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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楷模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人生榜样。
纵观历史，几乎每个成功者都有自己的人生楷模。
而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楷模，关系到人生目标的设定，成功途径的选择，并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功过
。
“曾国藩热”持续了许多年，至今仍然没有降温的征兆，这令许多声称要终结它的预言家大跌眼镜。
于是，“曾国藩热”衍生出了“曾国藩之谜”。
曾国藩到底靠什么取得这样大的成功？
我们在写作《曾国藩官场智慧》、《曾国藩处世艺术》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对不是
一个偶然现象。
在曾国藩个人魅力的吸引下，我们继续探索着这样的问题，终于发现了更深层的秘密，找到了曾国藩
智慧的源头。
曾国藩成功的智慧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有着深远的背景、丰厚的资源——这种资源就是五千年的中华
文化，尤其是无数成功人物的人生阅历和处世经验。
换句话说，曾国藩还是以历史上这些最优秀的人物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精华，找
到了成功的捷径，从无数迷失在人生旅途上的同代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研究曾国藩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曾国藩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树立了人生的榜样，而且分为不同的层次，涉及各个方面。
如人生的境界，他说“不为圣贤，就为禽兽”，将孔孟等古代圣贤作为自己的目标。
文章，他瞄准的是韩愈、欧阳修等巨匠；诗歌，学的是李白、杜甫等大师。
曾国藩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与他所选的楷模有至深的关系。
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他在日记中说：“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易长进。
然则做人之道，亦宜专学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贤者而师法之，庶易长进。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十九，他在日记中再次写道：“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有好师
、好友、好榜样。
”可以说是对自己成功途径的精到总结。
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曾国藩教育兄弟子女和部下，也要求他们重视楷模的作用。
如咸丰十年，他在给心腹幕僚李榕的信中说：“古来做好人的，并非生来就好，亦是好师、好友、好
榜样，渐渐教劝，渐渐变化，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了。
做好官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做名将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方易于渐染成器。
倘若有坏师、坏友、坏榜样；亦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了。
”后来。
曾国藩总结了自己奉为楷模的历代名人，分为八个方面，共三十二组，因为程颢和程颐被列在一组，
实际上是三十三人。
为了表示对这些人的尊敬，更是为了不断激励自己，同时也用来教导子弟。
他让儿子曾纪泽给这三十三个人画像，悬挂在自己的官署中。
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说明缘由，特别分析了每个人的特点和功绩。
也借此表达自己的不俗志向。
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找到了曾国藩和这些楷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到底从这些古人身上学到了哪
些人生智慧。
本书所选人物，以曾国藩自己的《圣哲画像记》为基础。
但又有改变。
由于时代不同，曾国藩所选的人中，有的对他所处的时代非常重要，但是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则已经失
去或者是降低了楷模的意义，例如其中的左丘明、秦蕙田、郑玄、杜佑、马端临等，都是某方面的学
者，人生上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
因此，我们就用更重要的、对曾国藩起过关键影响的人物进行替换，使得本书不但能全面地反映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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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的成功途径，更有利于现代读者了解曾国藩，学习曾国藩，从这些成功者身上，学到成功人生的
大智慧、大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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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找到了曾国藩和这些楷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到底从这些古人身上学到了哪
些人生智慧。
本书所选人物，以曾国藩自己的《圣哲画像记》为基础。
但又有改变。
由于时代不同，曾国藩所选的人中，有的对他所处的时代非常重要，但是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则已经失
去或者是降低了楷模的意义，例如其中的左丘明、秦蕙田、郑玄、杜佑、马端临等，都是某方面的学
者，人生上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
因此，我们就用更重要的、对曾国藩起过关键影响的人物进行替换，使得本书不但能全面地反映出曾
国藩的成功途径，更有利于现代读者了解曾国藩，学习曾国藩，从这些成功者身上，学到成功人生的
大智慧、大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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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自处，参透当轴者的心理  马援    为人要做真男子，识人气度是关键    建立团队需宽大    事以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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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于担当，复兴儒学    必死的胆气，可令对手慑服  柳宗元    创新意识不可缺    通达时变，不可因循守
旧    “敢”字是最锋利的武器    做官以爱民为第一要义    知命为第一要务  欧阳修    文学宗师，继往开
来    关键时刻要勇于引领风尚    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将刚直隐藏在阴柔之中    革弊救时，用忠
字报国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王安石    求强必须先致富    好制度不如用好人    不因小事失众心，尽量
