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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鸿章和胡雪岩，是中国晚清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双子星座，无人能出其右。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其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所做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
治家都无法比拟的，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
鸿章之遇。
⋯⋯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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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商要学胡雪岩”、“古有先秦陶朱公，近有晚清胡雪岩”，这两句流传民间百年的经典谚语，
深刻道出了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在人们心中不可撼不可摇的崇高地位。
胡雪岩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在于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本为一个出身贫寒的钱庄小伙计，但由于善于成事，触类旁通，运筹帷幄，在商界游刃有余，如鱼
得水，竟赤手空拳在商界开辟出一番天地，成为名动天下的“红顶商人”，既富且贵，无人能出其右
。
不仅在大清帝国官商两界声名显赫，而且国外商人闻之也为之动容。
 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做事为官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芸
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丰功伟业。
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的一番深刻总
结。
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体现了他们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
悟。
这些绝学不但指出了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条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对于今天那些想
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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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观李鸿章的早年成才之路，离不开其老师曾国藩的栽培。
　　曾国藩1854年2月率湘军出战以后，至1858年10月将大营移驻江西建昌（今南城）。
当时，安徽战事对湘军极为不利，李续宾和曾国华等几位得力干将相继被太平军击毙，军情异常紧迫
，急需“才志之士”辅佐。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赴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
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势。
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而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
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异常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说：“少荃天资聪明，文
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以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缺点，譬如他恃才傲物，心高气盛，日常生活散
漫等。
为此，他有意想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
　　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不久，就被派去皖北编练马队，但他考虑到此地情势险恶，与在南昌的长兄
李瀚章慎重商议后，于是给曾国藩去信表示难以应命。
曾国藩在复信中劝勉道：“此次招勇五百，但试淮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
不特少荃不敢自信，即仆亦茫无把握也⋯⋯贤昆仲不必遽以任事之难为虑。
”话已说到这个地步，李鸿章只得勉为其难。
后来，因当时太平军在皖北的势力十分活跃，此事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859年3月，为了全力对付福建境内的太平军，曾国藩将湘军大营移驻赣中抚州。
因军务紧迫，急需帮手，他接连写信给李鸿章兄弟，希望李鸿章“速赴大营，以慰驰系”；“少荃何
日来营，深以为盼”。
在老师的多次催促下，李鸿章于当年4月中旬从南昌迅速赶赴抚州大营。
为了援助张运兰部老湘营，全力保住景德镇这一湘军据点，曾国藩经慎重筹划后，于同年6月决定派
李鸿章协同曾国荃所部湘军五千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
但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自有推卸之意。
曾国藩对其反复加以劝导勉励：“阁子闳才远志，白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
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于其间。
”就在此时，清廷旨令曾国藩率军入四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
