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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官要学《曾国藩》，赚钱当看《胡雪岩》”，是当今中国社会流行的一句话，这表明了曾国藩和
胡雪岩在中国的官场和商场的重要地位。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
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镇
压太平天国起义。
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
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
但是，曾国藩此时并未春风得意飘飘然。
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
他又上折给清廷，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遣散。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
因为他拥有一支朝廷不能调动的强大的军队，对清廷是一个潜在威胁。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
分湘军。
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委任他为两江总督之职。
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
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胡官商启示录>>

内容概要

曾国藩和胡雪岩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都靠个人奋斗实现了人生抱负。
他们身上固然有值得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值得学习的一面。
他们的人生道路、成长轨迹、道德修养、成功手段和命运归宿都不相同，本书把他们俩进行对比，也
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作为一种尝试，能给读者带来启发，就是有益的。
    曾国藩想为大清朝廷竭尽一片血诚。
胡雪岩则想为民族经济奉献一片诚信，但是他们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自己的抱负。
曾国藩是因为独木不能支撑大厦，胡雪岩则是因为“商人荣枯，系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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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血诚VS诚信曾国藩：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 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
肯为国家竭尽血诚者，必将为人景仰。
曾国藩是个书生，来自农村，全无背景，却能官居极品，统兵三十万，号令天下人才，成功镇压太平
天国，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
他是在为谁尽那一片血诚？
说高一些，是他的人生理想。
儒家培养的就是竭尽血诚之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理想。
湖南农村至今保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仍然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所不同的是，君字已经改为国
字。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早年就发达了，所以他要兼济天下
，而非独善其身。
曾国藩出生在偏僻的农村，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科举考试，无论他多么聪明，无论他怎么奋斗，都不
可能在十年间爬上二品高官。
27岁考中进士，37岁做大官，这样顺遂的官场道路，一般书生想都莫想。
正是清政府给了他机会，所以他拥护清政府，感谢清政府，主动站在清政府一边，自觉报答它。
他自己也说：“我一个穷人出身，却摄居高位，如果还不知足，连鬼神都不会答应了。
”“从此以后，我定要竭尽血诚，精忠报国，决不顾个人私利。
”同样的利益立场决定了，他所要竭尽血诚的对象，必然是大清朝廷。
这是他的阶级性所决定的。
但他对大清朝廷又不满意。
满清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社会矛盾被盛世掩盖了，鸦片战争则像掀锅盖一样，把清朝
的腐朽揭露开来。
曾国藩来自社会底层，知道老百姓的苦，做官以后，又看到官场的糜烂贪暴，所以他跟一般官僚不同
。
他痛恨官场的黑暗腐败，正是官吏的贪暴和压榨，逼迫百姓造反。
所以他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想整顿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朝廷的统治，希
望出现像唐朝、宋朝那样的中兴局面。
但是，除了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让大清朝廷多延续了五十年之外，中兴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因为那是
一种幻想，他不可能实现。
尽管他对大清有不同的看法，又无野心推翻它自己做皇帝，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血诚奉献
给大清，希望整顿朝纲，兴利除弊，维系大清王朝的统治。
他能看到大清的腐败和危机，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书生决定的。
他来自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觉到他们的反抗情绪。
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早已察觉到某种斗争风暴，并在谋划
准备。
他体气本弱，为了做一个圣贤，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天天搞理学家那一套静坐修身工夫，结果
吐起血来，最后不得不放弃，从此觉也睡不好了。
那时他身在官场，知道学问有成，才能做大官、获大福、享大名。
他的理想还在三者之外，想做一个圣贤。
什么是圣贤？
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真圣贤。
圣贤未必能够富贵双全，孔子不曾富贵，他的几个著名学生，也不曾富贵，朱熹也没有当什么大官，
但儒家理想已经流淌在曾国藩的血液里。
曾国藩一直跟家乡的朋友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也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他们深受儒家影响，家庭环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惟独曾国藩官运亨通，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胡官商启示录>>

