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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特别是他独到的思想见解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五千年智慧的感悟，
而且这些见解是他历经官场、战场磨难之后提炼出来的，不空洞、不浮夸，具有非常积极的实用价值
。
有种说法称曾国藩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人，是指作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传道人，作为“地主阶
级中最厉害的人物”(毛泽东语)，曾国藩的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即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
立德、立言、立功，称之为“三不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早在20世纪初，蒋介石就从成功的角度说明，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
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了。
正是因为如此，在其离世的这一百多年里，对他顶礼膜拜的大有人在，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
杨昌济、陈独秀。
无论是大奸大恶之徒，还是学界宗师、政坛领袖，都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到可取之处，学到有用的东西
，他是影响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风云人物。
曾国藩所在的晚清社会，是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夜，外有虎视眈眈的列强，内有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没落的清王朝好似一星烛火，在风雨中飘摇。
在这乱世之中，曾国藩异军突起，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创造了有清以来官员升迁最快的奇迹。
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的时候，又是他拉起了一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被后人称为“湘军”的
队伍，转战十年，剿灭了几欲取代清廷的太平天国起义军，而湘军的总兵力也达到了三十万之多。
“无湘不成军”之势，成就了曾国藩政治生涯的顶峰。
曾国藩以文官的身份被册封为武侯，又是有清以来的第一人。
随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封疆大吏，成为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大员。
曾国藩生活在一个乱世里，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形势、极为混乱的朝廷环境，都是对为官者的巨大考
验。
但无根底、无家世的汉人大臣曾国藩在此间力挽狂澜，成为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不仅获得官场上的巨
大成功，在为人方面也博得后世的称誉。
可以说，若没有后来的天津教案事件，那么他无论在朝在野，都将成为一位完美的封建大吏。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曾国藩其文其人，于无形中把中国人在恶劣环境中的治学、为官、从政的智慧
与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
独树一帜的曾氏成功学，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它包含了为官之道、做
人之道、处世之道、识人之道、用人之道、居官之道，等等。
本书把这些对今人行走于世有益的成功之道提炼出来，以飨读者。
《曾国藩处世为官的智慧》一书从修身、治学、待人、藏锋、交友、入局、坚忍、居官、布局、借势
、用人、用兵、自保等方面，全面客观地探讨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智慧和治国从政谋略。
本书引用了大量史料与曾国藩的著述，关注的是曾国藩思想智慧本身的具体表现。
“实事求是”这个词汇，是曾国藩家书、日记中所多见的，本书对曾国藩思想智慧的评价，也正是本
着这一基本原则来进行的。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大智慧者，也是一代大儒、一个大成功者。
从他的身上，我们哪怕只学到一点皮毛，甚或只要你愿意以他作比照，你都会受益无穷。
从他那里可以学到的东西，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希望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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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引用了大量史料与曾国藩的著述，从修身、治学、待人、藏锋、交友、入局、坚忍、居官、
布局、借势、用人、用兵、自保等方面，全面客观地探讨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智慧、治国从政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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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曾国藩的修身智慧：持身敬肃，慎独克欲
1.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品德修养
