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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
作为清朝末年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他打败太平天国，是清王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
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文章
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
其门生故吏颂之日：“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
”    事实上，对于曾国藩，对于他的事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百多年间一直被无数人津津乐道。
梁启超称赞曾国藩道：“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
之大人也已。
”蔡锷将军对曾国藩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
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毛泽东也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
而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
    曾国藩为何能得人们如此赞赏？
因为他是儒家标杆，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理想，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其思想和言行对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
般民众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在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他治军有方，认
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使士兵或下级易于遵从官长的
命令，为官长卖命；他是结交、培养、推荐和使用人才的高手，他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
，最著名的如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
精神的典范式人物，虽资质一般，但他志向远大，意志超强，勤学好问，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
抑，豁达大度，朋友极多；他的文集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更有传世家书成为家教样板，可谓“道德
文章冠冕一代”；他是中国传统持家教子的典范，其家族一百多年来没有纨绔子弟，代代有英才⋯⋯ 
  曾国藩认为：做人应坚挺，遇到艰危时刻，必须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要“打落牙齿和血吞
”；做人应谨慎，在日常的处世中，更要藏匿自己的锋芒，避免过于暴露自己；做人应以和为贵，在
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才能获得周围人的鼎
力支持，成就一番伟业；做人要明智识时务，只有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善于自保，才能安全渡过各种险
恶之途，成就功业；做人应有平淡心境，只有胸中自有一片淡定，才能得人生之乐⋯⋯    正是由于拥
有一套为官、治军、治家及为人处世方面的绝学，曾国藩才能从常人中脱颖而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
下创下卓越事功，在宦海沉浮中游刃有余，学问精进，修养功深，持家有道。
这些绝学是他历经磨砺之后对人生成败得失的深刻体悟，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很值
得后人研究、学习和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堪称一部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的人生励志
宝典、一个完美的人生范本。
对于现代人来说，曾国藩的意义在于，在他身上，那些略显空洞的、理论化的，甚至有些说教意味的
思想，都变得更鲜活、更实际，更有说服力。
    尽管曾国藩离我们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但他的绝学却不会过时，仍然是今天的人们走向成功、走
向卓越的智慧来源之一。
本书以曾国藩治政、治军、修身、持家等的诸多细节为经，以其筹谋、识人、躬行、自省时所运用的
手段、技巧及遵循的原则为纬，辅以古今中外的生动案例，对曾国藩军政谋略中可资借鉴的部分进行
深人挖掘，是一部汇集曾国藩做人做事智慧的成功学全书。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吃透”曾国藩，领悟其做人做事艺术的精髓，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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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吃透曾国藩(经典典藏版)》简介：曾国藩是清朝末年叱咤风云的人物，被誉为
“中兴第一名臣”。
他打败太平天国，是清王朝的
“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
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
近代儒家宗师；他是中国传统持家教子的典范，其家族一百多年来没有纨绔子弟，代代有英才。

曾国藩之所以能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完成立功、立德、立言
“三不朽”的事业，就在于他拥有一套为官、治军、治家及为人处世方面的绝学。
这些绝学是他历经磨砺之后对人生成败得失的深刻体悟，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
很值得后人研究、学习和借鉴。

鲁中石编著的《吃透曾国藩(经典典藏版)》以曾国藩治政、治军、修身、持家等的诸多细节为经，以
其筹谋、识人、躬行、自省时所运用的手段、技巧及遵循的原则为纬，辅以古今中外的生动案例，对
曾国藩军政谋略中可资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挖掘，是一部汇集曾国藩做人做事智慧的成功学全书。
“吃透”曾国藩，领晤其做人做事艺术的精髓，仍然是今天的人们走向成功、走向卓越的智慧来源之
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透曾国藩>>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智慧
 不居胜，不惧败
 慎独乃守身之先务
 与人格斗不如于己修行
 怒是两刃刀，伤人也伤己
 有容乃大，何需太计较
 戒除虚妄，静以养心
 心中藏恕，放大胸怀
 养足浩然之气
 三省吾身，方获德馨
 严己恕人，方为君子
 静心以修身，名利乃外物
 自谦则道路宽阔
 抱道守真，做人本色
 超然物外，则轻松自在
 “淡”字值千金，平常自在心
 祸从小处起，浮躁难成事
 嫉妒别人不如提升自己
 修身养性，明德传世
 劳逸结合，才能长生
 懂得苦中作乐
 顺应自然的养生观
 知足才能常乐
 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附和
第二章 曾国藩的齐家治家准则
 家和则福自生
 惜福福长在
 身先士卒，以率众人
 耕读孝友，泽及后代
 早起治懒病
 友爱亲朋好友
 贤内助不可或缺
 持家之道在于节俭
 百善孝先行
 远亲不如近邻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严父出孝子
 唯“敬”字以兴家
 勤俭持家，戒骄戒奢
第三章 曾国藩的立业笃行方略
 危难之际，靠人不如靠己
 自立自强方可成事
 志当存高远
 做人豪爽，不能畏首畏尾
 凭借实力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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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要做一等人
 屡败屡战终不悔
 勇于创造机遇，才会成功
 立志更要践行
 坚挺面对四面压力
 目光远大，见机行事
 积极进取无不成之事
 勤学苦做，便无难事
 借逆境磨砺德性
 以坚忍成就一生功业
 自然精进，恒必有成
 投机取巧不如脚踏实地
 细微之处见真功
 切忌闲适，珍惜时间
 拙诚可胜巧诈
 “明”可学而达之
 锲而不舍成大业
 实践中求得真学问
 天下事知十分，不如行七分
 取长补短，天才也需苦功
第四章 曾国藩的识人用人心法
 用人须谨慎
 诚心待人，则共进退
 选对人才就是选择成功
 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
 求才当如鹰隼击物
 人才高下视其志趣
 敢于放权，鼓励下属
 人才以陶冶而成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选才应注意标准
 不避嫌隙，秉公论列
 诚意感之，实心待之
 把事业交给光大门庭之人
 将才，须三者兼全
 用人应扬长避短
 知音难觅，英雄当惜英雄
 去诈取智，去怒存勇
 踏实肯干最重要，241
 强强联手，相助相扶
 谨慎择友，共同进步
 良友更似佳师
 奖惩必须分明
 唯心诚者可用，信忠胜于能
 时时应勤勉
第五章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技巧
 以诚待人，以和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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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刚外柔，长久之道
 不争一时之短，需争一世之长
 凡事力求稳慎
 戒骄戒傲，得意不忘形
 事事三思，不存侥幸心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宽和方可得众
 “忍”是成功座右铭
 安荣之境，思危之险
 有势不可使尽，适时糊涂
 要以推诚为用
 高明处世，精明做人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争心不可过重
 能伸能屈，乃大丈夫也
 适时采取拖延战术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处世以明为第一要义
