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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风云际会的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众多，可没有人像曾国藩那样至今还被我们频频地关注。
人们撰写他的传记，阐述他的著作，分析他的思想⋯⋯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一个人能博得如此“身后名”，必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由于他生前播下了后人所需要的人文精神，提
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处世智慧。
人们这样评价曾国藩：“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
”毛泽东同志也十分推崇曾国藩，他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的处世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集中体现——方圆出入，刚柔并济。
我们了解了曾国藩在的人际方面的思想行为，也就差不多懂得了人际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明白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完全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整合交融，成为实用的处世方法。
人自身心理的矛盾，以及内心与现实生活的冲突，都被曾国藩利用方圆的手段予以解决，他本人也就
成为历史上杰出的人际学大家。
与单纯著书立说宣传先哲思想的文人相比，更高出一筹的是，他“经世致用”，即在学习、工作中，
在官场、战场上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世方法，获得了成功。
历史上有智慧的人很多，但要么离我们的时代遥远，传奇色彩重，要么其生活经历不丰富，留下的事
迹少；而曾国藩离现代不算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和文章，还有朋友、同事的书信日记
对他的记载。
所以他的事迹非常丰富，并且有一定的真实性，加上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他不像诸葛亮那
样，被送上神坛。
他作为人而不是神的存在，也就与我们的精神距离很近，其做人、做事、做官的原则、方法和策略，
也就更便于我们参照、学习和借鉴。
曾国藩“以静为体，以柔为用”，以至无所不至，无所不遍，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顺可逆，在方
为方，在圆为圆。
这是一种变通智慧。
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听之任之，而是顺势而为，有效而为。
人际方圆，即在识人用人上。
须圆中有方，团结凝聚各类人才；在做事上不做无用之功，出入有无，从而达到无往不胜的化境。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因困而知，因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
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这表明梁氏对曾国藩的方圆
之功夫非常欣赏和肯定。
本书用鲜活的故事和充满哲理的语言，集中展现曾国藩生前阐述最多的人际方圆智慧，以及在他身上
体现最突出的处世“功夫”。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他在做人、做事、做官方面的理念、经验和方法，间接地获得一些智慧；也可以通
过本书对他的重要著作如《冰鉴》、《挺经》以及大量笔记和日记的介绍，触摸到曾国藩思想的精髓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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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鲜活的故事和充满哲理的语言，集中展现曾国藩生前阐述最多的人际方圆智慧，以及在他身上
体现最突出的处世“功夫”。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他在做人、做事、做官方面的理念、经验和方法，间接地获得一些智慧；也可以通
过本书对他的重要著作如《冰鉴》、《挺经》以及大量笔记和日记的介绍，触摸到曾国藩思想的精髓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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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以灵活多变的方法处世打拼
　第一章 将相无种，豪杰无种
——只要能立志，做什么都可以成功
1．坚卓之志
2．独立之志
3．规模气象
4．强毅之气
5．日进无疆
　第二章 情韵趣味，生机盎然
——方法可以变，恒心不可以变
1．历久不衰
2．用志不分
3．无恒内耻
4．困知勉行
　第三章 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努力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
1．以识为主
2．先贵审力
3．器识为先
4．识量颇远
5．毋求近功
　第四章 忽主忽客，忽正忽奇
——变化中掌握做事的主动权
1．因时变通
2．宽利严礼
3．愚明柔强
4．能立能达
5．避长击短
　第五章 一龙一蛇，岂拘一格
——进退方圆，增大人生的格局
1．善退善进
2．人神同钦
3．豁达冲融
4．绰有余裕
5．善刀而藏
6．以迂为直
【国藩《挺经》】
中篇 以方圆隐忍的策略与人竞争
　第六章 勤奋之道，无价秘诀
——放下身段，才能更好地投入
1．以勤报君
2．勤可补拙
3．勤思善问
4．克勤小物
　第七章 仁者爱人，救人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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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仁爱之心拓展自己的进取之路
1．爱民　第一义
2．如待子弟
3．见谅于下
4．体恤之念
5．挺膺负责
6．留人余地
7．剀切劝导
　第八章 天缘遇之，人力求之
——用好了他人，必然成就自己
1．多选替手
2．不拘一格
3．在人不在器
4．不没其长
5．中兴得人
6．褒之若甘雨
7．以类相求
　第九章 坚忍待定，能硬能软
——忍辱负重是成功者必备特质
1．不负初心
2．隐忍于中
3．终日惕厉
4．忍是取势
5．打脱牙和血吞
6．小忍待定
7．浑含应之
　第十章 降低欲望，平淡求福
——避免受人伤害的自律方法
1．不妄取
2．守寒素
3．慎嗜欲
4．以廉服众
5．不蹈危机
【国藩《治心经》】
下篇 以低调圆融的姿态赢得人脉
　第十一章 省心缜密，见理皓明
——始终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1．养心静体
2．变化气质
3．宁静志远
4．静思默想
5．收啬生气
　第十二章 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与人交往需要以诚相待
1．血诚
2．笃守诚意
3．推诚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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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道忌贰
5．以诚换诚
6．诚者不欺
　第十三章 人无众寡，——恭敬
——以平等的态度肯定人，用感恩的情怀敬重人
1．须重礼节
2．一于恭敬
3．恭敬不懈
4．敬人敬己
5．敬畏之心
6．礼以居敬
7．敬而远之
　第十四章 一言欺诈，终不可久
——把持住个人的言语行为
1．多言多败
2．临渊履薄
3．不栽荆棘
4．须择远大
5．疑信杂生
6．谨小忽大
　第十五章 知能容愚，博能容浅
——以开放的心态容纳接受他人
1．谦谨载福
2．和平虚明
3．力除傲气
4．胸次浩大
5．民胞物与
6．不能过谦
【国藩《论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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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以灵活多变的方法处世打拼第一章 将相无种，豪杰无种——只要能立志，做什么都可以成功1.坚
卓之志曾国藩非常坚信这一点：做任何事，若能“立坚卓之志”，定会成功。
他在家里排行老大，28岁那年，考上进士，从乡下来到京城工作。