2.全力打败自己的弱点
3.人品修养常常体现在“敬肃”上
4.培养自身的浩然之气
5.尽量消除名利之心和世俗之见
6.“背地里”管住自己最难能可贵
7.坚持“慎独”，在修身方面时时反省自己
8.正视自己的过错，并勇于改正
9.要淡泊明志，必先克制物欲
第2章
曾国藩的治学智慧：终生习学，明道经世
1.立人明志，唯读书可以改变气质
2.学无止境，须臾不离读书
3.读书欲有成，须有志、有识、恒久
4.读书不二：学习要专精
5.治学之道，在于明道经世
6.读书选适合自己的，才可学有所长
7.习学有法：看、读、写、作兼备
8.虚心求教有助增长学识
9.勇于向对手学习
10.读书当求变，变则生智
11.把书读活，学以致用
第3章
曾国藩的待人智慧：以诚为本，宽和得众
1.待人接物，第一要注重尊敬他人
2.肚量大小，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
3.待人以诚，容人以恕
4.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5.“和”可成事，“和”字促成同心协力
6.少苛责别人，多检讨自己
7.多一分朴实谦逊，多一分人缘儿
8.得饶人处且饶人
第4章
曾国藩的藏锋智慧：藏器于身，高深莫测
1.恃才傲物绝不是件好事
2.人群中藏锋者，多是君子
3.遭遇乱世应当藏身匿迹
4.智者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5.为人刚性太强，便以柔性掩藏
6.藏锋避疑，消除对手戒心
7.名声鼎盛之际，宜收敛言行
8.祸从口出，藏锋首先要管住嘴巴
9.大智若愚，给人“钝拙”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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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众人都“醉着”，自己就不能“独醒”
11.假面示人，高深莫测
第5章
曾国藩的交友智慧：求友贵专，义结贤者
1.一生之成败，在于朋友贤否
2.不可交损友，而要交益友
3.从细微处看人，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4.择友如同求师--胜己为宜
5.交友要有雅量，不能心胸狭窄
6.多交催人向上的“药石之友”
7.善“找茬儿”，诤友可保事无悔
8.大度对待和自己有矛盾的朋友
9.多为朋友考虑可使友情长久
第6章
曾国藩的入局智慧：事在人为，挺身而出
1.成就大事的根本是“明强”
2.志向和态度决定做事的格局和高度
3.担当大事，必先“识明大体”
4.局面做大做强，须在关键时有主见
5.成事，胆识比才能更重要
6.做事须将远大目标与细密规划结合起来
7.事在人为，不断激励自己做得更好
8.危急之时，只有自己靠得住
9.戒急功近利，只追求“快”会丧失理智
10.灵活做事，不拘泥于僵化的规则和教条
11.不动声色，潜至对手看不到的地方下手
第7章
曾国藩的坚忍智慧：不躁不馁，“挺”字当先
1.隐忍，不露庐山真面目
2.暂时按捺住雄心：毛羽不丰不可高飞
3.忍辱负重是英雄必备的特质
4.在委屈中挺直腰杆--打脱牙和血吞
5.忍小图大：忍小事以保大事
第8章
曾国藩的居官智慧：谨言慎行，偶露峥嵘
1.尽忠是做官第一要诀
2.居官之道在于言行谨慎
3.无官气有条理，是做官之本
4.“耐烦”为居官第一要义
5.“勤”字是创造政绩的前提
6.尽全力争取上级的赏识与支持
7.做官要大气，有功不独享
8.整顿吏治，黜华崇实
9.为官不得罪权贵望族
10.敢于直谏，忠言逆耳却显忠心
第9章
曾国藩的布局智慧：明察时务，折中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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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乱世中，明察时务方为俊杰
2.乱象中，具先见之明才能胜出
3.谋定后动，看准大势再布局
4.欲出头，充分利用天道大势
5.顺势而为，让自己和社会大潮共振
6.不得已时，用“耍滑”化解危机
第10章
曾国藩的借势智慧：因时借力，权衡轻重
1.把握机会，乘势而上
2.借客势，谨记以我为主
3.借下势，不忘投桃报李
4.借敌势，可致纵横捭阖
5.用“外援”，找智士、严士、劳士相助
6.借“外脑”，让能人出谋划策
第11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量材施用，制人攻心
1.成事须打造自己的人才库
2.“忠”“明”之才应予以重用
3.用人之道，首先要善于识别人才
4.知人善任，量材施用
5.驾驭人才需掌握攻心之术
6.特殊时期，不拘一格提拔特殊人才
7.对下属需适当授权、放手使用
第12章
曾国藩的用兵智慧：硬寨呆仗，后发制人
1.本乡募兵，军队成了“大家庭”式组织
2.以“义理”带兵，增强纪律教育
3.书生带农民，治军恩威并施
4.存优汰劣，建设能打仗的军队
5.战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6.不求速战速决，步步求稳不冒进
第13章
曾国藩的自保智慧：不越雷池，善始善终
1.居安思危是智者一生的“护身符”
2.官场保身，少树敌不结党
3.适时“糊涂”，心知肚明少说话
4.“等距交往”，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5.恪守职分，照顾好上下关系
6.位极人臣也不可忘乎所以
7.自剪羽翼，收消灾纳福之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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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尽量消除名利之心和世俗之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人难免为名利心所累，而名利心关系最多的是人的私心妄想。
只有在一个人的大志超越了自身的范畴，去除一己私欲，超越了名利的渴望，才能不为私利所遮蔽。
当万事消磨远，浮名薄利休之时，以一颗剔透的心去为国为民，理想才会不邀自来。
而唯有心中藏有大志，才能超越世俗之见，脱颖而出。
曾国藩作为儒家最后的标杆，作为清朝的名臣，有没有功名利禄之心？
很难说没有。
但是如果用公正的眼光去评判他，应该说曾国藩在尽量让自己消除名利之心和世俗之见。
