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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我们骨子里都希望自己能够出入头地，不说在某一领域叱咤风云、说一不
二，但至少要顶天立地，有模有样地做人，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否定。
    问题是，我们虽有凌云之志，但做起事来往往不能如人意。
于是，很多人开始怨天尤人，将一切的不如意归咎于命运、机遇，认为是社会对自己不公。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同样的世界、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有些人就能闯出一番天地，而你却一直一文
不名?    归根结底，这与做人做事的态度和方法有关，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自然会引发不同的结
果。
    按照曾国藩的观点，一个人能否治心养身，乃做人之始。
他的意思是：只有善于修养身心的人，才有可能培养做人的广阔胸襟，不求名利，不为是非纠缠，能
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在这里，我们将曾国藩做人做事的态度大体归纳一下。
    其一，欲成大事，不应拘泥小节、小利。
在生活中，有些人做人做事总是鬼头鬼脑，爱打“小算盘”，“偷吃”别人利益，这类人可能会因一
时得逞而窃窃自喜，但不可能长久如意。
因为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
相反，像曾国藩那样善于根据自己性格特点，取长补短，完善做人之道的人，才能做大人生局面。
    其二，把握人脉，就势结网。
虽然人人性格不同，但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学会做人，争取以最佳状态与人和睦相处，互相依托和帮
助，这样做的好处是造就一股强大的人势。
有了人势，就容易找到成功的利器。
    曾国藩在做人做事方面可谓精于世故，老谋深算，真的令人折服，如：    他善思多变，时时训练自
己灵活变通的手法，在绝路处求生路，在逆境中谋顺境，因此尽管在他的面前出现的是羊肠小道，但
在他的心中总是阳光大道，由此渡过了人生一个又一个险境，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大业。
由此可见，以变应变，是成大事的基本手段，万万不可视之为儿戏。
曾国藩一生求稳，从不急于在两眼一摸黑的情况下就显露身手，而是左右盘查，细心审视，上下琢磨
，前后思量，此等功夫铸造了一个步步为营、稳中求胜的曾国藩。
求稳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一贯之理，曾国藩如此，我们做事也应当如此，才能稳操胜券。
因此一定要学会走慢祺而不走快棋，此乃成功之大要。
    曾国藩的本领之一就在于训练自己的圆通性格，不与普通人一般见识，看透是非纠缠，明晰人生真
谛。
守住“清淡”两字，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滋养品性。
故他总是高人一筹。
这说明，不知圆通者，绝对成不了什么人生大气候。
尽管圆通不能代表一切，但它是成大事者的人性优点之一。
    曾国藩绝对是一个善打“太极拳”的大师，他把对手之长短尽收眼底，先观其表演和抖动功夫的架
势，然后乘虚而入，轻手一点，就让对手匍匐在地。
他明白：软如藤条，硬如钢铁，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究竟能在什么样的场合发挥相同的效
果。
这就是曾国藩惯用的软硬术。
本书以全新角度，结合发生在曾国藩身上的真实故事，去分析他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手段，总结出了曾
国藩为官修身的十二类心法。
这些心法是供我们学习的一面镜子，这令人想起唐太宗的一句名言：“知人，可以明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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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修身十二条心法》主要内容包括：大人常怀君子心，齐家治国济天下；业精于勤荒于嬉，君
踏实则霸业成等。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
虽然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但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学会做人，争取以最佳状态与人和睦相处，互相依托
和帮助，这样做的好处是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而更容易找到成功的利器。
《曾国藩修身十二条心法》是一本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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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辑 治身治心，圣有所生 心法一 大人常怀君子心，齐家治国济天下 清廉节俭不忘根本，不贪不奢无
欲则刚 心无杂念不拘得失，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以诚驭人群伦影从 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倾力安邦达济天下 心法二 戒焦躁修身养性，常悔缺改过迁善 荣也自在辱也自在，此心平常否
极泰来 怒上心头一忍最高，事到临头三思为妙 闲谈之时莫论人非，祸从口出慎言最好 人无自省如病
入髓，应常悔缺改过迁善 心法三 人生当有人生志，誓从雉卵变蛟龙 从大处着眼观天下，见人之未见
断时局 人生当有人生之志，志存高远不人俗流 志不强者则智不达，活就要活出个样子 人需自强自立
精神，咬定青山便不放松 心法四 业精于勤荒于嬉，君踏实则霸业成 莫以事小而不为之，滴水虽微渐
盈大器 勤成大事惰误人生，学无止境切莫倦怠 想法太多堕入空想，君踏实则霸业有成 不固己见亦不
轻信，掌握根本拒绝盲从 心法五 宝剑锋从磨砺出，苦难面前要撑住 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受辱受挫仍
需振作 君子持威重执坚忍，必然内大治外无敌 英雄或可以被毁灭，但是绝不能被击倒 自救之人天必
救之，磨砺身心顽强自助 心法六 大度包容天下事，处处呈现英雄气 处世要有豁达之心，成大器需靠
英雄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以待人莫拘小节 立身处世别太清高，宽能得众贵在雅量 人有恩于我不
可忘，而有怨则不可不忘 下辑 灵活处世，王有所成 ⋯⋯ 心法七 心急难吃热豆腐，缓中养得真功夫 心
法八 刚与柔不可缺一，阴与阳二者相济 心法九 为大事能屈能伸，求安宁装装糊涂 心法十 条条大路通
罗马，就势择路顺势行 心法十一 树独矗不成市市，好汉要有好汉帮 心法十二 从来高处不胜寒，还需
