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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修身是中国式励志的主题    这本《吃透曾国藩》我写了半年。
曾国藩讲，“穷以修德，困而著书”。
我写书是被病所困——白癜风，要治这个病最重要的就是减压，我调整了自己的工作状态，努力让自
己闲下来，写书算是一种清闲地休养。
    我有优点，凡事有泡的精神，做事虽然效率不高，但能长期地做下来。
我精选了200旬与我有共鸣的曾氏格言，发表自己的感想，最终写了十四万字。
  曾国藩讲读书要看、读、写、作缺一不可。
写作实在是一种绝好的学习方式。
通过写书，我不但系统梳理了自己对曾国藩的认识，梳理了自己十几年的人生感悟与读书心得，而且
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有了自己的认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对传统文化的体验还是非常肤浅的。
今天有几人通读过《史记》啊。
我没有，我自命喜爱国学，可我对于古人的那些必读书，了解还是很少的。
因此，我有理由得出上述这个结论。
我们与传统的血脉是相通的，却是西方文化体系喂养大的。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现代的教育体系都是西方式的，跟传统截然不同。
而且，很多青年对外语的熟稔程度远超文言文，对圣诞节、情人节的热情远超端午节、重阳节，对“
成功／励志”的了解远超“修身”。
    今天“成功／励志”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图书分类，“当当网”上此类书籍有近四万种之多，
足见当代人在这方面的需求之大。
然而，再进一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令人诧异的现象，这些书里被冠之以“经典”的，都是以卡耐基
为首的外国人写的，如《人性的弱点》、《谁动了我的奶酪》、《富爸爸穷爸爸》、《不抱怨的世界
》等等，即便有中国人写的也几乎都是这一路的。
这些书都曾那么火，让我不看都不行，但看过就忘。
    而真正影响我的，给我激励和安慰的，则是《论语》等“四书”，还有后来的曾国藩。
它们照亮了我的人生，是真正适合我的“成功／励志”书。
只是在这些书里对“成功／励志”有不同的叫法：修身。
  《论语》是一本什么书呢？
简单讲，四个字：修己安人。
它有一半以上的内容都在讲修己，即修身。
比如，开篇第一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讲的无非就是学习、交友、谅解，这都是修身。
同样，《周易》、《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这些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
基础的经典著作，其实都是在讲修身。
  《周易》开篇即讲乾坤之道，无非两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自强、担当，这也都是讲修身。
  《大学》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有修身做好了，才能齐家、治国、平天
下。
我们的传统文化把修身作为人生的根本，如果把儒家思想看做一种宗教，那修身就是最基本的教义。
正是在这些修身思想的滋养和激励下，我们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圣贤豪杰辈出，而曾国藩正是其
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如果套用一下现代的“成功／励志”的概念，那么修身就是中国式励志的主题。
    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作为一个案例，看一下他是怎样由这种中国式励志塑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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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了科举考试，他读了二十三年“四书五经”，修己治人的这些思想他定然是吃透了的。
考中进士后，他去向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请教“检身之要”，即怎样修身，老先生教给他，要
按着《朱子全书》去身体力行，比如用正楷记日记，以此训练自己的恒心，他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修
身日课，几乎都终生坚持。
同时，这些思想与做官、带兵、治家的实践相结合，与人生的苦辣酸甜、成败起伏相结合，最终形成
了他伟大的人格，取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巨大成功。
    我早期读曾国藩，最受用的那些思想，如尽性知命、进德修业、君子不求全、反求诸已、立人达人
等等，其实都是从“四书”而来。
    那么，我们直接看“四书”就得了，为何还要从曾国藩这里看二手的呢？
    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曾国藩的意义在于，他离我们更近，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做官则升得最快，
带兵则戡乱救国，道德则勤俭廉正，诗文则开宗立派，治家则子弟英才辈出，举贤荐才则名臣俊杰各
得其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近代最杰出的人物都对他推崇备至。
  另外，他也是书法家、围棋爱好者、长期病号，也有很多世俗人的乐趣。
他自己传世文字极多，关于他的文字也极多，在他身上，那些略显空洞的、理论化的，甚至有些说教
意味的思想变得更鲜活、更实际、更有说服力。
  他就是一部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的人生百科全书、一部中华励志宝典、一个完美的人生范本。