曾国藩是一个常怀济世救民之心，一生耽于军务、政务的清朝重臣，功名利禄之心不可说不重；然而
，他又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行为，知道名利是心中的羁绊，让自己目光短浅，为名利所累。
曾国藩从追逐名利到淡泊名利是有其过程的。
曾国藩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常怀济世救民之心，通过学习，走向官场，光宗耀祖。
他一生的轨迹是科举应试，步入仕途，创建湘军，名满天下，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长年的奔波劳碌，繁重的军务、政务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他身体一直不好。
曾国藩从小在祖父和父亲的督导下认真地读书，希望“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
曾国藩积极应考，百折不回，最终在30岁的时候进入了翰林院。
早年，曾国藩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强烈。
作为一介书生，他去管理军务。
激烈残酷的战争和官场中的钩心斗角，以及来自清政府的疑忌，让他时刻处于焦虑之中。
为此，曾国藩身心疲惫，他在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战争中经常失眠。
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书里经常提到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并对之充满了羡慕之情。
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范文正集》，其《年谱》说：‘千古圣贤，
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
谁是亲疏？
谁能主宰？
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我来往。
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
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
请宽心将息。
’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如果一个人毫无功名利禄之心，难免缺少动力，难以有所作为，欲望可以说是人生之意义；但是如
果一个人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功名上，则会心为形役，人生反而会因此失去了意义。
如何在这两者中寻求一个平衡，让自己在追求的同时超然物外，曾国藩因此经过了长久的自我修炼过
程。
曾国藩很羡慕古人能够超然物外，最初却难以做到把功名利禄抛在一边，反而经常为此耗费大量精力
，直至临终也没有摆脱官场羁绊。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复杂心境也颇为无奈。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
正气顺’四字上体验。
谨记谨记！
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
为人好名，可耻！
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何日能拔此根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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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常读古诗文，在古诗文中寻找精神动力。
读苏轼的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自己诗兴大发，又加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
不求名”，由衷希望自己能够从名利中超脱出来，但是愿望实现很难。
曾国藩自知自己无法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因此只能对自己多加批判，以减轻自己的功利之心。
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为官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过，既有自我克制的智慧，又有追求仕途的风光，既做出超出别人
的成绩，又为世俗事物所牵绊。
总体上说，纵观他的一生，无愧于清政府对其的评价：学有本源，器成远大。
这些为后世瞩目的个人历史，都离不开他在磨砺中的转变，在从世俗到淡泊，从放纵名利心到自我束
缚和相对淡泊，才有了后半生的通达。
6.“背地里”管住自己最难能可贵为人处世，需具备“慎独”之功夫，为官更需要一种“慎独”品质
：在浑浊复杂的官场，能够慎独守身，需要心怀天下，更需要光明磊落。
人要有所畏，有所畏方能有所为。
畏惧是一种品质，代表着庄严和神圣。
一个人无所畏惧，将会滑入狂妄自大，贪得无厌的深渊，最终自毁前程。
身处官场，更要有所敬畏。
无论顺境逆境，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曾国藩为官的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
人性中，通常正直与邪恶并存，它是一体的两面。
人只要有所行动，初始都是由心思和愿望引起的。
比如，现象的显现开始于隐藏的愿望，明显的事情开始于内心微弱的意念。
心思和愿望产生后，人们肉眼不能看到。
智者的思想之所以超越普通人，就在于能够预知人们看不到的地方。
因而，当还未与事物接触时，人们已经有庄严和放肆的区别，事情到来而需要行动时，就产生了正直
和邪恶的分别。
曾国藩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他接受儒家的“慎独”二字，并把慎独用在为官之道上，以“清廉”为载
体，恪守清净庄严。
曾国藩说：“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
