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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名言与事典》

前言

说起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尽管其一生之得失，众说纷纭，至今
不能定于一尊。但不管怎样，没有人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没人能否定他对中国文化带来
的莫大影响。此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融贯他一生智慧的《家书》《冰鉴》《日记》等书自出版以
来，至今畅销不衰。并且，散见于他著作中的那些充满深刻哲理的片言只语，已经广为流传，不知激
励了多少人！这不正是对他很好的评价吗？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书，自始至终却没有一句精辟的话流传
于后世；有的人一生立言不是很多，但句句简短有力，发人深省。而曾国藩就是那种虽著书不多，却
多出名言警句的人。他的文章、书信用语不多，却往往充满着丰厚的真知灼见。这种作品就要求写作
者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的个人体验，而且要读书甚多，腹笥充盈，思路清晰，下笔如神。“德
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的曾国藩当然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因
此，无论是他的《家书》还是他的《日记》、奏疏等，名言警句俯拾即是。比如，“凡事留余地，雅
量能容人；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
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为第三义。”又如，“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
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驭将之道，最贵
推诚，不贵权术。”从修身到处世，从治军到治学，可谓包罗万象。曾国藩的这些名言警句，是中华
民族智慧的高度结晶！作为后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努力继承前人优秀的文化遗产，以期对
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所启迪，有所教益。鉴于曾国藩名言警句的纷繁复杂，编著者特辑录其中最为精粹
又关乎世用的若干条，再辅以流畅的解说，希望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编著者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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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名言与事典》

内容概要

《曾国藩名言与事典》内容简介：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书，却至始至终没有一句精辟的话流传于后世。
有的人一生立言不是很多，但句句简短有力，发人深省。而曾国藩就是那种虽著书不多，却特别善于
以名言警句表达深刻思想的人。名言警句往往用语不多，却充满丰厚的真知灼见。因此，无论是他的
《家书》还是他的《日记》、奏疏等，曾国藩的名言警句俯拾即是。比如，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
义，能和协上下为第三义。又如，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
，愈难成器；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
术。从修身到处事，从治军到治学，可谓包罗万象，简直像个万花筒一样⋯⋯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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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名言与事典》

作者简介

千高原工作室成立与1999年，成功策划了700余种图书，在出版发行界享有盛誉。千高原工作室策划组
织了“商务书库”、“语研书库”、“中小企业创业文库”、“宾馆酒店管理实务丛书”“亲自教育
”等成系列丛书，2012年底加盟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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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名言与事典》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先从修身做起修身养性是自我完善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业的起点。曾国藩凭着自身过硬的修
身工夫，确立了良好的个人品格，最终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取得了千万读书人都
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3 立志为成人成事之本6 欲正人先正己10 君子养心以静也14 唯读书可变化气
质17 尽人事，听天命20 淡泊二字最好23 “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第二章 好家风比什么都重要曾国藩
认为，家庭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终，需要用心经营。而且，不善治家的人，也不能很好地治国。曾氏
家族一门英杰，绵延几代，正是得益于曾国藩一手建立起来的好家风。29 家和福自生32 孝友之家可绵
延36 勤苦节俭未有不兴39 服侍亲人以得欢心为根本42 让他三尺又何妨46 不忘家风，珍重声名第三章 
官场楷模是怎样炼成的“做官要学曾国藩。”近代以来，官场中人无一不把曾国藩奉为“官场楷模”
。曾国藩37岁时已是二品大员，经他治理过的地方，百姓盛赞，而且他做官极稳，历经宦海风波却安
然无恙，荣宠不衰。51 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55 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59 为人上者专重修身63 未见
退而自足者亡67 有福不可享尽73 称许赞扬令人“欣欣向荣”79 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第四章 打造
一支牢不可破的团队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创建并带领湘军扫平强大的太平军，获得了非凡的军功。曾