减少对立面    事大不可速成，积弊不可顿革第七篇 胸怀开阔的楷模  李白    傲气不可有，豪气不可无    
天生我才必有用    想象力是人生的创造之源    治事之外，须有豁达冲融气象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
长    男儿万事须尝胆，笑傲万古空无人  杜甫    豁达胸襟，洗涤名利    见识高远才能传唱不朽    闲适淡
雅的意境是长生之诀    深从浅入，巧从拙出  苏轼    襟度豁朗，习静寻乐    见得天下都是坏人，不如见
得天下都是好人    事未亲见，不要贸然定是非    洁身自好，不收贵重礼物    顺其自然，以养心之法养
心    陈言之道，贵在通达人情  黄庭坚    倔强是立世建功的必备素质    内刚外和，顺乎天而应乎人    古
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    挟气带势，字如其人第八篇 振兴家门的楷模  陈宏谋    学问要有实际效用    不
怕丢官才能升官    能立能达，从实处做起    《五种遗规》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  张英    赐居紫禁城的
第一位汉官    始终敬慎，通行无阻    举荐人才，不怕权贵阻拦    具备实力，自然青云直上    清代第一仕
宦之家    熟读《聪训斋语》，可去病养德  刘墉    “天下第一家”之谜    官场传奇，父子宰相    七起七
落，百变人生    曾国藩三梦刘罗锅  王念孙    一门双鼎甲，三代两尚书    一篇文章骂倒大贪官    不爱当
官爱治学    学有门径，读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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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追求境界的楷模周文王【原典】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与也，
大也；文王之不逞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
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矣乎。
——杂著·汉文帝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
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
惟周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
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
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
——文集，国朝先正事略序【简传】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姬发之父。
周人是夏朝末年兴起于我国陕西、甘肃一带的一个古老部落，相传周的始祖后稷之母姜螈出于野外，
脚踏巨人足印，有感而生稷：古书传说后稷曾担任帝尧的农师。
到古公直父时，周人在陕西岐山以南周原一带定居下来，修建城邑，设官立职，建立了国家雏形，后
来周人称古公童父为太王，尊奉为周王朝的奠基者。
古公亶父死后，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皆辞王位，逃入荆蛮之地，让位于少弟季历，即周文王之父。
从季历起，周人和商朝的关系逐渐亲密，商王为了结好于周人，将挚君之女太任嫁给季历，生下姬昌
，即后来的周文王。
这时，周人的势力日益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部落，基本击退了西北各
个游牧部落的威胁，使周人在黄河中游的统治得以巩固。
周的发展和强大引起了商王的不安，于是借故杀了季历。
季历死后，姬昌继立，继承了父亲从商王那里获得的封号——方伯，由于位于商的西方，故又称之为
“西伯”。
周文王在受“天命”之前，一直用这个名号。
文王即位后，遵循先祖创业之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天下贤人都乐于
归到其麾下。
由于崇侯虎的谗言，商纣王将文王囚禁在美里（今河南汤阴），长达七年，最后被释放。
从此文王内修仁政，阴行善德，诸侯遇有纷争不去求商王判决，而是前来求文王公断。
当商纣王全力征伐东方各小国，没有力量顾及西方时，文王趁机攻打周围的小国，扩大自己的领土，
先后征服了犬戎、密须、耆国、邗、崇等，并将都城从岐山迁到丰邑（今陕西西安附近），向商都朝
歌（今河南淇县）一步步逼近。
此时，周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长江、汉水、汝水流域，商朝大约有三分之二成了周的领地。
正当文王计划继续拓展其功业之际，不幸去世，由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武王最后完成灭商大业。
创立了周王朝。
【事典】想成大事，先揽贤人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在位约五十年，为周武王灭商建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王即位后，首先就是寻访贤士，并以此作为振兴周的根本任务。
史书中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也就是说到了中午还来不及吃
饭，因为他要接待那些贤士，因此天下贤士大多归附于文王。
在这些投奔文王的贤士中，最有名的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天、散宜生、鬻子、辛申大夫等人。
其中伯夷、叔齐是隐居于孤竹国的贤士，他们听说文王对老人奉养甚厚，就离开孤竹，前往岐山居住
；鬻子是受于楚的贤士；辛申则是商朝大臣，晚年经常劝谏商纣王，但纣王不听，使辛申感到绝望，
于是投奔周。
文王之子召公与其交谈后，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贤士，就向父亲文王推荐，文王亲自去迎接辛申，任
为公卿，后来封于长子（今山西上党附近）。
得人才者得天下虽然文王得到了众多贤士，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抱负是要推翻商纣王的暴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品圣贤>>

建立由周人统治的王朝，而不是做一个局限于西岐的西伯。
因此，他还要进一步访寻天下奇才，来帮助他夺取天下。
后来，义王与大臣到野外打猎，行进到渭水河边时，得知居住在附近磻溪的姜尚（字子牙，因其祖先
封在吕地，又叫吕尚）是一个奇才。
经过几次访求，文王才见到姜尚，并诚心恳请姜尚辅佐自己。
姜尚被文王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当了周国的军师。
在姜尚的筹划下，周与虞、芮两国建立了同盟，又出兵征讨犬戎、密须、耆国和邗国，结果大获全胜
，吞并了这些方国。
这样，周国的势力开始深入到商王朝的中心地区。
在文王晚年，姜尚又出兵攻占了崇国。
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周灭崇使商王朝失去了在渭水流域的一个立足点。
灭崇国后，周文王将都城从岐山迁到了丰邑，奠定了推翻商王朝的基础。
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姜尚继续辅佐武王，并被尊为“师尚父”。
在姜尚的帮助下，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商纣王自焚而死，周朝建立。
由于姜尚在建立周朝的过程中，屡创奇功，武王分封天下诸侯时，姜尚被封在齐地（今山东中部和东
部），成为齐国的始祖。
欲得天下，必得强人当曾国藩在评价周文王统治时期的人才鼎盛局面时，说道：“自古英哲非常之君
，往往得人鼎盛。
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煜耀简编。
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
唯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
