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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升迁就学曾国藩曾国藩，神一样的官场达人，却是靠一败再败垒起来的。
梁启超赞之：“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赏之：“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告诫儿孙们：“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
国之政治家。
”三人之评，评起来一个高高大大的曾国藩。
后人都说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
凡是为曾国藩立传的人，从来没人敢说曾国藩出过错，似乎这位曾老先生真就是一位 “完人”，真的
一生没犯过错误，他人生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件事例都是那么完美无缺。
这不可能，这是造神。
人们越造神，真实的曾国藩就离咱们越远。
面对一位这么高大完美的曾老先生，谁也不知道该从哪儿学起。
其实曾老先生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世上根本没有“完人”这回事。
他是一个真实的普通人，他这一生也是在挫折和磨砺中一点点学习，逐渐成长起来的。
你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曾文正公，上学的时候曾经被自己的父亲所误，几乎毁掉吗？
你知道曾国藩年轻时曾经是个不开窍的书呆子，做了好多又好玩、又好笑的傻事吗？
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学会为人处世的吗？
你知道曾国藩曾经一时冲动乱上奏折和咸丰皇帝吵架，结果吃了好大的亏，把自己搞得有多狼狈吗？
你知道曾老先生自从草创湘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挫，打了多少败仗，怎么靠着运气生存下来，
被战争逼着学会战争？
死读书，呆做官，赶鸭子上架创湘军，别人都晕他独醒，别人都胜他偏败。
战城陵，战武昌，血战田家镇，刀头舔血，玩命硬扛；败靖港，败九江，坐困祁门，死里求活，几次
跳江；上斗皇上下斗巡抚，外斗满臣内斗老乡，硬着头皮耍心眼儿；混浊闷愣，跟头把式，一步步把
自己磨炼成了湘军大帅；克安庆，围天京，满腹韬略，用兵如神，究其出处，却也平常。
到最后平定天下，曾国藩却彻底困于政局，被当权者猜疑，打击，弄得灰头土脸；晚年虽然倾心于洋
务运动，也多有谋划，但总的来说，基本一事无成。
说到做人，曾国藩诚实、坦率、有勇气；说到做官，曾老先生无非一个三字经：“正、硬、愣”。
这是他为人处世的大法宝，世上凡是当官的人，要想做出一番成绩来，这三个字一定要吃透。
看完这本书，每位读者都会轻轻嘘一口气，笑着说：原来如此。
曾国藩的经历不可复制，但曾国藩的人生经验，我们这些后人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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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升迁就学曾国藩》是第一部全面讲述曾国藩从草根平民到官圣的升迁经历。
曾国藩出身贫寒、其貌不扬、又不善于钻营投机，他一生行得正，走得稳，虽然历经磨难，但总体还
是直线升官，12年间升了十级，位极人臣。
他一生都在跟太平天国干仗，打赢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
本书详细地记述了曾国藩的传奇一生，在着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曾国藩的
仕途智慧和处世哲学，并提炼出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曾氏当官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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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浦云，本名许葆云，知名历史学者，资深作家，致力于晚清近代史和人物的研究，并很快成为
该领域的专家，有多篇文章发表，影响很大。
代表作有《大明平倭传》、《沉沦的舰队》。
其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史料扎实，文笔流畅，擅长刻画人物，极富感染力，故事非常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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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再三寻死
　3.重整旗鼓
　4.血搏城陵矶
第七章　和朝廷死磕到底
　1.战武昌，热闹在战外
　2.皇帝不靠谱，气死牛大臣
　3.把湘军架在火上烤
第八章　湘军的惨败之路
　1.凿开铜墙铁壁
　2.血溅半壁山
　3.黄梅，最后的冲击波
　4.书呆子和战神的较量
　5.水上的惨败
第九章　湘军败而又败
　1.水师泡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升迁就学曾国藩>>

　2.老塔死了，老罗奔了