，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上达天听，曾国藩也渴望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筹思对策。
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好朋友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希望
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为国家做万一之想。
最后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评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获罪。
曾国藩惹恼皇帝，既是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是他身后那一群人的书生血诚。
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险，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
建言！
”刘蓉鼓励他说，你说了却不见效，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你是国家大臣，“不爱钱，不怕死"可表明
你的志向，却不能尽大臣报国的忠心。
罗泽南则说，有所畏惧，就不敢说，这是大臣贪恋权位的私心。
在他们的鼓动下，曾国藩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大胆呈上了批评信。
事后他自己也感到恐惧，过了一个月，跟咸丰皇帝表明心迹说，我“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
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这些支持者，多数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分子。
书生血诚是这个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官逼民反，他痛恨这个东西，所以想整顿吏治，想为国为民，咸丰帝却不听，他们的一片血诚算是白
费了。
就在这个时候，洪秀全造反了，他获得了新的机会。
在湖南办团练，他不顾舆论，大肆杀人，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血诚。
在长沙练兵，不顾旁人指责，不管职权侵越，结果遭到士兵追杀。
咸丰帝要他赶快出兵，去救援安徽，他三次都拒绝了，搞得皇帝大为不满。
凡此种种，就是因为他的一片血诚，要报效国家，要感激朝廷，不怕负恶名，不怕担骂名，也不计个
人利害得失。
他还把这种血诚灌输给那些朴实的农民，开创了为私人武装做政治思想教育的先例。
咸丰八年（1858），他从老家复出，仿佛变了一个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了很大改变，处处忍让
，委曲求全，完全不似先前的激进、暴躁。
但他对清政府的看法，以及要竭尽自己一片血诚，都没有改变，因此能在六年之后，攻陷南京，使轰
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一个月，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他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遵旨查办
道员禀讦知县讯明定议折》，全文八千三百字，是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他遵旨查办的，是一起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官员内部相互倾轧的严重案件，涉案官吏多达数十人。
一年前由沈葆桢报告朝廷，朝廷命令曾国藩复审，要他亲自提调人证卷宗，秉公办理。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了结该案。
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较多，都是官差，他不得不谨慎。
正是为了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把对涉案人员的处分及处分理由奏报明白，所以才花了一年时
间，用八千三百字，对每一个涉案人员，如何处分，为何那么处分，都写得详实明白，有条有理。
这么长的奏章，谁读着都会发晕，也可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那是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本来已经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却肯拨出时间来处理这个案子，正表明
了他的人局精神，在其位，谋其政，竭尽一片血诚。
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失败了，曾国藩又想为清朝中兴竭尽血诚，但他无法成功。
吏治已经腐败，大清朝廷也奄奄一息，走在了没落的最后一层楼上。
幕僚赵烈文说，不过五十年，清朝将要灭亡，他不信；当他去北京当直隶总督，了解各方面情况，尤
其亲眼目睹了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才具之后，听了慈禧太后不痛不痒的政治见解之后，终于相信了
赵烈文的预言，彻底放弃了中兴幻想。
天津教案是他的末日。
天津教案事涉洋人命案，以他的圣明，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麻烦，可他还是要去淌那道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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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国天主教堂收养的婴孩突然死亡三四十人，死因非常
可疑。
天津周边又连续丢失多个婴孩，根据被抓获的人贩子口供，多与教堂牵连。
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关注。
有一天，人们当场抓获了一个人贩子，据他供认，是教民王三给了他迷药，迷拐一个婴孩，可得五块
银洋。
王三是中国人，因为人了天主教，有教民的身份，就跑进教堂躲了起来。
由于群情激愤，天津衙门不敢轻视此案，就带人去跟教堂交涉，要他们交出人犯王三，教堂拒不交人
。
衙门的人先走了，围观的群众一时没散，就与教堂的人发生了口角，结果双方大打出手。
天津的通商大臣叫崇厚，法国领事丰大业两次要他派兵镇压，崇厚只派了两个士兵过去。
丰大业要士兵抓人，士兵不听，丰大业抓起他们的辫子，一路倒拖，怒气冲冲找崇厚算账来了。
到了衙门，丰大业两次朝崇厚开枪，都没有打中。
如此横行霸道，洋人在中国真是作威作福惯了。
枪声传出来，在衙门外围观的群众以为里面打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传成中法开战了。
民众敲锣打鼓，纷纷聚集拢来，要来帮打。
崇厚见情况不妙，怕闹出乱子，劝丰大业不要出去，等群众散了再走。
丰大业像一头鲁莽而愚蠢的洋猪，高声咆哮着，气势汹汹跑出来。
民众见洋人出来了，主动后撤，让出一条道路。
丰大业上了浮桥，正好迎面走来天津知县刘杰。
丰大业二话不说，提起枪来就朝刘杰射击，打伤了他的随从。
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一起冲上来，把丰大业一顿暴打，当场就打死了。
天津人民愤怒了，压抑多年的怒火潮水一般涌出来，集体冲向法国天主教堂，还有其他洋人机构，搜
出罪犯王三，救出中国儿童，也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
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法、英、美、俄等七国串通起来，一面出动军舰，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形势一度紧张起来。
曾国藩本来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跟天津隔着三千里。
偏偏朝廷要削夺他的兵权，同治七年（1868）七月，捻军失败一个月后，曾国藩被调到北京当直隶总
督。
活该曾国藩倒霉，他是直隶总督，自然该他来处理天津教案。
那时，他任直隶总督还不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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