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
周自后稷十五世。
集大成于文王。
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
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汉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元世祖、明孝宗时期，“异材勃起，
俊彦云屯，焜耀简编”，但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问并不长，正如曾国藩此说的“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
十年而止”。
而周文王招贤纳士所形成的人才鼎盛局面，“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可与清圣祖康熙皇帝相比，所
以曾国藩才赞叹道：“成康以泊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
”修炼内功，相机而动周文王统治时期，周之所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古公直父“兴起王端”之功
外，与文王的统治政策密不可分。
关于周文王的统治政策，曾国藩曾做过精辟的阐述。
例如他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
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
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
勤若文王之不遑⋯⋯”以上文字分别从处理内政、修身待人以及外交策略等方面说明了周文王的统治
政策。
根据史书记载，文王即位之后，内修德政，遵循祖父古父、父亲公季的法度，笃行仁义，敬养老人，
慈爱幼少，使国内民风大为改善，民心向善，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吾尝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周
）文（王）、武（王）兴则民好善，（周）幽（王）、厉（王）兴则民好暴。
”那么，为什么统治者推行德政能改善民风，使民心向善呢？
这就涉及了风俗与移风易俗的功能。
“上行下效谓之风”，统治者以国家强制力推行某些政策尚能行得通，一旦他们有意识地导民向善，
自己也身体力行，那么对普通百姓当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使民“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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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弱骄敌，预留生存空间在对外修行德政的同时，周文王也开展了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
文王在治国上，重视农业。
开垦荒地，广种粮食，促进人口增长。
虽然是一国之主，他却与王后身穿粗布衣，亲自到田间参加采桑、种粟之类的农活。
出巡时也尽量不扰民，有时还深入到百姓中间，一住就是几个月，以此来了解民情。
由于他治国有方，使得国富民殷，引起了相邻的部落垂涎。
一次，犬戎昆夷部落带兵攻打周国，希望能掠取大量财物。
当时周国的国力正在发展中，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强悍善战的昆夷，在这种情况下，文王决定以忍
为上。
他派人对昆夷说：“不就是要财宝吗？
给你们。
”昆夷见周国屈服，得寸进尺，得了财物后，仍然不肯退兵，还索要地盘与百姓。
这时，周国的百姓愤怒了，纷纷请求出兵打昆夷。
文王说道：“百姓们拥立国君，目的是为了带来好处，现昆夷要的是土地和百姓，百姓在我这里与在
昆夷那里，有什么区别？
如果因为我的原因引发战争，杀人流血，我实在不忍心。
”于是就满足了昆夷的要求。
文王并非是不忍心，他知道在自己实力还不足时，只有忍让是最好的措施，反正昆夷也没有更大的野
心，用有限的土地和百姓可以换来几年的和平发展，才是国家的最大利益。
几年以后，周国的实力迅速壮大，也逐渐走上了扩张版图的道路，首先就拿犬戎昆夷开刀，结果原来
得意一时的昆夷被周国军队打败，其民众都来归附，其领土成了周国的国土。
后来，文王姑事昆夷就成了著名的典故。
这个经典事例教导人们，在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不妨采取低一点的姿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营
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借机发展自己，等到实力和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雪耻也不晚。
曾国藩从文王身上学到这一条处世智慧，主要将它用在了外交上。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贫弱，而列强得尺进丈，不断从中国获得非法的利益，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
生存危机。
曾国藩的救国之策就是文王的“姑事昆夷”战术。
如他曾在给彭玉麟的信中说：“（洋人之事）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为是。
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
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如耻之，若莫师文王姑事昆夷⋯⋯”认为对于洋人，清朝政府及臣民应该力求自强，而不能逞一时之
气，否则只会带来灾祸；如果以被洋人侵略压迫为耻辱，就应该学习周文王“姑事昆夷”的做法，以
求获得休整、喘息，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
现在我不如你，所以就尽量忍让，利用时机发展自己。
他的自强运动，目的正是为了增强国力，从根本上扭转屈辱的局面。
他的这番用意是好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法实现，这是时代局限性决定的，但他的忍辱负重，徐
图自强的苦心孤诣，还是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
周文王之礼贤下士、勤修内政，以及外事昆夷，无不是在为灭商建周做准备。
虽然他并没有亲自统帅周军攻灭商纣王，但他所创建的各项制度显然为增强周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
力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他罗致天下人才，使姜尚等贤士为周所用，为武王伐商储备了强大的智囊团队
，最终为平灭商朝立下了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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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品圣贤》：读懂一位圣贤，成就一番事业；找准一个榜样，开创一片天地！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庄子、司马迁、刘向、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张良、
马援、郭子仪、戚继光、程颢、程颐、朱熹、顾炎武、王夫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李
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陈宏谋、张英、刘墉、王念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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