 先自治，后制敌
 愚必明，柔必强
 为人处世，勿损他人颜面
 谦亦有度，适时自荐
 小仁者，大仁之贼
 圆通处事，善于斡旋
 要懂得保存实力、发展实力
 欲擒故纵，等待时机
 学习龙蛇屈伸之道
 投桃报李，为人也为己
 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想当强者，就要善与强者共舞
 忍人所不忍，成人所不成
第六章 曾国藩的为官治军之道
 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法立令行，整齐严肃
 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进退必先观大局
 不妒不愤，冷静出名臣
 练兵当如八股家之揣摩
 仕途其实是危途
 功成身退天之道
 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伴君如伴虎，小心为上
 规矩之中，谋求出路
 趋炎附势，自招祸事
 远离派系纷争，方能长存
 恩威并施，奖惩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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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与严之间，拿捏分寸
 廉贪只隔一层薄纱
 不为富贵所淫，不失公正态度
 锋芒毕露遭人忌
 大事要抓严，小事可放松
 清明在心，糊涂在形
 小心驶得万年船
附录一 曾国藩年表
附录二 《曾国藩家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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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戒除虚妄，静以养心    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
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
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
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曾氏良言    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的要素。
实际上他也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
，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
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
他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妁
“静”境来。
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
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
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
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
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
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
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薄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
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
妄念，又叫妄想。
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
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
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
”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
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
    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长养生。
张仲景精通养生术的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入非非，并注意消
除嫉妒心理。
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
，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
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
贱，一视同仁，并且一概不收报酬，只收成本。
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
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
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
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
”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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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
正如曾国藩所言：    廉者足不忧，贪者忱不足；    知足者常乐，寓乐自足中。
    和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
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
要想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
下功夫。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
，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
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失足。
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
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
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
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
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人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
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
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
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
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
，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因此，思想清静，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一大要素。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
他一直自律甚严，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
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而已。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
正在赶办。
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
”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因为他并不
贪恋权位钱财。
而他的两位弟弟曾国荃和曾国潢便与他不相同。
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吉安、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
他在家乡所建的宅府，长达一华里，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
被人讥为“老饕”。
曾国藩对此极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唯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
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
这是值得身处欲望膨胀时代的今人学习的。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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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中石编著的《吃透曾国藩(经典典藏版)》——一部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之光的成功学宝典。
为官从政的至高学问，为人处世的鲜活教材。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学习他高标处世、低调为人的人生哲学，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勇于功成身退的冷静心态，进退自如、
大智若愚的雍容气度，能让你在职场上步步为营、节节高升，在生活和交际中左右逢源、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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