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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曾国藩逝世后，经后人整理，他的著述文字总计超过1500万，包括了书信、奏稿、诗文、日记
、案牍、散文、书札等多种文体。
　　“经商要学胡雪岩，做官要学曾国藩”，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识人用人的才能绝对是
值得后人借鉴的。
而在曾国藩所有著作中最直接介绍这一点的就是《冰鉴》一书，此书带有部分迷信色彩，但其中诸如
介绍“观其神骨而识人”、“恒态”与“时态”等，仍然是有很大学习价值的。
　　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尤以书信部分流传最广，后人从他的书信中搜集了极具教育意义的一部分编
纂成《曾国藩家书》，对后世影响颇深。
《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到同治十年的翰林院经历和从武的生涯，近一千五百封
。
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定国安邦之道的阐述，是
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精要总结。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涵真知良言。
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
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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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重臣，曾国藩——作为做官从政的楷模和持家教子的典范，被崇拜他的人奉为“古
今完人”，但“天津教案”的软弱处理又让他头顶“卖国贼”的骂名，可谓毁誉参半，成为中国历史
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正由于传奇的出身和经历，曾国藩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处世经验。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齐家、修身、养性，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
一部《冰鉴》展露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独特眼光；流传最广的家书言辞恳切、情理兼备，让后人不
得不由心叹服；“做官要学曾国藩”——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他的奏稿被誉为“官方汇报的典范
文稿”；同时，进士出身的他诗文功底了得，成为桐城文派的领袖人物；而出色的军事战略战术能力
更是让他巩固了在清廷中不可撼动的“第一功臣”的地位。

本书全面整理收集了曾国藩的著述内容，精心编译，并配以深化阅读，让每一个渴望了解曾国藩的读
者都能从中读出这位中兴名臣真正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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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致九弟：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
二六 致九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二七 谕纪泽纪鸿：所看之书可放言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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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谕纪鸿：谨记修身三戒，力除傲、惰二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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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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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诸弟：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三 致诸弟：勉在孝悌上用功
四 致诸弟：进德修业全由自主
五 致诸弟：勉读书行事以有恒为要
六 致诸弟：勉事事应勤思善问
七 致诸弟：劝宜力除牢骚
八 致诸弟：读名人文集足以养病
九 谕纪泽：读古文之要义
一零 谕纪泽：读书须能涵泳体察
一一 谕纪泽：望雪父平生三耻
一二 谕纪泽：宜习天文，以慰我心
一三 谕纪泽：谈读书作文之要义
一四 谕纪泽：教导用笔、作文之法
一五 致诸弟：就纪泽所问作复
一六 谕纪泽：论书法南北两派之长
一七 谕纪泽：看书要有所择，了解治学之道
一八 谕纪泽：读经要胸怀博大，不可无恒
一九 谕纪泽：读书要求个明白
二零 谕纪泽：作文写字，应以珠圆玉润为主
二一 致季弟：望讲求将略品行学术
二二 致诸弟：习字须先摹欧字
二三 谕纪泽：文章雄奇之道
二四 谕纪泽：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扬长避短
二五 致两弟：论沅弟字及季弟挽联
二六 谕纪泽：尔须读唐宋诗，作五言诗
二七 谕纪泽纪鸿：唯读书可变化气质
二八 谕纪泽：手抄与摹仿宜并进
二九 谕纪泽：洁身自持，应效法王、陶
三零 谕纪泽：钻研古义望读顾江等六家之书
三一 谕纪泽：诗文立意，须超群脱俗
三二 谕纪泽：宽闲岁月，切莫错过好光阴
三三 谕纪泽：好文章须熟读成诵
三四 谕纪泽纪鸿：少年文字，总归气象峥嵘
深化阅读——读书是生命的重要部分
从政篇
一 禀祖父母：与英国议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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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致诸弟：但愿不张虚名，不进官阶
一零 致四弟：劝乱世应不露圭角
一一 致九弟：军事无常、危疑之际愈当澄心定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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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阅读——左右逢源的官场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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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致九弟：带勇以能打仗为第一义
四 致九弟：目前须重濠工巡逻之事
五 致九弟：注意平和二字
六 致九弟：宜以求才为急
七 致沅弟：为政优于统兵
八 致诸弟：殷望沅弟速来商定大局
九 致两弟：目前敌势尚不足制
一零 致四弟：心无愧悔可生可死
一一 致四弟：宁国被围仍不能援救
一二 致沅弟季弟：随时推荐人才
一三 谕纪泽：若克复大局必有转机
一四 致四弟：愿死疆场，不愿死干牖下
一五 致两弟：目下不可言战，应勉守待机
一六 谕纪泽：不急得失，寻转旋之机
一七 致沅弟：公牍中须有一记事册
一八 致沅弟：极盛之后应加倍小心
一九 致季弟：询巢县贼是否有意投诚
二零 致两弟：望沅弟来援，力保上海重地
二一 致沅弟：可分可合，不伤和气
二二 谕纪泽：责任重大，如履薄冰
二三 致九弟季弟：述筹办粤省厘金
二四 致九弟：述抽本省之厘税
二五 致九弟：宜多选好替手
二六 致沅弟：宜休养锐气不遽进兵
二七 谕纪泽：推诚相与，吏治或可渐有起包
二八 致沅弟：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为佳
二九 谕纪泽：各路请援，应接不暇
三零 致沅弟：治事勤军之外须豁达冲融
三一 致沅弟：三城可构成掎角之势坚守
三二 致沅弟：无形之功不宜形诸奏牍
三三 致沅弟：商军情并鼓励磨炼文笔
三四 谕纪泽：审问李秀成已毕，于初六正法
三五 谕纪泽：查明战功，论功行赏
三六 谕纪泽：无一人独坐之位，无一刻清静之时
三七 谕纪泽：酬庸之典，此次最隆
三八 谕纪泽纪鸿：驻临准先救皖北之急