　3.光杆司令要讨饭
　4.石达开来了
　5.活着就是凑合
第十章　走不出的低谷
　1.曾门四狼
　2.空心大帅
　3.太平天国窝里斗
第十一章　我的湘军谁做主
　1.跟皇上死磕
　2.曾国藩歇了菜
　3.湘军重聚人气
　4.等的就是再出山
　5.我的湘军我做主
第十二章　到安庆去战斗
　1.部队大换血
　2.虚无的“四川总督”
　3.左宗棠的毛病
　4.兵发安庆
　5.面对陷害，湘军团结起来
第十三章　送上门的权柄
　1.老曾PK皇上
　2.实权到手了
　3.真战略和假计划
　4.结硬寨，打呆仗
第十四章　祁门玩火
　1.倔犟的总督
　2.噩梦来了
　3.老实人“学坏”
　4.一怒失“二李”
　5.密密麻麻的危险
第十五章　血洗安庆
　1.李秀成走了
　2.陈玉成来了
　3.千条妙计和“一定之规”
　4.棋错一招
　5.绞肉机
　6.湘军的疯狂
第十六章　奔向天京
　1.慈禧的政变
　2.四个巡抚大吏
　3.曾国荃的逻辑
　4.官文的小把戏
第十七章　不可思议的战斗
　1.大冒进
　2.这样能顶得住吗
　3.太平天国快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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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浑蛋”曾老九
第十八章　天京陷落
　1.窝里斗
　2.钱的“鬼咒”
　3.老曾斗洋人
　4.吉字营疯了
第十九章　湘军，泡沫来了
　1.造反的传说
　2.裁撤？
遗弃！

　3.湘军大帅寻恩仇
　4.找死的王爷
　5.老帅遇上新对手
　6.摔个大跟头
第二十章　最后的落幕
　1.从两江到直隶
　2.天津教案
　3.最后再操点儿心
后记
一生磨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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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怕失败怕成功曾国藩是一个乡下土财主的儿子，为什么非要看“精刻版”？
这句责问是事出有因的。
曾家在他们那个穷村里确实算个“富户”，可要真是拿出来比，还真算不上财主。
这些年家里供着曾麟书考功名，后来又供着曾国藩读书考试，一回回往里填钱，手里本已不宽裕了，
这次小曾在外头又着实胡花了一笔，欠了人家上百两银子，还了账之后，曾家就再也拿不出现钱来了
。
偏这一年又是“大比”之年，曾国藩应该再次上京赶考，可家里没钱怎么办？
父亲只好出去找亲戚借，费了半天口水，总共才借来三十三吊钱。
按现在的说法，这点儿钱勉强够买一张去北京的“单程票”。
可回来的时候怎么办？
要说曾国藩这小伙子，胆儿又大人又倔，一咬牙，揣起这三十三吊钱就奔了北京，一路上他一个子儿
一个子儿地抠着省着，好容易到了北京，一掏口袋，只剩三吊钱了。
你看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上回花一百两银子买套书，这回还没挨到考试呢，手里连吃饭的钱
都不够了。
这两次赶考路费上的“前宽后紧”，对曾国藩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玩过“奢侈”，不管官做到多大，始终像个乡下人一样朴素节俭。
——生活节俭，就不需要太多的钱，不需要钱，自然不用贪污，不贪，当官就当得硬气，当得长久，
当得心安理得。
曾国藩年轻时养成的节俭朴素的好习惯，让他着实受益了一辈子。
后来官越做越大，各种非议也越来越多，但在“官声”方面他始终清清白白，没被人戳过脊梁骨。
好在这一回小曾的时运到了，三场考罢，又经过殿试，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消息一出，曾国藩又羞又气，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也顾不得手里没钱了，立
刻就要回老家！
中了进士不但不开心，反而气成这样，这是怎么说的？
原来清朝的科举制度，进士分成三榜。
第一榜就仨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位的荣耀体面就不用说了。
第二榜叫“进士及第”，凡在二榜之列的，将来可以进翰林院深造，散馆后成绩好的可以留在翰林院
当编修、检讨，其他的则派到各部衙门，或放到外地为官。
现在曾国藩中的是第三榜，叫做“同进士出身”，表面意思是“跟进士一样”，其实却是在强调跟进
士不一样，低一等。
而且三榜的“同进士”也不能进翰林院。
就为这“同进士”三个字，曾国藩这小子气急败坏，立刻就要卷袖子离京返乡。
这事可怪了！
曾国藩这人性格倔犟，韧劲十足，头两年考不上，他根本不在乎，这场考上了，怎么反而为了一点“
名分”的事儿把自己气成这样？
简直就是不管不顾了。
一个向来坚强的人，怎么忽然变得这么脆弱？
因为曾国藩从小立的志向太大了。
他进京赶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告慰他的祖父，解脱他的父亲，荣耀他的母亲，湘乡曾氏八辈儿
祖宗都瞪眼看着他！
他五岁识字，十岁立志，苦读十多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始终是进士，翰林！
现在一个“同进士”，等于把他的人生目标整个儿来了个腰斩！
考不中没关系，他可以再考，可现在考中了个“半截子”，让小曾怎么办？
于是坚韧老成的曾国藩彻底失控了，甚至可以说，即将自毁了。
应该说这是曾国藩——也是很多年轻人性格上的一大弱点。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升迁就学曾国藩>>

