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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历来讲究做事、成事的学问。
一个成功者的伟大，不在于他升得多高或走得多远，而在于他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也就是他的
成事之道。
在这方面，晚清重要历史人物李鸿章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
清军政重臣，举凡晚清时代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相关。
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美国人评价李鸿章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
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
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成功不会不请自来，李鸿章能在宦海沉浮40年，全赖他掌握了成事之道的真谛。
李鸿章的成事之道概括来说就是：因事起势、顺势行事和事在人为。
因势起事。
李鸿章善于运筹帷幄、审时度势。
他18岁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人翰林院。
以一介词臣入幕，办团练、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平定捻军起义，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
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顺势行事。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兴办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水师，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
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他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为清廷倚作畿
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岜。
事在人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
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但是李鸿章都能积极谋求解决之道，将问题一一化解，足见其大智大勇。
本书从筹谋、度势、圆融、智慧、攻心、坚忍六个角度阐释李鸿章的成事之道。
让读者在了解李鸿章其人其事的同时，掌握一些在社会上谋求生存的艺术和相互竞争的技巧。
固然，成大事的人不需要固定的成功模式，但他绝对需要一套为成大事而打造的成事之道。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大事的时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为了立足于社会，每个人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成功法则，掌握一套成事之道，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成
就事业，在危机四伏的人性丛林中机智生存、进退自如、行走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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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鸿章是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I始人和统帅，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
。
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外交事业。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
晚清军政重臣。
     “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
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晚清变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看他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外交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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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善于借用他人的力量刘邦以弱小的力量，在成皋之战中战胜强大的楚军，这除了政治上注意
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善于利用他人的智慧，为己所用。
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纵观天下的成大事者，他们无不善用此计。
善于借用他人的力量来办自己的事，这一点对于成大事者的人而言，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最重要的成功
手段，一来这样可以借力，二来这样可以成势。
所谓“借力”，就是借势、借人，借助他人的口碑或团队的力量等等。
有人推自己一把，总比一个人在那里埋头使劲的力量大得多。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样样精通，既然做不到全才，就需要充分地利用他人的智慧为我所用，才能
成就伟大的事业。
所谓“有容乃大”，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往往看起来没有用的人才，关键的时刻可能就是成大事之
人的最佳帮手和秘密武器。
在事业上要想得到长足发展，更是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军。
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
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
月可筹饷60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
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也有意东援，于是几经商议，最终决定派遣李鸿章去上海。
曾国藩原计划是带“八干陆兵、五千水师”去上海，淮扬水师是现成的，只是陆师需要李鸿章招募。
在安徽三河之役中，两淮勇士给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曾国藩坚持认为两淮勇士英勇顽强，“风气刚
劲，古来多出英雄。
近日无人倡导，其甘心为发逆为捻匪者，则竭力苦战，抵死不悔”。
与其让太平军招去成为死敌，不如早下手，训练出一支劲旅，自己多练一个战士，就减少了一个强敌
，一反一正大清的力量岂不倍增？
而李氏家族在安徽具有强大号召力，由李鸿章招募淮勇再好不过。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
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
、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
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
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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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鸿章的成事之道》编辑推荐：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一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
他承担的无不是一人情所最难堪一之事。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
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是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
，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外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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