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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常，我们把智慧说成是一种更高的智力，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能力。
智慧对于人们的选择很有帮助，人们一般把那些看似很善于处理问题、解决事情的人认为是“智慧高
的人”。
智慧的来源主要是“阅历”，是不断“试错”的结果。
　人们智慧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受教育的程度、经历的事件和必须面对的种种情景。
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经验智力和情景智力。
所谓经验智力，是指人们对于在两种极端情况下处理问题的能力；而情景智力往往反映在对日常事物
的处理上。
　　对于从政者来说，智力和智慧都是成就事业不可缺少的。
没有智力，你会被认为是一个愚蠢的人，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没有智慧，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迂腐的人
，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一般而言，智力主要解决那些与事实性相关的问题，解决那些确定性的问题；而智慧则主要解决
那些与程序性相关的问题，解决那些不确定的问题。
搞技术的人把事情做成即可，搞政治的人则必须按照规则把事情做成；搞技术的人对那些比较程式化
的东西处理起来往往得心应手，搞政治的人则对那些非程式化的东西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因此，有智力的人善于处理技术问题，有智慧的人善于处理政治问题，这就是从政的智慧。
　　古代官场风云变幻无常，如何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永立不败之地，历来被为官者所关注
。
流传下来的此类著作，是著者对官场入木三分的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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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从政？
如何为官？
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人都在苦苦地寻求其中奥妙。
俗话说：“仕途险恶。
”在官场中沦为政治牺牲品的人不计其数；父子相残、兄弟相残、朋友反目的事屡见不鲜。
    官场风云变幻无常，如何在官场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历来被为官者所关注。
做官难，做好官更难。
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首先要保住自己的乌纱，才能为国尽忠，为民请命。
做官即要懂得奉上，又要善于驭下。
要想长久地做一个好官，这二者缺一不可。
所以，好官更要知道如何做官、如何从政。
    作为从政为官方面的专著，本书对古代官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探讨和分析，是当官从政者不可多得
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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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由于官吏的贪暴和政治腐败，引发了社会动荡。
曾国藩认为，道光末年以来，中国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官吏的贪污
。
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
一尺净土。
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盖太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其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危及整个统治的局面。
　　其次，是非不明，用法不当，也是引发世乱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当时吏治之所以腐败，农民起义之所以不断发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缺乏公正的规则，不能对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不能对造反者严加镇压，主要是因为没有按照
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他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
。
”他对此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
，误人家园，已非一日。
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势的艰难，面对人心的麻木，面对有法不用，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痛心疾首，
忧虑不已。
　　再次，由于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正是乱世的表现。
曾国藩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
他激切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
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缩
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
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种情形，在官僚士大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更为严重。
朝野上下，各级官吏，办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不求进取。
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现。
在给咸丰皇帝的奏疏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日琐屑。
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
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
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
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
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缩是也。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　　这一段话可谓是对当时官吏腐败情景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陈说
利弊，希图劝说咸丰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进行一番大整顿。
然而他递上的奏折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得到回应。
清朝的政局仍然向着风雨飘摇的态势滑落。
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迅速弥漫东南各地。
清军前往镇压，节节败退。
　　曾国藩对时局非常焦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内度身世，即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
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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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曾国藩上疏皇帝，提出裁军、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试图首
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他揭露了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
大抵无事则游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这样的军队显然无法胜任“剿贼”之重任。
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干，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
粤省如此，他省可知。
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兵不能用战的被动局面呢？
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
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
”否则，就永远无法扭转战局。
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迅速裁减兵额的建议，以节
省开支，提高土兵战斗力，“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
，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他的计算，这一办法如果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120万两。
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观。
然而，这次上奏依然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应，咸丰皇帝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军事上失利的消息则不断从广西前线传来。
曾国藩一方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深感忧虑，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建议屡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书生
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怀着一片血诚忠心，曾国藩决定犯颜直谏。
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他再次递上奏疏。
这封奏疏言辞激烈，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的“唯阿之风”。
对于当今皇上，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
遂至恶直好谀”。
曾国藩这封奏疏直接对咸丰皇帝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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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汇集历朝权臣成功经验，重现百代皇家弄权秘经。
　　传世智慧、历久弥新、今古通用　　旧时官场珍如球璧的珍品 高官大吏视若瑰宝的绝学　　千万
不要把权力的刀锋对准自己　　抓刀要抓刀柄，制人要拿把柄　　人才应重用，但更应善于驾驭　　
征服对手，以攻心为上　　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替人办事用脚，自己成事用脑　　保持头脑清
醒，不为一时得失所动　　胸怀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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