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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清末名臣曾国藩（1811-1872），长期以来争议很大，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曾经钦佩他。
曾国藩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成就在哪里？
他智慧的源泉在哪里？
他与中国文化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本书所要重新解读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我认为只有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源流重新解读曾国藩，才能得
到一个真正的曾国藩。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内圣外王一一解读一代儒宗曾国藩》起因。
因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是曾国藩智慧的源泉。
当前很多曾国藩书籍的热点往往看重曾国藩事功，热衷于曾国藩史料的搜集，热衷于写曾国藩的传记
，热衷于写曾国藩的小说，对于曾国藩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还很薄弱。
这本专著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或许对研究曾国藩多了一份解读。
因此，本书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解读曾国藩首先是一个修行者，而且是一个成功的修行者，所以他能
够像佛教所说的那样，临终安祥而去，这就是“瑞像”。
他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承前启后，成为新儒家的创始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圣外王>>

内容概要

　　《内圣外王：解读一代儒宗曾国藩》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本源，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行之道、成
功之道、艺术之道、健康之道、财富之道，其中修行是根本，其成功、艺术、健康、财富等等都是从
修行而得来的附属产品。
追溯曾国藩智慧的源泉，也就是追溯中国文化的智慧，因此，曾国藩已经超越了他自身，他是一种文
化现象，他是一种人生智慧。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的成功，不是他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事业；不是他以一
介书生打败了太平天国；不是他位极人臣，统管数省；不是他改革开放，最早开始搞洋务运动。
所有这些都是他出世不离入世的附属产物。
曾国藩的成功，是他一生立志成圣而得善终正寝。
历史英雄那么多，他们可以战胜百万雄师，可真正能够战胜自己的人又有多少呢？
曾国藩既能够在战场上战胜百万雄师，而且又能够在个人修行的道路上战胜自己。
这就是曾国藩超越古今一切英雄的地方。
 　　《内圣外王：解读一代儒宗曾国藩》与您一同解读一代儒宗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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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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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士全书白话解》、《新版安士全书校注》、等书出版，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总文字五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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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与曾国藩1.什么叫文化2.中国文化及其哲学3.中国禅文化4.理学与禅宗5.曾国藩与中国
文化第二章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1.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2.曾国藩的经济学与
《大学》“修齐治平”是紧密联系的3.曾国藩思想一生没有“三变”，儒家的精神始终贯穿他的一生
第三章 曾国藩形而上“道"论1.“道”的本源，“一以贯之”2.“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3.曾国
藩的“知命”哲学第四章 曾国藩与佛教1.诗文入禅，求静近佛2.洗涤旧染，改造命运3.机到神到，言外
顿悟4.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5.克已奉公，回归本源第五章 从中国文化看曾国藩的人才观1.重人求贤
若渴2.用人不拘一格3.识人未卜先知4.育人循循善诱5.训人情理并茂6.律人以身作则7.管人恩威并施8.为
人立德为本第六章 曾国藩诗歌创作研究1.以诗言志，陶冶性情2.以诗写实，为民请命3.借景抒情，情理
交融4.咏古讽今，旁敲侧击5.忧国忧民，慷慨悲歌第七章 曾国藩对联研究1.为己箴联：人生修行的心志
流露2.为景题联：无情都是有情物3.为人赠联：深情中寄托人生指归4.为亡挽联：盖棺论定悟无常第八
章 曾国藩古文创作研究1.从桐城派到湘乡派：文道统一，经世致用2.一脉相承“文气说”3.从阴阳哲学
到文学审美4.《顺性命之理论》赏析第九章 曾国藩养生研究1.吾他日当俄然而逝2.涤其旧染，日日用功
有常，则可以保身体3.慎独则心安，守身之先务4.“静”字功夫要紧5.养生以少恼怒为本，降伏此心，
释氏所谓降龙伏虎6.尽其在我，听其在天7.节欲，节饮食第十章 从曾国藩的故事看传统文化1.月老爱才
变岳父2.为人能“忍”的学生3.曾国藩说《挺经》4.“六尺巷”5.墨经出山6.“曾剃头”7.曾左交情始
末8.“老弟上当了”9.甘心受骗10.问鼎轻重11.天津教案第十一章 从《论语别裁》看南怀瑾评价曾国
藩1.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2.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最多一
、二十人而已3.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4.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5.得少住时且少住，要如
何处便如何6.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7.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8.怕孔子会发牢骚——粪土之
墙不可朽也9.《冰鉴》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10.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第十二章 一脉相承
的财富之道——保富法1.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2.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3.求阙4.一因
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5.天道最公，人算不如天算6.名人评《保富法》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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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曾国藩热的出现，研究曾国藩的专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出，然而，
如果不从曾国藩的思想渊源去研究，就很难找到一个全面的曾国藩。
很多论文和专著中都说曾国藩是理学家，这个评价也是站不住脚的。
本章论述曾国藩不是理学家，而把他定位为新儒学创始人，他的新儒学，经济（经世济民）思想是最
大的特点，同时他集中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为一体，为儒家文化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儒家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
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
因为立足于经世致用，所以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人说他一生有三变。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
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
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块里程碑。
一、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要认识曾国藩思想的传承关系以及发展脉络，首先
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文化已经无法考证，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从“轴心时代”开始
。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
代”。
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
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
因此，雅斯贝尔斯指出： “这个轴心位于对人性的形成而言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
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
”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自从轴心时代出了孔子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左右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
。
但是中国文化决不仅仅只有儒家文化。
老庄的道家思想是一大主流，当然不能与后来发展而来的国教道教同日而语，因为道家思想不是一种
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想。
后来传人中国的佛教，也融人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基础。
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在西汉形成而发展的。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他搞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的断代时代，这个王朝非常短，所以中国文化正