国藩的治军之道，非同凡响。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治军的关键就是，如何打造一支牢不可破、富有超
强战斗力的团队。85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88 不求奇功但求稳91 驭军驭吏要严96 受挫受辱须咬牙励志100 
紧抓思想建设加强凝聚力103 不能有恩而无威第五章 成大事者的为人处世之道曾国藩能从一介布衣成
为活跃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过人的立身处世方法。简
单说来，就是：圆融。“圆融”就是我们要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尺度，在任何情况下都
能游刃有余。109 君子藏器于身114 为人不可过于聪明117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21 不可不预为之计126 
善用时机借梯而上130 做人要低调134 诚者物之始终138 帝王将相由自立自强做出141 无恒则终身一无所
成144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第六章 曾国藩的求学窍门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他以并不突出
的资质，最终能在古文、理学及书法上取得精深造诣，成为大学者，就在于他能时刻学习，且学习得
法。因此，他的求学之道，有很多过人之处，值得好好总结。151 勤能补拙是良训154 看读写作，不可
缺一158 艺多不养身162 文章经济须兼顾165 看书不可不有选择第七章 慧眼识英才曾国藩不仅博及群书
，人情练达，又精通相法，是识人的高手，因此有着一套精妙的相人之术。由于他很会识人，所以麾
下人才济济，个个都可堪大用。173 从细节处看人176 观人先观眼178 次辨刚柔180 辨声必辨喜怒哀
乐185 从行为举止看人第八章 选好人才更要用好人才曾国藩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就要能“得人
”，也就是能得到一大批优秀人才的辅佐。曾国藩把重人、识人、取人、用人之法揉为一体，高度体
现了一代大师的颖悟和睿智。189 惟在用人一端193 功不独居，过不推诿197 人至察则无徒200 择友乃人
生第一要义203 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207 人才靠奖励而出211 衡才不拘一格第九章 仁者寿与天齐曾国
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静笃，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在数十年的养生之中，
勤恳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对其德性的修养、身体的保健和事业的成功，都给予了很大的帮
助。217 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220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223 自古以来仁者寿227 多与自然亲近230 一张一
弛，动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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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名言与事典》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从修身做起性格决定命运，抱负决定成就，良好的品性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前提。在优秀的
领导者身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优秀的特质。但是，没有谁天生就是做领导的料。领导者的这些特质
，无一不是从修身养性中得来的。修身养性是自我完善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业的起点。早年的曾国
藩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很多的缺点，但他凭借着自身过硬的修身工夫，确立了良好的个人品格，最终
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取得了千万读书人都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立志为成人成事
之本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曾国藩家书》“人没有理想，和一条咸鱼有什
么区别？”这是一句被很多人传诵的著名台词，出自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少林足球》。在这
部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票房与口碑都很好的电影里，连一双鞋都没有的周星驰振振有词地对大师兄说
了这句话。谁知这句话刚一说出口，就遭到大师兄的反唇相讥：“你鞋子都没有一双，不就是和咸鱼
一样了！”大师兄那时还不到30岁，这么年轻就失去了对生活的憧憬。似乎人的年龄越大就越没有理
想。工作几年后的年轻人，每天做着相同的工作，拿着一份“饿不死也撑不着”的工资。毕业时的雄
心壮志逐渐在无聊中消磨殆尽，“理想”“志向”这样的词再也不会挂在嘴边了。现在的我们呢，肯
定不会连“鞋子都没有一双”吧，但理想还有吗？志向还在吗？理想和志向不仅是人生目标，也是一
种力量。它可以使人奋发有为，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将自己所掌握的条件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
还能把自己的潜能开发出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志向，即便他继承了万贯家财，风度翩翩，相貌出众，
有着深厚的教育背景，也不能说明他能成就一番事业，因为没有志向，他的一切优势条件都被闲置在
那里，白白地浪费掉了。有这么一则寓言，说有一天，被人收养的龙和逍遥云天的龙碰面了。被收养
的龙恃宠而骄地说：“你这是何必呢？总是在天地之间往返不停，天冷了就藏起来，太阳出来了又飞
上天，你不累吗？像我这样住得舒舒服服的，不是很好吗？”自由的龙扬起头来，笑着说：“你怎么
龌龊到了如此地步！上苍赋予我们形体，头顶角、身披鳞；上苍赋予我们品性，下能潜到源泉，上能
直插云天；上苍赋予我们职责，抑制骄阳，滋润大地。我们能看到宇宙之外，栖居在八荒之表，穷尽
万物的开端和变化。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快乐吗？“而你现在却满足于这块马蹄大小的水洼，在泥沙中
打滚，与蚂蟥、蚯蚓之类为伍，所贪恋的不过是一点点残羹剩炙。你虽然跟我在形体上相同，但你我