而且，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家书，家书便有一个好处，世间很多话，跟外人讲的，与跟儿
子、兄弟讲的是不一样的，真事、真话只能跟自己最亲近的家人讲。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官二代”也在做官，而且“进步”很快。
我曾分析，这一方面得益于父辈的人脉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悟得早，他老子一上来就把“真
事”都告诉他了，把道给他指明了，而我们自己去悟的必然要走很多弯路，做很多无用功。
我们有幸听到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给他的“二代”的口传心授，自然比自己从头学“四书”更便捷。
当然，曾国藩所讲的这些“真事、真话”，跟我们一般的理解并不一样，他没有一点世俗化的权术，
没有潜规则，都是那样的正，那样的正大光明，让我们眼前一亮，心里一热，哦，原来直道而行真的
可以啊！
    修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融合在两千多年的文化教育里面，一直延续到了辛亥革命之后
。
一百年前，正是民国元年，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西方学习，进行分科，首先分出来的，就是国文课和
修身课。
  自立、勤学、好问、专心、孝亲、习劳、反己、诚实、宽恕、守信、忠义、尚武、有恒、自省、慈
善、博爱、公益，这些都是修身课里的章节。
直到1933年这门课被取消，于是，修身被我们从生活中删除了！
  我们说，对待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可遗憾的是，我们恰恰把精华丢掉了。
    当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重新需要靠个人奋斗去开创美好生活时，我们渴望汲取精神上的力量
，这时西方送来了卡耐基，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
  《论语》之类的传统经典则成为少数人的雅好，成了国学，成了有争议的东西。
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大国，她的青年却要到西方人那里寻找人生的信念和奋斗的精神，真是天大的荒
唐！
  这何止是一国软实力缺失的体现啊！
    不过，既然这些西方励志书籍受到广泛的欢迎，那么，它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优势所在，主要包
括三方面：一是如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所强调的，近代以
来，西方精英阶层所信奉的个人奋斗、勤俭、创新等资本主义精神构成了西方励志的主体；二是心理
学等现代科学的成果被西方励志大量引进；三是西方励志读物依托于现代的市场经济等社会模式。
这三方面都比较适应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的阅读需要。
    但它为何总是让我过目即忘，无法真正融进我们的精神血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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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局限在哪？
中国式励志与西方励志的差异在哪呢？
    我认为，以传统修身思想为主题的中国式励志与西方励志的差异，类似于中餐与西餐的差异：其营
养成分是一样的，东西方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普适的价值观；差异在于做法与味道不同，饮食文化
也不同。
  以我个人的体验，因为我吃不惯西餐，不对胃口，所以吸收起来就很难。
具体讲：    一是文化符号上的差异。
励志书籍最终的意义在于影响人的思想、思维方式，而思想是基于语言文字的，基于一定的文化符号
的。
这一点上，西方与东方很难沟通。
  比如，在励志案例的选择上，西方人知道诸葛亮、李白、司马光、岳飞、苏东坡、徐文长吗？
知道马云、赵本山、许三多、芙蓉姐姐吗？
他们会举出他们文化里那些对应的案例来，而我们也不知道。
为了弥合这个问题，有的西方励志书在案例选择上会找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比如司机杰克，厨师
安德烈，这样的案例更亲和了，但为了交代人物背景，则又变得冗长了；另外，必然还需要大量的励
志格言，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我们的文化中这样的格言、谚语、诗句、俚语、成语太多了，都耳熟能
详、妇孺皆知，而且都经过无数岁月的淘洗，极其厚重、透彻、朗朗上口，说出来都“杠杠的”，都
是能刺穿灵魂，印在脑子里的。
而且，很多文言文的魅力在这一点上格外突出，“天行健，君子当强不息”，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里
的文字，它的气势和味道是任何其他语言出不来的。
所以，文化符号上的差异，使得很难通过对西方励志的阅读来实现对思想的充分影响，看着不错，但
记不住。
    二是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这也是最根本性的。
我们的国情、文化与西方不同，这决定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人生、成功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思维方
式也不一样。
简单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合二为一的，讲究天人合一，凡事做整体观，把修身励志与人生、生活