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当人心由静转为动，必是因为一个念头打动了内心，一念之动的原发之机是天理发见，也是性的表
现；人欲此时要乘天理发见之机而起来，于是情就发生了。
在念头刚露出头角的时候，由于君子具有静养的深切功夫，因此将善恶详切地分清，能够辨别真伪。
这个起念之微小的内在变化是其他人不知道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明了，君子必然在此时采用“慎独”
的功夫，在念头初起时便消灭其在萌芽状态，发动意念加以省察，即所谓“背地里”能管住自己，当
事人需具备卓越的自我管理能力。
自古以来，官场险恶。
曾国藩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种必败无疑：“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
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这四种人缺乏的是一种慎独精神，一种自我管理能力，贪欲私欲大过为官之职责所在，导致落败。
曾国藩一路做官，却从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作为他的家室更没有敢去收礼。
曾国藩有个部下叫黄翼升，在当年建立水师时，黄翼升出了很大力，这让曾国藩很是感激，将黄翼升
视为自己的四大心腹之一。
后来组建淮扬水师时，曾国藩提拔黄翼升为统带。
到同治元年（1862年），黄翼升被曾国藩调到了李鸿章麾下，成为李的得力干将。
不久，曾国藩又想把黄翼升调回来，多次与李鸿章来往书信协商，李鸿章却不想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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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也爱才，他说黄翼升“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
第一苦人”。
黄翼升本人是无所谓跟李鸿章还是跟曾国藩的。
黄翼升夫人希望他到曾国藩手下任职，就想了一个办法，认曾国藩夫人为义母。
当曾夫人过生日时，她送了曾夫人一对翡翠、一粒明珠、一铺纺绸帐贺寿，当着很多人拜曾夫人为义
母。
曾夫人不好不给面子，就收下了礼物，并答应了将她收做干女儿。
曾国藩得知此事不大高兴，责怪起夫人，吓得夫人忙赔不是，保证以后不再收受礼物。
曾国藩对夫人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儒家“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早已埋进曾国藩头脑中，这是超越了私人恩怨，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
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之中的表现，他同国家共命运，光明磊落，为国家着想。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一次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设宴款待，曾国藩非常不喜欢这一套，把自己
面前碟子里的菜随便动了动。
这件事过了很久，他还拿出来做例子说事，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员说：“一顿饭千两银子，我不忍吃，
甚至不忍看。
”接着，他讲了两则故事：春秋时，宋国的子罕执掌重权，有人献玉给他，遭其拒绝。
献玉者说，这可是罕见的宝贝啊。
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
我若收了你的玉，你我两人岂不都失去了宝？
另一则故事是，明代官员曹鼐一次捕获一名女盗，二人独处一室，女盗屡以色相诱之，曹不为所动，
书一横幅“曹鼐不可”贴于墙上。
在这里，子罕和曹鼐都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感慨道：“我就是佩服子罕这样的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心有长城，能挡狂澜万
丈。
”“背地里”管住自己最难能可贵，面对金钱和美色等形形色色的诱惑，为官者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会自觉地从思想上筑起一道抗腐拒蚀的防波堤。
没有这种理念指导，在任何朝代也是做不好官的。
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为官者最好还是谨言慎行，管住自己膨胀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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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学点曾国藩处世为官智慧》编辑推荐：曾国藩所在的晚清社会，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夜的
社会，外有虎视眈眈的列强，内有如火如荼的起义，没落的清王朝就似一星烛火，在风雨中飘摇。
在这乱世之中，曾国藩异军突起，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创造了有清以来官员升迁最快的奇迹。
曾国藩以文官的身份被册封为武侯，又是有清以来的第一人。
随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封疆大吏，成为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大员。
曾国藩正直忠诚廉洁，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是所有为官从政者的标杆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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