他们从小就立下大志，而且一直在向这方面努力，结果，他们就把自己的人生目标看得太重了。
失败的时候他们可以坚持再坚持，可当成功就在眼前时，他们却急着用自己的标准去估量名利的大小
，像个债主一样拿着自己“曾经多么努力”的账单儿，试图向社会“讨债”，讨不到就暴跳如雷，甚
至迷失自我，给自己的人生带来重创。
不少原本可以成才的年轻人，只因为对“成功瞬间”这一关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结果在即将成功时
，却意外地被“自己”打垮了。
——记住，这个世界上绝不止你一个人在努力，大家都在努力。
而成功，不但要看每个人努力的程度，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所以当付出了努力，即将享受成果时，最好不要计较“果子”的大小，只管开心地品尝它就行了。
如果一定要计较，那也应该把成就的所有“等级”都排一遍，然后主动把自己摆在较低的等级上，这
样，当你的收获高于你的预估时，将可以享受双倍的喜悦，结果不理想时也有个心理准备，免得被“
突如其来的挫败”迎面击倒。
简单地说，就是：人要有自信，但不能太自恋；目标要高，但一定要有百折不挠的耐力。
眼前的曾国藩就是这样。
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因为计较“名利”而几乎失去了理智。
幸亏这时候有个在北京的湖南老乡及时拉了他一把，不然在晚清的历史上就没有曾国藩这么一号人物
了。
这位老乡名叫劳崇光，早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和他结识。
现在劳崇光已经当上了翰林院编修，在湖南会馆里见自己这位小同乡歇斯底里大发作，闹着要回老家
，赶紧劝住了他。
因为这整场考试还没完，后面还有一场叫“朝考”（真够复杂的）。
如果这一场考得好，还是可以进翰林院的。
最后曾国藩到底被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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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生磨成神    曾国藩的一生，需要有个盖棺定论。
    曾国藩这个人很有个性，总结起来是三个字：正、硬、愣。
    正，是诚实；硬，是坦率；愣，是勇气。
其中“正”字是为首的。
因为老曾正直，人不贪，心不坏，所以他才能有一“硬”，有一“愣”。
    “正、硬、愣”，这个三个经，是为人处世的大法宝。
尤其当官的人，要想做出一番成绩来，这三个字一定要吃透。
    这个又正又硬又愣的倔老头子，活着的时候为了不受朝廷的欺负，半辈子都在用自己的脑袋往时代
的“冰层”上碰撞，撞来撞去，倒真给他碰出一道裂缝儿来。
    ——为了冰层上这条最初的“裂缝儿”，我们这些后人，得感谢曾国藩。
    但撞击冰层，做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这未必是曾国藩的初衷。
他原本是想当个好学生、好儒生、好夫子的。
    自从孔圣人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阐述前人的学说，自己不进行创作，相信古代的事物
并无限推崇）这个观点之后，几千年了，中国人把古人那点儿思想性的东西啃了又啃嚼了又嚼，重复
重复再重复。
可后世人几千年里却没再搞出什么新思想来——就算搞出来，儒生们也不认这个账。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几千年就这么闷头闷脑地过去了。
    闷头闷脑的曾国藩，天生就长了一张“儒生”的脸，从头“儒”到脚，简直“儒”透了。
年轻时的他努力要做个好儒生、好夫子，从这上看，老曾做得算不错了，说他是个“大儒”也够格儿
。
可中年以后，他开始控大局，办大事，想大问题，结果这个原本死心眼子的湖南小老头儿从不懂变通
，到尝试变通，学会变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开窍儿。
晚年的他已经试着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睁眼看世界⋯⋯虽然寿数有限，他只说了几句话，做了
几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动手实施就去世了，可毕竟能做的做了，该想的想了，可以说的说了。
    ——虽然曾国藩去世的时候“洋务运动”刚开了个头儿，可老曾也算是洋务运动的开山鼻祖了。
    同时，曾国藩这位大儒一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儒家思想不是僵的，不是死的，它能吸收，能变通
，能追得上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只要我们又述又作，好古，更加好“今”。
    曾国藩身后留下了不少东西，《挺经》、《冰鉴》、《家书》，格言警句数也数不清了。
他的政治谋略有过人之处，军事思想有过人之处，治军方法有过人之处，他的持家、教子、为人、处
世，方方面面皆有独到之处。
    ——这些，皆可以为后人师。
曾国藩留下的那些书，也全都值得细看。
    也有人说了，曾国藩是个老祸害，清朝灭亡之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究其根源，就从曾国藩“创
建湘军”这事儿上起的。
    这么说也有影儿，但有些牵强。
    ——中国历史上凡是改朝换代，多有“军阀混战”。
因为清亡之后军阀混战，就骂曾国藩是祸首，似乎过于严厉了。
    曾国藩死后，人们一直没让他消停过。
有人捧他为“神”，有人斥他为“鬼”。
可说到底，世间何来鬼神？
