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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百年来，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戡平乱世，戎马倥偬间亦为学不倦之人可谓极少，而曾国藩居其一
。
其文韬武略、传奇人生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且最具争议的人
物之一。
　　曾国藩生活在旧秩序行将崩溃的晚清社会，而他却能于乱世中青云直上，连跃十级，创造了清廷
任官的奇迹。
1852年他因母丧返乡，在朝廷危难时以在籍侍郎身份任湖南团练大臣，以礼治兵，组建了一支独特的
湘军。
这支极富儒家色彩的军队在他的领导下转战十年，成功击败了几乎颠覆清廷的太平军，而湘军总数也
达到三十万，以“无湘不成军”之势铸就了曾国藩政治生涯的顶峰。
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天下的曾国藩因此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被封武侯的首位文人，后又历
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死后谥“文正”，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奇人。
　　当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曾圉藩既无家学，也无根底，却以一介
儒生力挽狂澜，成为“中兴第一名臣”，获得官场上的巨大成功。
可以说，曾国藩的崛起，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
但与其权倾朝野的显赫地位相对应的是，曾国藩的内心充满了尴尬与矛盾。
他竭力维护封建纲常，却常常受到朝廷猜忌；他在封建王朝危急之时挺身而出，忠心不二，却又因对
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而郁郁寡欢，常有归隐之志。
这种种复杂矛盾之处，使得这个乱世重臣的一生都极富传奇色彩。
而曾国藩其人其文，更是把中国人在逆境中反复磨砺治学为官的智慧与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这位赫赫有名的同乡评价甚高，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
服曾文正。
”蒋介石也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还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参悟效法。
　　可以说，独树一帜的曾氏绝学，在今天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它涉及家庭教育、道德修养、军
事谋略、读书治学等方方面面。
《曾国藩传世文典》把曾国藩一生著述之精髓集中汇编，包括《挺经》、《冰鉴》、《家书》及《日
记》，从“内圣外王之法”到“观人识鉴之术”，由“立业兴家之言”至“明心见性之道”，从不同
角度反映了曾国藩之智谋权变、学问人品、文治武功，可谓句句箴言。
　　《挺经》详细记录了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心法，是其从自身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
独到的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
为避免阅读障碍，在文言文原文后我们附上了精准的白话译文，读者可对照参看。
　　《冰鉴》是曾国藩全套智略的重要部分。
“冰鉴”一词，取“以冰为镜、明察秋毫、知面知心”之义。
在《冰鉴》中，曾国藩提出各种观人之术、鉴人之略，目的是选贤任能。
全文体小思精，言简意深。
曾国藩凭借自身阅历总结的观人鉴人之法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用价值。
　　作为讲究经世致用、复兴儒学的圣哲，曾国藩恪守“立德”、“立功”、“立言”之儒家教训。
尤其在修身立德方面，他笃学力行，从不懈怠，体现了坚韧的毅力和强大的感召力。
《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是研究其生平、思想、学术乃至近代中国历史的宝贵
资料。
　　《日记》是曾氏著述中尤为奇特的部分。
曾国藩本人对日记十分重视，要求甚高，使得这些当时记载的点点滴滴在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
颇具价值。
编者从“为学”、“交友”、“修身”、“治道”、“济世”、“鉴赏”、“养生”、“悼亡”等方
面精心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章，力求使读者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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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封建士大夫
的最高追求。
本书所选之经典著述，是曾国藩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智慧的
总结。
以今观之，曾国藩独到的处世理论和智谋心得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本书不足之处，敬请指正，唯愿渎者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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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树一帜的曾氏绝学，在今天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它涉及家庭教育、道德修养、军事谋略、读书
治学等方方面面。
本书把曾国藩一生著述之精髓集中汇编，包括《挺经》、《冰鉴》、《家书》及《日记》，从“内圣
外王之法”到“观人识鉴之术”，由“立业兴家之言”至“明心见性之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曾国
藩之智谋权变、学问人品、文治武功，可谓句句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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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挺经》——内圣外王之法　　卷一　内圣　　译文　　有关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仅凭
“勤劳为政，节俭持家，谈话诚信，行事诚恳”这四句话就能终身适用并且受益无穷。
所谓话不在多，也不在深，有用即可。
　　古今圣哲先贤们的胸怀宽广可达到大德的，大概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萌生出
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程颢和程颐)的说法；诚恳到了极点以至于感动神灵，进而达到可预知前事的效
果，这是子思的遗训；安于贫困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信念，则身体康健面色光润，这是
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等人的为学宗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吟咏诗赋，所以意态闲适神色恬然，
这是陶渊明、自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
我常常悔恨自己年少时不知道努力，以至老来常有悔恨之意，对于古圣先贤们的心境情态，不能领略
一二。
所以我只能反复寻思揣摩，叹息感喟不已。
　　解读　　一个人不管是读书从政，还是做工种田，亦或是经商做学问，都离不开他修身养性程度
的高低和掌握的好坏。
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需具备“内圣”的心法素质。
贤者日：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
”即指为人立身处世，应具备一种高尚明达的心境，否则就好像在尘土里打扫衣服，在泥水里洗濯双
脚，又如何能超凡绝俗。
“慎独”即是这种境界的最高体现，而只有在自持自制的心性修养中，才能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
自律自制，修身养性，要“每日三省”。
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
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上尤为严格，每日静坐，反思己过，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修为。
所以能够名垂千古而不败。
很多人都想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成功的黄金定律，修身处世，立于不败。
许多成名的人物，也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
梁肩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潜心研究过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在晚年，他
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　“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
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日慎独则心泰，日主敬则身强，日求
仁则人悦，日思诚则神钦。
”故而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
　　概言之，“诚”可以化育天地万物，求诚须不欺，不欺必能居敬慎独，居敬慎独者必无私著，无
私著者必中虚，虚必静，静生阳，阴阳来复，是谓天行。
　　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他以“修法十二课”来约束自己的身心，下面列出这十二课的内容
。
　　一、持身敬肃。
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
之处。
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
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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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
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
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
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
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
每天仔细读史十页。
　　六、说话谨慎。
所谓祸从口出，很多人都因此招致祸患。
所以君子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最重要的功夫。
　　七、保养真气。
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
时刻以父亲的“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训导作为健体祛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
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
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的强弱。
却不能完全沉溺于中，因为作诗文特别耗费真气和时间，也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
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
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
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
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一个省心修身、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却往往是一些
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
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
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
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
”　　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
”曾国藩这点做得最到位。
在治学过程中，他每天都记日记反省自己。
曾国藩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取意于佛家语“前日之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之种种譬如明日生”
。
如果曾国藩平时没有养成明事理、析得失的良好习惯，恐怕不会在复杂的官场中不断得到升迁，并且
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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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封建士大夫
的最高追求。
本书所选之经典著述，是曾国藩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智慧的
总结。
以今观之，曾国藩独到的处世理论和智谋心得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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