、工作、学习、健康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西方人则是一分为二，讲究分科、分类，把“成功／励
志”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就是研究成功规律，目标就是成为富翁。
孔子也喜欢财富，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意思是，要是能赚钱，让我去做马夫也可以。
但他进一步讲，“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在财富之外，还有我爱好的生活。
庄子则讲人生最高的’目标是“逍遥游”，即自由！
我们如果有耐心，那么完全可以从中国古代书籍里援引成千上万条文字来支持这个说法，即中国人对
成功的理解是更丰富多元的，而绝不是单极化的财富、权位。
另外，如作家周作人所讲，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极深，中国人对事业的关注点在于长久，而不在于
有多强大。
  曾国藩经常告诫子弟“无好小利，不求速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慢不要紧，关键要扎实、稳定
，这样才能长久，人生不是看谁先成功，而是看谁笑到最后。
而西方励志里急功近利的思想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其中国徒弟们开设的所谓成功培训，宣扬一夜暴
富，什么二十多岁就亿万身家，一堂课就改变命运，一种方法就包打天下。
实在是骗人、害人！
  再有，中国人自古即强调“内圣外王”的思想，从国家的层面讲，内在的实力强大了，外在的自然
就能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从个人的层面讲，内在的修养提高了、能力提高了，外在的事功自然
就会有好的发展，也会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西方励志所没有的。
    三是表达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认为，经典文字的特点在于其包孕性和启发性，强调阅读的过程即思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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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阅读第一步要做的是句读，就是你自己得能把文章中的句断开，这就
要求阅读者必须能真正理解文章的意义才做得到。
而修身励志主要是一个内省的过程，所以古代修身书一般只说理，不用案例，点到为止，从而给阅读
者有充分的涵泳体会的空间。
而现代西方励志过于依赖案例，案例固然有利于阅读者的理解，但也局限了阅读者的思考。
而且，如西哲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凡事换一个人、换一个时间、地点、情景，同样的做
法可能效果会有天壤之别，所以案例有时靠不住。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既可以看到西方励志的局限，又基本可以总结出中国式励志的特点。
    中国式励志就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运用中国特色的语言、案例、文化符号，以中国化的表达
方式构建的，以修身为主题，树立开发包容的人生观，运用有效的方法，实现个性化成功人生的思想
体系。
  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本书的前三个篇目：理念、修养、实践。
一个人，首先要认清一些理念，得明理，知道怎样看待人生、生命和生活，知道什么是成功，有正确
的是非善恶标准，有基本的道德观念，知道处世为人的道理，还有一些常识和规律，以及积极的思维
方式等等，这些都是理念；人要培养和提升自我的内在力量，要控制情绪、要谦虚、勤奋、谨慎、认
真、乐观、坚强、厚道、宽容、豁达、有恒、忍耐、守信等等，这些都是修养；实践则包括人生中各
种问题的处理经验、技巧。
说得再简单一点，理念就是你得明白事，修养就是你得能干事，实践就是你得会干事。
  而这一切我们的祖先已经讲了几千年，我们应当把它重新找回来了！
    再回到我的病，回到曾国藩。
通过重新阅读曾国藩，我的病基本治好了。
挺不可思议吧。
他的家书里详细记载了他的皮肤病，从三十岁直到晚年，怎么洽的，什么心得，都很详细，包括早期
用黄芪、眠食有常最益于身体、不轻服药，以及最后他悟出皮肤之疾多数都可不药自愈，这些都被我
成功借鉴。
    关于一个人的书读多了，就会感觉跟他很亲近，就像一个生活中的朋友。
我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多共同点：都出身农家；都喜欢读书、思考、写文章；都喜欢书法，而且他在
书法方面推崇的李北海和黄山谷恰是我的最爱；他是文官带兵，我是机关创业；另外还都有皮肤病，
呵呵。
当然，不同是：他伟大了，我仍然平凡；他已成为历史，我还在奋斗的路土。
但我相信：吃透曾国藩，人生必不凡！
    本书所辑曾国藩格言，主要从《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和《曾
文正公全集》（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黎庶昌等参校，中国书店2011年1月出版）、《
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岳麓书社2007年4月出版）中选取，编入理念、修养、实践三篇
。
同时，参考了《曾胡治兵语录》（蔡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冰鉴》（中国
画报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曾国藩语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曾国藩箴言
》（何书明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以及《曾国藩格言集锦》（百度文库）等资料，并