曾国藩对此差使很不情愿。
李鸿章得知个中缘由，立即函请督办皖南军务的大臣张芾奏留曾国藩，让其仍留江西统筹全局，但未
获批准，于是他与曾国藩不得不由赣经鄂人川，行至武穴地界时，接到湖广总督官文传来“会剿皖贼
”的旨令。
是年9月，李鸿章先随曾国藩赴黄州会晤湖北巡抚胡林翼，随后抵达武昌拜谒湖广总督官文，商定分
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重点目标则是夺取军事重镇安庆。
11月，清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遗缺，曾国藩除向李瀚章去信祝贺之外，还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
，即奏留李鸿章继续留居幕府“赞襄”军务，自黄州东下于12月中旬驻军安徽宿松，与陈兵太湖和潜
山一带的太平军陈玉成部相对峙。
　　1860年5月间，重新组建起来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相继覆灭后，曾国藩的湘军成为与太平军
相对抗的主力部队。
6月初，清政府授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
为了尽快稳定皖境局势，曾国藩将大营移驻安徽祁门，又调张运兰、左宗棠、李元度诸军配合进兵。
祁门地处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岳环抱，如果久守待援，则是用兵之大忌。
曾国藩以为只要占领了四周制高点，分兵扼守要路，就可以高枕无忧。
李鸿章的看法却不一样。
他认为，在这种地方驻兵有可能陷入“绝境”，应当趁早转移他处，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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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固执己见，任凭李鸿章如何苦谏也不改变主意，差点闹到师生翻脸的地步。
是年10月，南路西征太平军全力攻占宁国、徽州等地，并“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法”，曾国藩的大
本营陷入险境，一连三个月粮草通道被阻，情势万分紧急。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得移军休宁，试图突围至徽州，以便浙江方面的军需能够顺利到达。
幸亏曾国荃在安庆方面对太平军发起强大攻势，胡林翼在太湖方面加以策应，加之鲍超等军拼命抵抗
，才使得曾国藩最终脱离险境。
　　通过这次用兵，曾国藩更加感到李鸿章是个人才，于是在以后军政方面的大事都主动征求李的意
见。
譬如，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谕令曾国藩迅速拨
兵北上“勤王”，曾国藩立即召集文武僚属商议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绝大多数人主张
派兵北援，唯有李鸿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他的理由是：洋人军事势力强大，北援“勤王”已经成为一句空话；湘军关系到天下大局安危，一举
一动必须慎重从事。
然而，怎么向朝廷作一个圆满的交代呢？
李鸿章主张可以提出按兵不动的请求，而且对湘军士兵不要显露出半点北援的意向，这样才能稳住军
心，等待时机变化再作决定。
这一次，曾国藩毫不犹豫地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上奏表述鲍超因人地生疏，不便北援，可以由他本
人和胡林翼两人中酌准一人进京“勤王”，但要等到谕旨定夺后才能付诸行动，实际上这是采取拖延
敷衍的策略。
结果正如李鸿章所预料，是年11月曾国藩便接到中外“和议”已成，不需派兵北援的谕旨。
这件事后，曾国藩更加器重李鸿章了。
　　然而，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师生情谊虽愈益亲密，但在是否重处李元度的问题上两人还是发生
了分歧，使李鸿章不得不离开曾国藩幕府。
　　早在曾国藩移大营于安徽祁门时，便将徽州方面的防务全权委托于李元度，反复叮嘱他要坚壁自
守，不得轻易出战。
可是，当1860年9月问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部前来攻城时，李元度却把曾国藩的嘱咐置于脑后，擅自
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所属六千多人不是伤亡，就是逃散，徽州被太平军轻易夺占。
事后李元度又不经报告允准，私自徘徊浙赣边境多时，后来虽回到祁门曾国藩大营，不久又只身离去
。
曾国藩对此悔恨交加，一气之下拟奏朝廷请斩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
李鸿章则持不同意见。
认为患难之交不可不留情面，于是拉上幕友当面劝说曾国藩，声称“老师如果一定要劾奏李次青（李
元度），门生实不能拟稿”。
曾国藩生气地回答说：“我自己拟稿。
”李鸿章态度也很坚决：“这样的话，门生只得告辞回家，不能侍奉老师了。
”曾国藩更加生气地说：“听你自便！
”事至如此地步，李鸿章不得不离开曾国藩幕府，到南昌他哥哥李瀚章家中闲住了半年多时问。
　　对于李鸿章的离去，曾国藩虽然一度感到气愤，如他在日记中曾对李得出“此人难与共患难”的
结论，但他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觉得李鸿章确实“寸干出众”，是一块好材料，加之胡林翼从中反复
开导说项，便于1861年初主动与李鸿章取得联系，希望他协助其兄担当南昌城守重任，以抵挡西征太
平军势力之发展。
李鸿章也在静下心来之后，深念师生情谊，直接写信或由胡林翼转劝曾国藩及早从祁门移军，先肃清
西征太平军再图他处。
但李鸿章是个有个性的人，很难一下子拉下脸面主动回到曾国藩身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李鸿章学领导绝学跟胡雪岩学管�>>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　　——梁启超　　胡雪岩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
　　——鲁迅　　胡雪岩是“集大成者”。
是范蠡、白圭、吕不韦的综合体。
　　——曾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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