三九 谕纪泽：皖南闹饷竞日忧灼
深化阅读——行军之道贵在人和
处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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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诸弟：告兄弟相处之道
二 致诸弟：交友拜师以专一为要
三 致诸弟：良友须殷勤接近
四 致诸弟：常存谦虚敬畏之心
五 禀叔父：不辞劳苦料理朋友的丧事
六 致诸弟：交友须勤加来往
七 致诸弟：切勿占人便宜
八 禀父母：述接待朋友之法
九 致九弟：圣门教人不外敬恕
一零 致九弟：劝宜息心忍耐为要
一一 致九弟：患难与共勿有遗憾
一二 谕纪泽：读书当勤勉，做人需忠恕
一三 谕纪泽：岳家凋败，宜往宽慰
一四 谕纪泽：做人要有气量
一五 致两弟：交人带回字帖等物各得所用
一六 致两弟：人无完人，不可强求完美
一七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一八 致九弟季弟：述有负朋友
一九 谕纪泽：安危之际，不可为一己之身名计
二零 谕纪鸿：凡岁考科考，须有老成者照应
二一 谕纪鸿：船行沿途不可误挂帅旗
二二 谕纪泽：如涉外事请子密作缄相告
二三 谕纪泽：凡认证皆发给盘川，以示体恤
二四 谕纪鸿：为人以谦敬二字为主，择交要慎重
二五 谕纪泽纪鸿：须按月接济邵宅
二六 谕纪泽纪鸿：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二七 致沅弟：与他人交际，须省己之不是
二八 谕纪泽：构怨太多将毁仕途
二九 致九弟：必须逆来顺受
三零 谕纪泽：勿与权贵相交及银两用度事宜
深化阅读——为人处世，刚柔并济
齐家篇
一 禀父母：闻九弟不作归计
二 禀父母：询所寄之物及试帖温习
三 禀父母：述家和万事兴
四 致诸弟：药品要慎用，银两安排要得当
五 禀祖父母：先馈赠亲戚族人
六 禀父母：禀近服补肝之品
七 致诸弟：劝四弟须奉勤为先
八 致诸弟：贤肖不在高位而在谨朴
九 致诸弟：钱物可由叔父收存
一零 致诸弟：勤敬方能兴家
一一 谕纪鸿：读书明理、勤俭自持
一二 谕纪泽：勿浪掷光阴，应勤劳持家
一三 致诸弟：诸事不可不尽心
一四 谕纪泽：思将儿女婚嫁早早料理
一五 谕纪泽：应早起、有恒、举止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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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谕纪泽：时记勤敬二字
一七 致两弟：修建祠堂等具体事宜
一八 谕纪泽：治家八事，缺一不可
一九 致两弟：时以子侄辈骄傲为虑
二零 谕纪泽纪鸿：须努力读书，不可积钱买田
二一 致四弟：子侄须教以谦勤
二二 致四弟：继承祖父“三不信”家风
二三 谕纪泽纪鸿：屋后栽竹，复其旧观
二四 谕纪泽纪鸿：谨遵八本、三致祥
二五 致四弟：傲为凶德、惰为衰气
二六 谕纪泽：处乱世须以戒奢侈为要义
二七 谕纪泽：唯勤俭可以持久
二八 致季弟：弟妇仙逝兼述长江厘卡太多
二九 谕纪泽：望宽待袁婿，俟其改过
三零 谕纪鸿：衣食起居，勿沾富贵习气
三一 致沅弟：勿望各逞己见
三二 致两弟：宜早起、务农、疏医、远巫
三三 致澄弟：盛时宜作衰时想
三四 致澄弟：望教子侄习劳早起
三五 致沅弟：所得赐物概藏于先大夫庙内
三六 谕纪泽：劝诫大妹三妹以耐劳忍气为要
三七 致澄弟：累世俭朴之风不可尽改
三八 谕纪瑞：勿忘专心读书、勤俭持家
三九 致四弟：惜福贵乎勤俭
四零 谕纪泽纪鸿：撑持门户，宜自端内教始
深化阅读——曾国藩的齐家之道：家和万事兴
奏稿
国衰兵弱天下之患
同心协力严办土匪
奖拔人才方可舒忧
民心向背决定成败
方今之势可虑者三
指挥得当方可取胜
两利求大两害取轻
出兵事宜需分缓急
缓征川匪急剿皖逆
内外夹击保赣安浙
借洋剿贼适可而止
胜负难料不可妄奏
凭借洋人剿匪无异作茧自缚
拔擢人才量才度能
为臣不可负气自矜责人不可吹毛求疵
地形险易视势而转
驭苗之策剿抚兼施
周密部署大败捻军
学洋人军务应取长去短
湖南力拯时艰堪称他省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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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寨攻敌
爱民歌
水师得胜歌
陆军得胜歌
劝诫营官四条
谕巡捕门印签押三条
营规
散文五篇
修身五箴
召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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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慎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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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十三篇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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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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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用
课程十二条
书赠仲弟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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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
秋怀诗五首
题管篦谷图
岁暮杂感十首
寄郭筠仙浙江四首
三十二初度次日书怀
忆弟二首
温甫读书城南寄示二首
失题四首
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
贺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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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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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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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与“权"是凝结成“网”的内在动力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
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
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曾国藩用“钱”与“权”结成了一张有史以来最大的关系网，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网结天下，雀无
所逃”。
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进可以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
这样的为官之道，颇有些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味道。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极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纷纷出任督抚，有的
是他奏保的，如李鸿章、沈葆桢等，有的虽未经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
军头目不可。
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曾国藩一向不和，在筹饷问题上又不合作，曾国藩急欲去之而后快。
当时广东最为富庶，“天下之大利”除地丁、漕粮外就是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其他省或者是占
据其一，或者是占据二三，而广东省四者全都有。