曾国藩，不过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一生的成就，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慢慢腾腾走出来的。
你要是拿着放大镜看他踩出来的“脚印儿”，会发现每个脚印都平淡无奇，简直不值得研究。
可是放下放大镜再看，却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又蔫又倔的湖南小老头儿，一辈子走得这么远，足迹留
得这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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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一生写下过很多精彩的诗篇，但我觉得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这么两句：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那些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再吃，既不思考也不尝试的，到死还是猴子；而那打
定一个“呆”主意，抱住一个“硬”念想儿，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磨石头的，磨着磨着，不知什么时
候就磨成了“人”。
    人这一生，短暂，平淡，对错难分。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呢？
    无非是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多多少少，磨几块石头罢了。
正应了那句话：伟大是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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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曾国藩的一生，需要有个盖棺定论。
　　曾国藩这个人很有个性，总结起来是三个字：正、硬、愣。
　　正，是诚实；硬，是坦率；愣，是勇气。
其中&ldquo;正&rdquo;字是为首的。
因为老曾正直，人不贪，心不坏，所以他才能有一&ldquo;硬&rdquo;，有一&ldquo;愣&rdquo;。
　　&ldquo;正、硬、愣&rdquo;，这个三个经，是为人处世的大法宝。
尤其当官的人，要想做出一番成绩来，这三个字一定要吃透。
　　这个又正又硬又愣的倔老头子，活着的时候为了不受朝廷的欺负，半辈子都在用自己的脑袋往时
代的&ldquo;冰层&rdquo;上碰撞，撞来撞去，倒真给他碰出一道裂缝儿来。
　　&mdash;&mdash;为了冰层上这条最初的&ldquo;裂缝儿&rdquo;，我们这些后人，得感谢曾国藩。
　　但撞击冰层，做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这未必是曾国藩的初衷。
他原本是想当个好学生、好儒生、好夫子的。
　　自从孔圣人提出&ldquo;述而不作，信而好古&rdquo;（只阐述前人的学说，自己不进行创作，相
信古代的事物并无限推崇）这个观点之后，几千年了，中国人把古人那点儿思想性的东西啃了又啃嚼
了又嚼，重复重复再重复。
可后世人几千年里却没再搞出什么新思想来&mdash;&mdash;就算搞出来，儒生们也不认这个账。
　　&ldquo;述而不作，信而好古&rdquo;，几千年就这么闷头闷脑地过去了。
　　闷头闷脑的曾国藩，天生就长了一张&ldquo;儒生&rdquo;的脸，从头&ldquo;儒&rdquo;到脚，简
直&ldquo;儒&rdquo;透了。
年轻时的他努力要做个好儒生、好夫子，从这上看，老曾做得算不错了，说他是个&ldquo;大
儒&rdquo;也够格儿。
可中年以后，他开始控大局，办大事，想大问题，结果这个原本死心眼子的湖南小老头儿从不懂变通
，到尝试变通，学会变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开窍儿。
晚年的他已经试着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睁眼看世界&hellip;&hellip;虽然寿数有限，他只说了几句
话，做了几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动手实施就去世了，可毕竟能做的做了，该想的想了，可以说的说了
。
　　&mdash;&mdash;虽然曾国藩去世的时候&ldquo;洋务运动&rdquo;刚开了个头儿，可老曾也算是洋
务运动的开山鼻祖了。
　　同时，曾国藩这位大儒一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儒家思想不是僵的，不是死的，它能吸收，能变
通，能追得上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mdash;&mdash;只要我们又述又作，好古，更加好&ldquo;今&rdquo;。
　　曾国藩身后留下了不少东西，《挺经》、《冰鉴》、《家书》，格言警句数也数不清了。
他的政治谋略有过人之处，军事思想有过人之处，治军方法有过人之处，他的持家、教子、为人、处
世，方方面面皆有独到之处。
　　&mdash;&mdash;这些，皆可以为后人师。
曾国藩留下的那些书，也全都值得细看。
