了曾国藩的一生和功业，也成为他秉持一生和修身、励志的圣经。
他曾在训导子弟的家书中谈道：“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
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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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无论多大的功业，都是凭着一股倔强之气闯出来的，如果我们也有这种精神，则离日进千里的境界
不远了。
其实人生中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再困难的障碍也阻挡不了一个有决心、有计划有心智、并且有足
够的弹性来对抗情况变化的人。
许多失败，其实如果肯再多坚持一分钟，或再多付出一点努力，是可以转化为成功的，成功会带来不
断的成功，失败亦会接连不断。
在我们生活的任何领域，遇到困境时要想走出低谷，就必须有保持这种强毅的精神。
遇事要冷静，才能正视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成功之道。
佛祖释迦牟尼宣讲佛法时说，人不只是要养成一种真正吃苦的习惯，还要有永不言败的精神，要把它
当作是一种修行。
勤谨自律，严格限制人的自然欲望“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生”。
我们要完善自己的人格．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得住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
体和意志。
人的一生，应该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社会的道德
规范。
如此，可以使弱者变强，使强者更为强大。
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是否拥有绝高的起点和绝顶的天资并非关键，而在于他对自己是抓得紧还是
放得松。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
”，消磨时光。
曾国藩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他每天都会故伎重演。
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作为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
成经世的韬略。
虽然他决心一再下，行动却依然如故。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常常深刻地反省自己，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他开始严格限制自己沉溺逸乐
的自然欲望。
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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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看曾国藩右看胡雪岩全集》：一代枭雄名震天下的为人玄机，一位儒商权谋机变的处世秘籍明者
总是远见于未萌，智者亦是避危于耒形修身的法理、做人的心机、交际的手腕、处世的谋略、用才的
策略、经商的绝学、理财的智慧和传奇的经历，晚清两位建立丰功伟业的非凡人物的发家谋略和思维
盛宴⋯⋯为人不知曾国藩，纵然英雄也汗颜。
处世不识胡雪岩，即使天才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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