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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地
位。
    本书力求从曾国藩的修身智慧、齐家准则、处世技巧、用人方略、为官之道、治官韬略等方面入手
，诠释出他为人处世的哲学，希望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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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为人藏锋之道　不做出头鸟，藏在是非后　　藏身先藏心　　做人要善于远离是非，避开
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这就要先学会藏身。
但是，身虽然藏住了，而你的心却还在名利场中、是非窝里，你又怎么能做到真正的藏身呢？
所以说，藏身必先藏心。
　　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藏身的人。
他城府深，又有心机，为官多年，从不与朝中权贵拉帮结派。
晚清时期，宫廷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一旦卷入其中，就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曾国藩是深
知这一点的。
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不与朝中权贵拉帮结派，另一方面又与朝中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
比如，在道光朝依靠穆彰阿、咸丰朝依靠肃顺、同治朝依靠恭亲王奕沂等，而且形迹显然。
有意思的是穆彰阿、肃顺后来都不得好死，奕诉也受尽磨难，而曾国藩却官照升，银子照拿，宦海浮
沉似乎与他无缘。
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
以曾国藩与肃顺结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咸丰朝后期。
宗室载垣、端华及肃顺组成了一个政治小联盟。
“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
”但有趣的是这三个人在朝中越来越受到咸丰帝的信任。
　　肃顺很跋扈，在朝中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一面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其
目的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为自己谋反作准备。
　　湘军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肃顺把持朝政时期，湘军正在江西跟石达开作战，屡建战功。
对于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肃顺是不会放过的，将其拉拢过来，为自己日后所用的想法在湘军组建
之初就有了。
　　肃顺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
如尹耕云、王闾运、龙镍臣、李寿榕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肃顺的政治爪牙。
　　肃顺力图通过王闽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建立联系。
　　咸丰八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朝上参劾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说他“声名恶劣，同城的
官员都对他不满”。
接着骆秉章又派人查核樊燮，查出了樊燮又有贪污的行为，樊燮被拿问审办。
后来樊燮受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的唆使，于咸丰九年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控
告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问题的关键还是官文要打压左宗棠）。
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宗棠进行审办。
这就是晚清“樊案”的大致经过。
　　“樊案”发生后，王闿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希望肃顺出面平息此案，解救左宗棠。
肃顺一想，这正好是个机会，做个顺水人情，便大力相助平息了“樊案”，解救了左宗棠。
　　肃顺便是通过这件事与湘军建立联系的。
曾国藩不可能不明白肃顺的一片良苦用心。
他深知肃顺迟早要谋反，跟着他，谋反成功了对自己还有点好处，如果失败了，自己也得玩完。
但他现在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自己也不能与他公然对抗，怎么办？
　　曾国藩对肃顺并没有献殷勤，也没有取悦他，只是让郭嵩焘等人跟他保持着联系，意在表明我买
你肃顺的账，欠你一个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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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与他建立很深的个人感情，对待肃顺也只是表面上依附，内心却是时刻提防着呢。
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独揽朝纲，有谋反之心后，就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和肃顺拴在一起。
　　咸丰十一年十月，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肃顺被处死抄家。
从肃顺的家中抄出很多文武大臣与之往来的书信，但独独没有抄到曾国藩写给他的一个字。
慈禧大为震惊，称赞曾国藩为“忠臣”。
　　曾国藩深知黏上了肃顺就会为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就有可能会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于是与之交，但不与之深交，把自己的真心藏起来，风向一变，随时抽身。
这就是曾国藩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藏住了心，远离是非，也就保全了自己的身。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往往有那么一些人，明知道前面是个是非之地，还很“勇敢”地往里跳，最终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为人处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使自己置于是非之中，能做到在是非中藏心
保身才是明智之举。
　　避疑是精明人之举　　古人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说在瓜田里不整理自己穿的
鞋子，在李子树下不扶正自己戴的帽子以免引起别人怀疑你偷瓜偷李。
这就是避嫌。
为人处世，应该尽量不把自己置于嫌疑、猜忌之中。
　　避疑就是巧妙地防止别人暗算，不把自己置于嫌疑、猜忌中，远离是非。
　　下面，通过具体事例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避嫌的。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捆到了曾国
藩弟弟曾国荃的军中。
按说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
理应把他捆到北京交给皇帝老儿处置。
但曾国藩心想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
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
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
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曾国藩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使自己免除无端的猜忌，是为主动避嫌。
这种避嫌的方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另外一些人的嫌疑之中。
比如后来朝中官员说曾国藩是“杀人灭口”等。
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过明察暗访，最后不了了之。
所以说。
采用主动避嫌一定要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
　　后来曾国藩在裁减湘军这件事情上，就充分体现了他主动避嫌，成就一世功名的英明之处。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克了金陵，平定了太平天国，但曾国藩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
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宫，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
朝廷的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
曾国藩功高盖主，势必会拥兵谋反。
　　这时弟弟曾国荃也对他说： “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
彭玉麟、赵烈文、王闿运等人．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
　　曾国藩感觉到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
左宗棠乃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自己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自己面前俯首称臣？
他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他的人就是左宗棠。
再说李鸿章，他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他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
拥兵造反，势必会失败，自己一世的英名将毁于一旦。
但现在朝廷已经开始对自己起了疑心，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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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
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意在表明自己没有造反之心。
　　后来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
廷表示：“我曾某人不是吴三桂．无意拥军自立，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于清朝的卫士。
”　　曾国藩主动裁减湘军，使清廷消除了对他的猜疑，从而保全自己的一世英名。
　　曾国藩的避嫌方式还体现在他从不与朝中权贵结交过深。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深知树大招风，官位越高的人就越是容易遭到猜忌，官位就越是不稳定的
道理。
与这样的人结交，一旦他倒台了，势必会字连自己，于是在官场中他始终坚守中庸之道。
为官数十年，历经三朝，朝中官员更迭频繁，曾经权倾一时的官员纷纷落马，而他岿然不动，加官晋
爵，还落了一个“忠臣”的美名。
这与他善于避嫌是分不开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当然不会重复曾国藩的经历了，但是在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中，类似于“瓜
田李下”这样的事还是大量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巧妙地避嫌，远离是非。
做到了这一点，事业才能得以发展，人生才能走向完美。
　　万不可又显山又露水　　谦虚是人的一种美德，同时又是一种制胜的策略。
它体现于不把自己的心坦露出来，也就是不让别人知道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在众人面前什么秘密也没有，让人可以一眼望穿，相信你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要知道成大事者，首先就要学会“谦虚”，学会把秘密藏在心里。
　　曾氏家书中提到“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意思就是谦虚存在于人与人交际之间，
谦虚不只是为自己之完美，也是为了不让别人猜透自己的心。
　　有些人说话，简直就像是打机关枪，恨不得把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全倒出来，以示自己是多
么能行。
殊不知，言多必失，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了解也就越多。
你的秘密、你的计谋全被别人了解了，你还怎么能做到出奇制胜，成就大事？
　　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多半是“半成品”。
不知深浅，误以为把所有的本事拿出来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殊不知，此种人最容易被人摸清真相而另
有算计。
所以，处世不显山不露水才是聪明之举。
　　咸丰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胡林翼在他的大帐内摆设宴席，宴请刚从江西来湖北的湘军将领罗泽南
、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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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
已。
　　——梁启超　　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
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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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魅力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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