的乐趣却大相径庭。你以被人玩耍换取利益，人家扼住你的喉咙、把你切成肉泥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我看你可怜，本来想拉你一把，不想你却要把我拉入陷阱，这样下去你免不了被宰割的下场。”说
完，自由的龙就飞走了。没过多久，被收养的龙果然就被玩腻了的主人宰杀了。俗话说：“无志空长
百岁。”没有志向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只会在空中东摇西晃，最后必然会丧失前程，虚度
人生。1953年，美国哈佛大学曾对当时的应届毕业生做过一次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对自己的未来有清
晰明确的目标，是否有实现目标的书面计划。结果，只有不到3％的学生有肯定的答复。20年后，研究
者再次访问了那些当年曾接受调查的毕业生，结果发现那些有明确目标和计划的学生，20年后在事业
成就、快乐及幸福程度上都高于其他人。而且，那3％的人拥有的财富总和，居然大于另外97％的学生
的财富总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曾说：“每次偶然的际遇都是早有安排。”在我们的人生中，所有看似
是神话与奇迹的，其实大都来源于精心细致的准备，而给这种准备以力量的，毫无疑问，正是远大的
目标和志向。正因为有些人没有远大的志向，他们对于前方的路顾虑重重，甚至自暴自弃。所以，在
生活中，他们总是走走停停，蹒跚而行，也总不免被磕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却依旧抱残守缺，不思进
取。另外有些人，则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怀揣着一颗滚烫热血的雄心，向遥远的天穹放眼望去。任凭
他人笑骂误解，任凭前方的路上布满荆棘，他们依旧如斯，眼观寰宇，思绪飞扬，什么都无法阻挡他
们的广阔视野。25岁生日的曾国藩，沉沦下僚，正在京城苦读勤练。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仍然坚信自
己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在有感而发的《乙未岁暮杂
感》一诗中写道：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
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篷瀛。“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
鲸”，一个25岁青年竟有这样非凡的志向，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曾国藩经常借诗文来抒发自己的志趣
，自比于汉兴之初的张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将相”，梦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
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振拔出来，用为国家的栋梁。他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
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会如同生长在深山里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每
一个人，在人生的旅程中，应该像曾国藩一样，给自己的飞行寻找一个心灵的高度。只有这样，我们
的人生才不会坠入庸常的河流，或者如雪泥鸿爪般，仓促得不值一提。许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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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不如别人，条件不如别人，而是很多时候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当你拥有了远大的志向，也就有
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每次进步都是积累，而成功就是这样不断积累出来的。欲正人先正己能慎独，则
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曾国藩诫子书》有一则寓言，是这么说的：一天，一只大螃蟹
正带着一群小螃蟹操练。大螃蟹忽然发现，小螃蟹们的动作都极不正确，便大喊道：“你们不要横爬
，要直着走。”小螃蟹们听完，个个委屈地垂下头。这时，一只老螃蟹爬过来对大螃蟹说：“你知道
为什么他们做得不好吗？因为你自己的动作就是错的。”孟子曾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生活
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自己并不怎么样，很多事都做不好，却总是喜欢好为人师，轻率地就对别人的
所作所为横挑鼻子竖挑眼，让人尴尬之至，无法下台。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们躲之唯恐不及。曾国藩就说，欲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转移习俗”。他恨官气，就自己先撤掉
官府排场，禁止部下迎来送往；他恨懒惰，就自己首先做到早起，从不睡懒觉。曾国藩的一生，就是
在这样日日严于律己中度过的，他对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南怀瑾先生曾说：“曾国藩一生
共有十三套学问，但流传后世的只有一套，即《曾国藩家书》。”如果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就
会发现其中除了对晚辈的教诲外，曾氏自省的文字非常多。从青年时代起，曾国藩就按照理学大师唐
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十二条”，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即使成为高官显贵之后，他也从不停
止这些艰苦的功课。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
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他坚持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的一天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这样逐
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腾达，走向人生的顶点。道光年间，在京城
做官的曾国藩也曾书生意气，加之年轻气盛，内藏傲骨，外露傲气，容易冲动，“好与诸有大名大位
者为仇”。咸丰初年，曾国藩在长沙操办团练时，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明争暗斗，与湖
