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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生活在动乱不堪、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
就是在这种悲剧色彩浓重的年代里，他仍旧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他由科举入仕途，随后青云直上，出将入相，成为大清一根顶梁支柱。
这其中的原由正是百年来人们好奇和关注的焦点。

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本身资质并不出众。
但他凭借自己出众的品格修为和独特的处世哲学力挽狂澜，平定大乱，广揽天下英才，成就一番伟业
。
也正因此，他思想谋略的精华，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他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却影响了几代人。

本书从做人、做事多个方面解析曾国藩的一生，用他真实的经历向人们展示打造辉煌成功的方略。
希望世人能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部分加以利用，缔造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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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堂课　推美让功巧避嫌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
者而言。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
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
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
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
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
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
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所以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延迟，正是考虑到这些
。
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
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
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却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
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
无几。
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
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
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
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
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
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
若从此能远离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
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沉浮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段为患害：在
约每思丰，居固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木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臭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侯命堪终古，臂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瓤，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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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
追名逐利不知道满足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又会生出更多的愿望，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
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
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
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
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
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地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
对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俗话说：一个不能彻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
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
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应该将“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输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
置上的明智之选。
“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
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
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
无论名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军事。
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正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
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军队。
　　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
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
　　天京合闱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
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
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
葆桢而压制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
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
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
导者。
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发生不必
要的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
定心丸。
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
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事件。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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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做什么事情，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慎用人，戒三端　　当事业进行到守业阶段，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越来越多，凡事不可能亲力亲
为的时候，就会面临用人的问题。
而用人有很大的学问，用人得法与否关乎事业成败。
曾国藩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认为，世间的人种类繁多，但惟有两种人不能用。
　　第一种便是夸夸其谈之人。
有的人可能学识渊博，有的人可能孤陋寡闻，但无论多么有才学的人都忌讳炫耀和宣扬。
而其直接表现就是口若悬河，夸夸其谈。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
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
表现自己。
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
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利的人更是这样。
因此，“吾日三省吾身”是每天都要做到的，这对此类人是极好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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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假如人生可以修炼，则曾国藩堪称是修炼之人中的极品。
曾氏哲学是智慧的，因为它刚柔交济、方圆润通，腾达时能励志，危机时能护身：曾氏哲学更是实用
的。
因为它透析“牵手”之功，深谙进退之道，既注重职悦于外部环境，也不忘及时调适自身。
做人绝学，莫于此！
　　曾国藩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许多历史名人都对他推崇备至。
毛泽东曾说：“他是地主阶级里最厉害的人物。
”并在军事纪律方面借鉴了曾国藩组建湘军时提倡的精神。
蒋介石更是认为曾国藩可以做他的老师，并把曾氏学问作为枕畔必备读物。
从他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中，从他的人格品位和素养里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太多太多。
如何能做到“立身如针，处事如线”；如何在多方利益纠葛的时局里营造自我发展的舞台；如何与人
相处发展人脉；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挫折⋯⋯所有的问题都能在《曾国藩为人处世的24堂课》
中找到精彩的答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为人处世的24堂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