他的几个弟弟特别羡慕他，他写信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弟弟曾国潢嫌在家塾读书环境不好，想出外读书。
曾国藩认为，人如果能立志发奋自立，那么在家塾里可以读书，即使在旷野的地方、热闹的场所也可
以读书，即使是在砍柴负薪或放牧家猪的时候也可以读书；如果不能立志发奋自立，那么在家塾不能
读书，即使是在清静的地方、神仙的境地也不能读书。
最后他说：“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
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
不其戚矣！
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
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
”21岁那年，曾国藩经人引荐，到衡州府学学习过半年。
一开始，训导师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
因为曾国藩生长相不雅，一副难登大堂之相，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
，绝难有什么成正果。
另外，曾国藩生了一身皮癣，三天一刺痒，五天一出血，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烦。
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
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人小志大，实在了不起。
透过外貌看到内在可贵的东西之后，欧阳先生自然就感到曾国藩身上更有一种魅力，于是教导他也就
格外卖力，甚至产生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曾国藩的想法。
尽管他也知道曾国藩的那身皮癣实难根除，但为了女儿的前途，为了欧阳家族的书香兴旺，统统顾不
得了。
可见，一个人的成功，外在条件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在因素。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凡经历：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23岁，参加湖南院试，
被取中，列第17名，排次属中上，人了县学。
当时的湖南学政为岳镇南。
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曾国藩考中，全省排名第36名，属中上位置。
这一科钦命主考官为徐云瑞，副主考为许乃安，曾的房考官为张启庚。
道光十八年正月，曾国藩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得中，排名第38名，仍属中上。
这一届会试钦派主考官、大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副主考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曾的房考官是
季芝昌。
道光十八年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曾获一等，殿试三甲第42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曾国
藩这一路走来，或许还是为了博取功名，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希望通过考试跳出“农门”。
但曾国藩真正踏入社会，也就是说进入博弈圈打拼的时候，他才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
，就得树立更大的志向，建立更高的目标，终身为之奋斗。
穆彰阿任军机大臣十几年，门生遍天下。
他之所以喜欢曾国藩，乐意做一个汉人的靠山，或者有意把一个汉人拉到自己的势力圈子中，就是因
为看中了曾国藩的志向。
他说：“足下以三甲进翰苑，实不容易。
老夫读足下诗文，以为足下勤实有过人之处，然天赋却只有中人之资。
但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并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志向、信念，且刻苦勤实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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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像有的人，考上进士后，便扔掉四书五经之类的敲门砖，在官场混，行“厚黑”之学，而
他却继续在先哲著作中，发掘对自己做事、工作有价值的东西。
这一天，他重温《孟子》，一段内容让他获得了新的感受。
《孟子》上写到，齐国大夫公行子到燕国去，路上遇见曾元，问：“燕国的国君怎么样？
”曾元说：“没有远大的志向。
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就轻视事业，轻视事业的人，就不求贤人帮助，没有贤人帮助，怎么能胜任国家大
事呢？
他只能像氐族人和羌族人一样野蛮。
这样的人不担心自己的国家的兴亡，而只担心他死后不能沿用氐族、羌族实行火葬。
想的是蝇头小利，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啊！
”孟子曾多次会见齐宣王，但并不与宣王谈论治理国家。
孟子的学生十分疑惑，孟子说：“我要先攻破他只讲功利、霸道的坏思想。
”孟子讲仁说义，就是要让齐宣王胸怀国家，放眼天下！
原来，志向如何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如此重要，决定一个人的格局大小。
曾国藩于是也建立起自己的远大志向——“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
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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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到北京后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
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
不讲为忧”。
他特意写了一篇《立志箴》以自励：“煌煌行哲，彼不犹人？
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
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
”有了这样的志向，曾国藩在国家的危难之际，办起团练，拉起湘军与太平军展开殊死搏斗，几挫几
起，最终获得胜利。
他还办洋务，倡海禁，励精图治，以致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
曾国藩的一生当然会留下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但有一点人们大概没有异议，那就是他的成功，与他
的“坚卓之志”是分不开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愣，则近处尽可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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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因困而知，因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受之以虚，将之以勤
，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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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官经谋略》：审时度势，智慧圆融对人际，曾国藩处世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集中体
现——方圆出入，刚柔并济。
自身心理的矛盾，以及内心与现实生活的冲突，都被曾国藩用方圆的手段予以解决，他自身也就成为
历史上杰出的人际学大家，他“经世致用”，在学习、工作中，在官场战场上，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处世方法，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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