南官场的凿枘不合，以及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常采取强权的方式。虽然在
表面上获胜，实际上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比如参陈启迈、参鲍起豹等奏本，或者越俎代庖，或者
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因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上下左右的
感情，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
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脱下战袍从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一举动引来了朝廷上下一片指责声，
有些人甚至还希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发给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
即赴前线。曾国藩并不领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
折里，他倒尽了苦水，然后提出复出的困难，如他所保举湘军将士的官名都是虚的，自己位虽高却没
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等。实际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并授
以他督抚军权的实职，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谁知朝廷根本不予理会，当时是满人的天下，要授汉人
以实职是令皇帝犹豫不决的，于是皇帝干脆同意他在家守制。曾国藩原本是想借守制为筹码，获得更
大的权力以利于自己施展拳脚，却没料到被朝廷顺水推舟削了权。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
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作战，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在湘中荷叶
塘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对自己的为人处世作了深刻的反省，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
的原因，并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
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曾国藩在总结了这些经验
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的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地咀嚼，细
细地品味，终于悟出老庄和孔孟的处世为人之道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起来既能做成掀天揭地
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一年多后，浙江局面有了变化，御史李鹤年、湖南
巡抚骆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从速命令曾国藩复出以解浙江之急，在郁闷与反省中度日如年的
曾国藩这次不再向朝廷讨价还价，而是立即披挂出征了。再次出山的曾国藩，身上多了些宽容与迁就
，少了些冲动与固执，无疑这些改变对他日后功名成就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一切，均拜他深刻的自
省所赐。在这一年当中，是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思想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是他反反复
复痛苦地回忆，检讨过去的凝练。也正是由于他这段痛苦的自我反省才有了他今后的成熟老练。等到
再次出山的时候，他已经渐渐地学会掩盖住自己的锋芒，而日益变得圆融通达起来。“自省”是儒家
思想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认为，自省是人达到“圣人”和“君子”道德学识境界的一种手段。
这种手段也是一种修养手段，具有自我完善的一些特性。儒家认为，自省是“修身之本”，是“中兴
之本”。儒家讲求“内圣外王”，其思想内涵之一，是指自身的修养是事业有成的前提，只有具备了
良好的自身修养，才能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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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当中，“修身”被列为头等大事。而修身之本则是“自反”，即
自省，也就是“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则用无不利。⋯⋯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
戒。”从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深刻地反思与检讨自己的作风给他带来的益处。一
个时刻自省的人，言行会逐渐平和稳重，性格也会更加尽善尽美，不会动辄乖张动气、情绪失控。古
人如此，作为今人，我们在自省的内容上或许会有不同，但相同的是：我们要有善于和勇于自省的精
神和习惯。不仅曾国藩提倡“自省”，两千年前《论语》中已提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因此，我们
要学会思考，要学会反省，不能仅靠着本能和欲望去支配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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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名言与事典》由千高原编著。修身养性是自我完善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业的起点。早年的
曾国藩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很多的缺点，但他凭借着自己过硬的修身功夫，确立了良好的个人品格，
最终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取得了千万读书人都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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