　　为了达到去除劳崇光的目的，曾国藩以军饷奇缺为由，上奏要求派大员到广东办厘金，并给以奏
事及参办阻挠抽厘官绅的权力。
这实际上是分割当地督抚的权力，自成体系。
劳崇光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而清廷也深知曾、劳之间的矛盾，不能合作，为军饷计，不得不调走劳崇
光而代以湘军集团人员继任，以期在广东为湘军筹集更多的军饷。
　　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并不只是曾国藩一个人保荐，如李续宜、彭玉麟就同时得到官文、胡林
翼的保荐，刘蓉则由胡林翼、骆秉章、文祥保荐，左宗棠的保荐者更多，如浙江巡抚王有龄不仅认为
左宗棠“有胆有识”，可接任其位，而且还要求吴煦“务为代我图之”，甚至赌咒发誓“倘有虚言，
有如此日”。
这不仅表明王有龄个人是真心实意，也反映了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打击下，满汉贵族只知依赖
湘军集团的共同心理。
在满汉统治者上述共同心理的推动下，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朝廷先后任命毛鸿宾为两广总督，
刘长佑为直隶总督，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杨载福为陕甘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未到职），恽世临
为湖南巡抚。
再加上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己任的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罗遵殿、严树
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四年多的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先后出任督抚
。
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国藩、田兴恕
和李续宜（未到职）还被委任为钦差大臣。
这23个人中有13个湖南人，他们均为湘军将领或幕僚，主要任职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
各省，其次是珠江流域。
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巡抚虽不是湘军人员，但省内主力部队是湘军，且受制于两广总督，其
布政使刘坤一又是湘军大将，所以事实上广西也是由湘军集团控制的。
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
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刮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
湘军实力急剧增长。
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深知战争时期如果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
而且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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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致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
湘、淮军将领出任。
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一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若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致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
江面，都张挂我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
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
手段。
曾国藩的至交好友，像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人后来都与他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年少时，就曾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
长大一些后，和曾国藩一起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
后来，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
刘蓉同曾国藩的气质很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
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中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到京城做官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
问题。
曾国藩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和帮助。
成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
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才使他竟然毁弃前疏，出面视事。
在此之前，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
以宏济艰难为心。
”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
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蓉、郭嵩焘二人也应邀而出助曾国藩一臂之力，但与曾国藩约定：“服劳
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
曾国藩对他们两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
曾国藩在给刘蓉《养晦堂诗文集》写的序跋文字里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守道而
寡欲。
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
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时结识了刘蓉，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相见，“欣
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磋”。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迥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
藩处。
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
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
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能跻身于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和生活上的帮
助、关照是分不开的。
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他才识的钦敬之情。
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张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
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
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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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军队，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