选取了一些格言，不尽准确，但取其流布极广并裨益于青年，一并编入“拾遗篇”。
    我不是专门学者，学识浅薄，写书是率性而为，旨在与青年朋友分享学习曾国藩的心得及自己的人
生感悟，以期互相勉励、共同提高。
疏漏舛误定然不少，望诸君海涵。
    谷园    二○一一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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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精选的200条语录，反映了曾国藩在人生200个重要问题上的经验、看法，具有鲜明的中华
传统文化的特色，是曾氏智慧的精华，也是其被后世无数精英人物推崇效法的秘密所在。

　　这本书的作者作为资深的曾国藩迷，年轻有为，他把曾氏智慧内化为经营人生事业的动力，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
他的解读完全立足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立足于时代潮流，说“真事”，讲“真话”，既深刻实用，
又轻松有趣。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励志书，它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中国式励志”这个概念，因为中国人历来把
成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由理念、修养、实践等方方面面的点滴改进来促成。
阅读这本书，您会对人生、对成功有更深刻、更全面的感受，会更有把握！

　　吃透曾国藩，人生必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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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谷园，本名张立峰，喜爱国学，醉心书法，学生时代起即热爱《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对曾国
藩情有独钟，并以其尽性知命、进德修业、反求诸己、立人达人等思想作为立身之基，处世之道，成
功之本。
所创办的模具网与国画网在业内均有一定影响。
现供职于某市委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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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修身是中国式励志的主题
理念篇
　人生的范本
　儒家的人生观
　行善可改善命运
　思路决定出路
　细节决定成败
　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不如你的人却比你成功
　人生而是不完美的
　人生要做减法
　读书可变化气质
　进德修业
　我要一年挣100万
　抓紧借钱
　两种动力
　不 归 路
　先求不败
　不能靠运气
　有梦想就有希望
　进退之间
　不放弃不放松
　忙就对了
　风水意识
　敬畏之心
　上场当念下场时
　最靠得住的是自己
　凡事留有余地
　活着才是王道
　治病三分靠医生七分靠自己
　和 为 贵
　兄弟最无间
　传统好女人
　既要有真爱，又要有浪漫
　嫁人就嫁灰太狼
　给孩子多一些空间
　家族传承
　广 交 友
　处几个好邻居
　曾国藩的八本三致祥
　曾国藩的葵花宝典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如果不得志
　猜忌最要命
　知 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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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是福
　人生三段论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修养篇
　成功三品质
　做一个好人
　修身从与身边人搞好关系开始
　新教伦理
　格局第一
　合格的职业经理人
　内方外圆
　泡
　我思故我强
　做个实在人
　避免得罪人
　埋头苦干少发牢骚
　九思九容
　千万忍耐
　宽容
　凡事宜早不宜迟
　圆滑是一种境界
　要有一技之长
　稳重是大人物的标签
　如果将来你是个大人物
　终生学习
　像草根一样奋斗
　要 低 调
　降龙伏虎
　受 气 学
　要有广阔的胸怀
　奋斗并快乐着
　明强
　只有偏执狂才能够成功
　曾国藩的美学情趣
　曾国藩的八德
　学艺三境界
　胯下之辱
　不忮不求
　慎独以不看黄片为本
　精英气质
　不做亏心事
　钱只会借给勤劳者
　节俭是一种价值观
　能耐、出息是挺出来的
　大丈夫的气质
　孩子的心境
　不护短最轻松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透曾国藩>>

　你应当知道的周易六卦
　修身三字经
　人生三乐
　交友之道
　善于等待
　静
　要爱惜自己的名誉
　隐性特长不妄求人知
　职场奋斗观
　言出必行
　面对逆境要存一分淡定与洒脱
　献身精神
　我是小人吗
　不要锋芒太露
　做个脚踏实地人
实践篇
　把大象关到冰箱里分几步
　送礼是必要的
　抱定一家
　读书要体贴到身上去
　曾国藩修身手册
　攀附没什么错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什么也架不住天天干
　人情要命
　让孩子多干活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应对危机
　什么叫老练
　得跟自己较劲
　歇会儿再干
　读书四法
　家人之间不说狠话
　享受读书的乐趣
　善待亲朋
　传统好农家
　用什么样的人
　清除害群之马
　多给别人戴高帽
　该狠时要狠
　什么也不做
　最贵的工资是最低的成本
　实力是根本
　攻守兼备