防患于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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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孟子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意在告诫世人应收敛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不然品性将会变质，即所求越多，所失越大。
对此，郑板桥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干仞，无欲则刚。
”意思是说：大海之所以无限宽广，是因为它可以容纳众多河流，这里借指人心；干仞绝壁之所以能
够巍然耸立，是因为它没有世俗的欲望，借喻人只有做到清心寡欲，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
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在禁烟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在告诫自己：只有广纳入言，才能博取众
长，把事情做得更好；只有杜绝私欲，才能如大山般刚正不阿，屹立于世。
林则徐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以此言来警醒自己，他所倡导的这种精神着实令人敬佩，对于后人而言
也有莫大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欲是人的一种生活本能，人活于世，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望也是
促使人上进的一种动力。
所谓“无欲则刚”，并不是要人们彻底压抑欲望，而是要有尺度地克制私欲。
人一旦能够克制住私欲，就能清心寡欲，淡泊守志；能够克制住私欲，就能刚锋永在，清节长存。
相反，欲望过度，就会心生贪念。
人一旦与这个“贪”字挂钩，必然欲壑难填，攫求无已，最终导致纵欲成灾。
 常言道“人若无欲品自高”，人若能够节制住欲望，品性自然会愈发趋于高尚，少染尘泥，便可如苍
松翠柏般昂然而立，永不摧折。
 曾国藩通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败。
他举和坤的例子说，和坤当年受高宗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财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
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
他说，人无论贫富，都只能居住一间房子，睡一张床。
他说的是人的，消费是有限度的。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
是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建造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
一时乡人颇有浮议。
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
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将其毁掉。
曾国藩的女儿时年八岁，她后来回忆说：“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曾记有这样的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
三个月没能攻克。
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
鲁仲连说：“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起就手持锹镬，做士卒的榜样，全军上下都
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洒泪而跃跃欲试的，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缘故啊
。
现在，您东边有府邑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遨游淄上的快乐，身披黄金饰带而驰骋在淄渑大地，尽情享
受活着的欢乐却没有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不能战胜狄人的原因啊！
”曾国藩说，我曾对鲁仲连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是正确无比、不可更改的高论。
1864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我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
遣散原籍务农去了。
到了1865年5月，我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匪，湘军跟随的极少，专门任用皖沪的淮军。
我看到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也缺少忧患危机意识，暗暗担忧，恐怕他们不能平定流贼。
《庄子》上有“两军相对哀者胜”的话，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
后来，我因为生病而上疏请求退休，于是解除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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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最终用淮军削平了捻军，这大概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的缘故吧。
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胜，只在
于主帅审时度势，善于运用罢了。
我以往单单主张“忧勤”这一种说法，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姑且记载在这里，用来记住我的偏颇，同时也可知古人的精言妙论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有它
所适应的情况。
但是，我们做事总不能没有忧患的意识。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
身体勤快就强，安逸就病弱。
家勤就兴，懒就衰败。
国勤就治，惰怠就会发生动乱。
军勤就胜，懒惰就败。
懒惰是没有士气。
提升军队的士气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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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修身十二条心法》分为治身治心，圣有所生；灵活处世，王有所成两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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