由于这些，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
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
曾国藩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作纪念。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
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曾同入曾国藩幕府做幕僚，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李瀚
章和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后来李鹤章与曾纪泽又成为了儿女亲家，李鹤章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
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亲家”相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才成就了大事，
成为中兴之臣。
　　除了“门生故吏、儿女亲家”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于编织“关系网”呢？
曾国藩深知，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以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
但是，当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弁勇除日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
连薪资都不丰厚。
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
错。
而文案人员的薪水出自军费，标准非常低，仅能维持全家生活。
可是他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幕府情有独钟，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混个一官半职。
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
贤满天下”。
　　常言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曾国藩帮助属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
反过来，属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
曾国藩摆脱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就是一例。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
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
度为湘军攻陷。
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方面进攻。
　　由于作战有功，湘军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
到成丰八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
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
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
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
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
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
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的大好机会。
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但是，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的，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的。
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曾国藩仍能起到遥控的作用。
在作战中，对于湘军，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
因此，胡林翼等湘军大员们，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间，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出走，由江西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
州发起攻击。
胡林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上奏咸丰皇帝，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卒进援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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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也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奏。
成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于是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
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到圣旨，就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七日马上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是朝中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力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
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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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梁启超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　　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代的王守仁，一则
清朝的曾国藩。
　　——胡哲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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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商要学胡雪岩，做官要学曾国藩”，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识人用人的才能绝对是
值得后人借鉴的。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齐家、修身、养性，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
　　本书打破常规，不仅包括冰鉴、书信、诗文、奏稿，而且还有曾国藩平生的一些军事谋略、格言
联语等，可谓精选了他平生著作中各方面的经典部分，并且结合曾国藩一生做官、处世、用人等方面
的具体事例针对性地进行了详细点评，读者在阅读之后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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