　决策的能力
　养生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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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经济学
　官场不倒翁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
　管人要严
　为官三大职责
　得人治事之方
　怎样树立权威
　有的忙不能帮
　选人的眼光
　五勤五到
　建立自己的统一战线
　一定之规
　落实不了的规矩不要立
　怀疑的态度
　把握关键
　得有个天天念叨的事
　如何协作
　领导的魅力
　毁誉之中立定脚跟
　烧香拜佛不如拜自己
　要 耐 烦
　表扬别人也表扬自己
　要找伯乐找靠山
　功到自然成
　要有成果
　适合很重要
　最后关头要小心
拾遗篇
　最大的财富是自身实力的提升
　示弱是一种智慧
　想象一下自己的晚年
　你的眼神
　相由心生
　企业要养气
　得走精兵路线
　对谁都得客客气气的
　要能看穿人
　反作用力
　量随识长
　君子之交淡如水
　批评是一把小锉刀
　傻样儿是爱称
　改变自己
　戒、定、慧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做与众不同的事
　男人得有个嗜好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透曾国藩>>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要做愤青
　居官三鉴
　马屁应当怎样拍
　做事要讲方法
　社会的弱点
　夹着尾巴做人
　善用阳谋
　看人要看人格
　合作精神
　就算是阿Q一回吧
　一个习惯让你成为人上人
　要了解底细
　凡事打出点量
　慢想快做
　人生的弯道不要转得太急
　审视成功
　保底的品质
　人生最高的追求是自由
附录:以曾国藩《挺经》谈“中国式”企业家人格塑造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透曾国藩>>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跟曾国藩起码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农家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然后通过考试离开
农村。
 现在我在城里工作，父母也搬到了城里，所以很少回老家了，很少能再跟村里那些从小光屁股一起玩
、一起上学的发小儿们欢聚。
偶尔他们到城里给我打电话，一起吃个饭，我就非常高兴，觉得心里暖和。
但那种逐渐疏远的感觉还是无可避免。
曾国藩定然也是因此而感叹，农村里没有朋友，实在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关于交友，常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多局限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一大帮朋友往往大同小异；二是
交友时功利之心总在作祟，讲究人脉、圈子、交际能力。
 其实朋友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参差多样才是美丽本原。
苏东坡自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人生的广度与厚度，也正是体现于此。
 曾国藩认为朋友是影响人一生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自己的成就也着实得益于他超一流的朋友圈，皆国
手级的文士、豪杰，其中有的可能是布衣百姓，也有的是他幕府里的下属，但都是执朋友礼，“彼此
恒以过相贬，以善相养，千里同心”，互相砥砺，互相激发，师友挟持，真是想不进步都不行啊。
 爱因斯坦说，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交几个有头脑的朋友。
这笔财富，你有吗？
 处几个好邻居 文正语录 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
 《曾国藩家书》同治五年十一月廿八日与纪泽书 【谷园解读】 农村里邻居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天然的
。
一个村庄的形成往往是若干年前，一户人家或者几户亲朋一起迁徙至此，筑屋开荒、建村立庄；若干
年后，这几百或几千人的村庄里的人们都沾亲带故，知根知底，而且大家都种地，有说不完的共同语
言，是一个充满亲情、友情、爱情的人群。
邻里之间孩子们天天长在一起，大人们也一起下地、一起冬闲，自然亲密无间。
我们老家现在要有个红白事，也都是邻里主动跟着张罗，把客人叫到家里吃饭。
当然，随着包产到户，农村人种地之外做什么的都有了，差异化明显，邻里之间的亲密度也有所降低
，而且，因为宅基、房高等问题，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的也很多。
 城市里邻居之间的相对冷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陌生。
不是有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人对陌生的人和事物都有一定的恐惧心理。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或买或租，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聚集在一个小区、一栋楼、一个单元，大
家各忙各的，每天在外面战斗完，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谁还有心思关注邻居。
没有时间与精力，甚至没有兴趣去跟邻居沟通、交往。
于是，永远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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