像杜甫的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很快，西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儒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
然而，老庄道学也在汉朝后期得到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
，可它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带有越来越多的欺骗性，受到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
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
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
因此，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
》、《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越来越深刻。
在这个时期，佛教也开始传人中国，中国三家思想融合，出现了中国佛学。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现在学术界有争议，但是传统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
不过现在还有证据说明在明帝以前中国已经有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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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被人认为是有神秘法术的宗教，与阴阳家的和后来道
教的神秘法术相似。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晚年出关， “莫知其所终”。
有人因此就说老子去西方，到达印度，创立佛教。
所以，佛教传人中国时最先是靠近道家和道教。
翻译佛经时，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
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
虽然后来因怕造成误解而有所纠正，但“格义”佛教仍然存在。
就是五世纪的佛学大师，甚至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在内，继续使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
”、“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
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融合，
导致中国佛学的建立。
冯友兰因此提出要区别“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这两个概念。
当佛教东来，道教也乘时而兴之时，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
，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薄弱日益暴露出来。
但这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解决。
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公元622年重建起来。
唐太宗（公元627—649年）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
这时候，道家和佛教也都处于兴旺阶段，人们变得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
因此在儒家出现了性命之学的讨论。
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
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长》）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儒学家们经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
宋明理学，使儒学文化出现了第二期发展的历史。
宋朝理学出现之后， “微言大义”几乎成为理学家阐释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孔子所留下的并不多的
语言成了微言大义的不可穷尽的源泉。
其中较有影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
其中诠释《论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元代经学继承宋儒传统。
明代经学衰微，惟有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行世。
明清之际经学复兴，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较为著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炮舰、鸦片烟枪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涌人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思
想受到重大的冲击与挑战。
理学虽然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道德的堕落和官场的日益腐败，久处官场的理学家们变得越
来越虚伪，理学仅仅是他们走入仕途的敲门砖，仅仅是他们腐败本质的遮羞布。
因此，理学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
此时，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打起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旗号，不仅儒家文化，连整个中国文化都面临着灭
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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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有识之士，承担了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被空谈性理的理学所约束。
他在京期间，他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更注重务实精神。
他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理学家的内省本来来自佛教禅宗的观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没有一点污染， “存天理，灭人欲”，
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约束本来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在家静坐，不关心世事，这就违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与佛教只求自度而
不求度人的小乘佛教相似，其最高境界只能成就阿罗汉的果位。
孟子说，要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是在心怀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
面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衰颓、堕落，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沉沦，如果一个人仍旧躲在自己的象牙塔
内搞静坐，不去关心世事，又怎么能够实现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偏颇，于是开始改造理学而创立他的新儒学。
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
这说明唐鉴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不排斥经济之学，已有理学经世倾向。
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调和汉宋之争的基础上，超越他的理学师友，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中
独立划分出来，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
他提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争，在孔
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此四者缺一不可。
”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性命，而略于经世致用。
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
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
曾国藩的“经济学”，虽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它并非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精神，而是儒家思想与
时俱进的产物。
在四门学科中，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经济学的目的。
其他像词章、考据是服务于义理的，而仅仅是知道义理，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那么这样的义理，曾
国藩认为是没有作用的。
曾国藩讨厌说了不做，他重视“道德实践”，这便是传统儒家所说的“诚’字。
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主也。
故曰诚者物主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
”。
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虚伪，不能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处处都是男盗女娼，一定知行统一，言行
一致。
因此，曾国藩的经济学，不是做官发财的经济学，而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说理与行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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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早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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