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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国藩，19世纪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于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
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
他从湖南乡下的一名普通秀才成为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位列晚清“三大重臣”之首。
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
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这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
作用和影响。
为何世人对曾国藩有如此高的评价？
他的成功之处又在什么地方呢？
《曾国藩全鉴》力求站在历史的角度，全方位、多视角真实地反映曾国藩的一生。
从《曾国藩挺经》、《曾国藩冰鉴》、《曾国藩家书》等入手，揭示曾国藩成为名臣的诀窍以及全面
阐释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妙论箴言，并结合具体史实，进行深入探讨，为了既尽量忠实反映曾国藩
的修为思想，又使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我们基本上采用“原典”、“译文”、“解读”的形式
阐述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原典”是曾国藩的言论的直接引用；“译文”则是用白话文对“原典”译释，便于读者理解；“解
读”则是以曾国藩的行为、言论为主，结合历史上的有关事实，对“原文”内容所做的剖析和引申。
与同类的出版物相此，该书除了具有指导人生成功的实用性以外，还具有三个尤为显著的特点。
其一是浓缩性。
《曾国藩全鉴》浓缩了曾国藩一生的精华，使本书不仅是一部对从政具有指导作用的全鉴，还是一部
集修身、处世、识人用人、治军、为政于一体的人生成功学全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全鉴>>

内容概要

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洋务之父，最后一位理学大师、近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之
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本书收录了《冰鉴》、《挺经》、《曾国藩家书》，附录了曾国藩小传，力求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
位，多视角真实地反映曾国藩的思想和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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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曾国藩 译者：东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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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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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　第二章　坚忍　　不怨不尤.坚忍为第一要义　　忍者：一种意志的承受力　　曾国藩所贯彻
的“拙诚”主义　第三章　刚柔　　不卑不亢　刚柔互济　　“刚”性太强．便以“柔”性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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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曾国藩修身处世表述　第十章　励志　　做人从立志开始　　励志之根本，就在道德修养之中
　　曾国藩“励志”法深得世人景仰　第十一章　家范一一　　崇俭鄙奢，以和为本　　以“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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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曾国藩的天人观和心物观，统统是围绕“内圣”之学来立论的，所以他与其他理学家一样，强
调个人的涵养功夫。
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
君子，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了。
如果真诚而不自欺欺人，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他看来，“圣学王道”的核心就在一个“诚”字。
什么叫做“诚”？
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有“专心纯一”的意思。
以孔子为例，。
他认为，孔子是专心诚意的典型，至诚，可以产生神奇的功力，所以曾国藩称之为“诚神”。
然而，曾国藩远不止是把“诚”解释成这种语义学上的意义，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哲学范畴。
他说：“诚便是忠信。
”作为一种自我涵养的理学体系，他从“不欺、不著私物、忠信”生发开去，进而说：“无私著者，
至虚者也。
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
”他的“无私著”或“至虚”，实质上是顺应自然。
在“诚一不欺一无私著一虚一物来顺应”的这个涵养功夫的理学体系中，曾国藩继承程朱之学，把道
家的“虚静”与佛家的“人定”引人了儒学。
他跟佛家一样，把“静坐”当做达到“虚”的一个重要手段。
他强调，“总是要静”，“‘静’字功夫要紧”。
如何才能“静”？
途径多样。
而重要的一条是“耐”。
纵观曾国藩一生，得“耐”字之益甚大。
在失败之中，他因能“耐”，故坚忍不拔；在胜利之中，他因能“耐”，故未得意忘形；在待人交友
之际，他因能“耐”，故多投契而少念忌；在接物处事之际，他因能“耐”，故临乱不慌，有条不紊
。
所以他说：“耐”则归于静，趋于贞。
贞者，正也。
贞足干事，贞中养身。
从处事、省身、见理这样的角度考虑，戒浮主静，确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一着。
然而，如果把“静”提到了过分的高度，由“静”而“虚”，由“虚”而“无”，万事皆空，百念俱
灰，不图进取，.不思创新，则“静”或“静坐”便成为灰色人生的起点。
曾国藩虽然从理学上主张“静”，但他实际上如自己在日记上常反映的，“不能安坐”、“心不静”
，名利之心，升官之望，加上忠君报国之志，总是刻刻在缠绕着他；他一生并没有几个时辰“虚静”
过，这是一方面；另外，他在理论上也确实把“静”看成“一阳初动”的契机。
概括地说，要在静中蓄养一股生意，静极生阳，静是启的准备阶段。
这样，曾国藩又把理学家的“静坐”与道家的“虚静”和佛家的“人定”区别了开来。
曾国藩又认为，“慎独”是立诚主静的集中表现。
只有自慊无欲，才能静，故“慎独则心安”。
周敦颐说：“无欲故静。
”曾国藩的“静极”、“无私著”、“至虚”，也是把“诚、静、慎独”提到了“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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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全鉴》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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