　　也有人说了，曾国藩是个老祸害，清朝灭亡之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究其根源，就从曾国
藩&ldquo;创建湘军&rdquo;这事儿上起的。
　　这么说也有影儿，但有些牵强。
　　&mdash;&mdash;中国历史上凡是改朝换代，多有&ldquo;军阀混战&rdquo;。
因为清亡之后军阀混战，就骂曾国藩是祸首，似乎过于严厉了。
　　曾国藩死后，人们一直没让他消停过。
有人捧他为&ldquo;神&rdquo;，有人斥他为&ldquo;鬼&rdquo;。
可说到底，世间何来鬼神？
曾国藩，不过就是个普普通通的&ldquo;人&rdquo;，他一生的成就，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慢慢腾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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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
你要是拿着放大镜看他踩出来的&ldquo;脚印儿&rdquo;，会发现每个脚印都平淡无奇，简直不值得研
究。
可是放下放大镜再看，却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又蔫又倔的湖南小老头儿，一辈子走得这么远，足迹留
得这么深。
　　毛主席一生写下过很多精彩的诗篇，但我觉得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这么两句：　
　&mdash;&mdash;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hellip;&hellip;　　那些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再吃，既
不思考也不尝试的，到死还是猴子；而那打定一个&ldquo;呆&rdquo;主意，抱住一个&ldquo;硬&rdquo;
念想儿，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磨石头的，磨着磨着，不知什么时候就磨成了&ldquo;人&rdquo;。
　　人这一生，短暂，平淡，对错难分。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呢？
　　无非是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多多少少，磨几块石头罢了。
正应了那句话：伟大是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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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升迁就学曾国藩》编辑推荐：曾国藩升官牛B“秘经”。
“官圣”是如何炼成的，曾国藩剖肝砺胆告诉你！
他草根出身，没有任何背景，一生又正又愣，屡败屡战，一股牛劲9年10升，干净得像神。
《升迁就学曾国藩》写出了曾国藩身上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就是巨人不服输的韧劲！
曾母教给曾国藩两件事：一是倔强，人要有点血性，任何时候都不能退缩；二是心计，人生在世要有
主意，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当疯子，更不能当傻子。
一个人的努力，最终竟可以荣耀整个家族，使每一个亲人都得到最大的满足。
这么看来，曾国藩十八年的立志苦读是正确的，是值得的。
所以当你没成功时，问问自己是否磨够十八年了吗？
人生不能光指望运气。
当感觉到自己运气好的时候，往往只是侥幸逃过了一次危机。
所以当庆幸“好运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已经危险了！
该下苦功夫了。
曾国藩貌不出众身无优点，暗弱和内向都是扯淡，人要突破自己的性格缺陷，没什么就补什么，口才
和人脉是训练出来的。
人，就是得交朋友，就是得多走动，多听别人说，自己也说，互相学习，到处参悟，最重要的是，互
相抬举，互相捧场，这才能撑大场面，做大学问。
冷板凳要坐得住，受了气要忍得住，工作繁忙要受得住，得不到重用时要守得住。
为人要谦逊，不敢进寸，先思退尺，傲气要不得，废话更少说，宁可一声不吭，也别咋咋呼呼。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一切发自真心，不要虚情假意。
官场上原本就有两条道儿，一是明路一是暗路，现在这帮当官的明面儿上不和老曾争斗，暗地里却抱
成团儿地下绊子、打棍子、拖时间、装糊涂、说了不算、来回扯皮⋯⋯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升官极快，一是自己学问方面进步神速，靠真才实学往上升；二是搭上了当朝权贵
的顺风车，厚结交，后台就硬，有人扶持；三是在“节俭”方面出了名儿，弄得道光皇帝非常喜欢他
。
自古至今，原本可以成才却“未遇良师，被人所误”的学生还真不少。
如果你干到30岁都没啥出息，就得检讨下自己了！
人生三境界：一是踏踏实实做个默默无声的小“草根儿”，交捐完税，任人摆布，至死也不反抗；二
是读书考功名，当官，往上爬，脱离“草民”阶层，闯出一条官路来；三是一咬牙一跺脚，下决心去
和官府、和那如炉的王法碰撞，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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