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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少有人走的涅槃重生之路一条少有人走的涅槃重生之路
——再读曾国藩

编辑江亚萍 版式阮 进 校对刘 军

曾国藩（1811 年～1872 年），晚清名臣，湖南

湘乡人，22 岁考中秀才，24 岁中举，28 岁中进士，

42岁创立湘军，62岁去世。

曾国藩出身平凡，家世并不显赫，却凭借自身

奋斗，从草根升级为挽救清王朝的辅弼重臣。

曾国藩追求进步，由一个穷翰林七年连升十

二级，37岁官居二品。最终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

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获得

文臣死后的至高荣誉。

曾国藩生逢末世，清王朝没落，国势衰微，又

值列强入侵，他深谋远虑，主动拥抱世界，接受西

方新科学为己所用。清王朝危急之时，他创立湘

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屡败屡战，

在逆境中咬牙励志、赤地立新，在顺境中功高自

警、全身而退。曾国藩胸怀大志，有强大的精神内

核，刻苦钻研程朱理学，克己自制，逢过必改。

曾国藩一生的事功，非一般人能比，他身上具

备的优秀品质，更是很多现代人缺乏的。他之所

以能成就一番事业，达到“三不朽”，缘于他不断的

自我激励、不懈的努力奋斗、不断的自我提升，缘

于他的识人用人眼光，更缘于他超越时代的远见

卓识。

曾国藩的人生赛道，以他创立湘军为界（1852年

十二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段是他青年

时期，即考学与做京官时，和普通人看似没什么区

别；后半段是他中晚年时期，从创立湘军直至去

世。前半程，是他成长积累与人格品性的塑型期，

更是他由书生变蛟龙的重要蜕变期。后半程，是

他人生起伏跌宕、逆风飞扬的重要时段。

怎样一位历史巨人怎样一位历史巨人

曾国藩死后被称为圣人，百多年后仍然受人推崇；曾国藩留给后人的，有太多的可以学习、借鉴，值得研究。

曾国藩身上，具备太多的优秀品质：坚忍、宽厚、有毅力、有耐心、克己自律、有大局观……正是这些优秀品质

帮助他建功立业，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国家栋梁，位极人臣。

著名清史专家林乾、迟云飞积数十年之功，撰写的《曾国藩大传》新近出版。再次读曾国藩，越发了解这位历

史巨人的成长轨迹，对他何以能达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至高境界，有了不同的体会。
曾国藩便服像曾国藩便服像

曾国藩科考之路较为顺利，运气也好，30 岁

便点了翰林（1840年），入了翰林院他决心用功读

书，没想到先是玩了几十天，接着又是迎来送往，

喝酒、闲侃。在日记中，他每天检讨，不过此时他

仍改不了坏毛病，任由日月蹉跎。《曾国藩大传》作

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

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自知身上毛病太多，贪图虚名、好色、

懈怠、出言不慎、争强好胜……个个都阻碍了他

的进步，要实现人生目标，必定要改过自新。

那么，他是如何改掉坏毛病的？且看下面几

则故事：

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一天曾国藩出门拜客，

在朋友家吃午饭，饭后又去另一家庆生，晚上辗转

至别处听昆曲，晚上八九点才疲惫折回。回家后

他开始反省，自己立志不坚定，太浮躁了！白天的

应酬，明明可以不去，却还是随波逐流。这天的日

记，他充满自责，写下“戒之”二字，强迫自己静下

来读书，但效果不佳。他又自我检讨：为什么要频

频社交？无非是贪图虚名，爱听些奉承的好话，今

后一定要减少往来，改掉这个大毛病！

年轻的曾国藩，呼朋引友，谈诗论赋之余，不

免也说些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的浑话。朋友

陈源兖新纳了小妾，姿色不凡，曾国藩十分羡慕，

借故到陈家，假意聊学问，又说陈艳福不浅。这

还不算，曾国藩非要一睹芳容，当着人家的面说

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十分难堪。回家后，曾国藩

写下日记，恨自己太出格、“大不敬”！

曾国藩的发妻欧阳夫人身体不好，经常得

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聚会，排场豪华，

姬妾如云，他欣喜不已，对着一群美人东张西望，

极不得体。回到家，夫人正闹病，曾国藩心情很

是不爽，尤其是夫人的呻吟声更让他烦躁。白天

的佳丽良辰与病榻上的哼哼唧唧，形成极大反

差，曾国藩忍无可忍，跑去找朋友聊天到很晚。

第二天，夫人病情加重，他才请来大夫给夫人瞧

病。一番折腾，让曾国藩痛感自己欲望太多，理

学功夫也有退步，一听到别人谈理学就诚惶诚

恐。他决心改造自己，斩断根缘，并发誓要与这

坏毛病血战一番！

还有一次，听说在菜市口要斩杀武官，别人

约他一起围观，曾国藩欣然同往。走到半路又觉

自己“仁心丧尽”，很后悔，心想还是别去了吧。

日记中，他充满自责，做吃瓜路人，凑这种无聊的

热闹，也太荒谬了！

上面这些，只是曾国藩改掉坏毛病的几个方

面，他按理学家要求，克己窒欲，求过改过。好

名、喜色改掉了，烟也戒了，“三戒”之后只留下一

个下围棋的爱好。

曾国藩本人也说过，人的品性是可以改变

的，但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头上，要迎难而

上、下决心下大功夫去实现。正如《曾国藩大传》

的作者所说：“无论是立德、立言，还是立功，‘不

朽’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有人说曾国藩资质平

平、禀赋一般，作者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有这样的

毅力，有这么多优秀品格，还能真正超越自我成

就大事，达至人生“三不朽”，本身就不是普通人，

资质与禀赋也不差呀。用现在的话说，曾国藩自

驱力超强，知行合一，在日复一日的良性循环中

不断升级，走向自己的涅槃。 据中华书局1912

怎样解决精神内耗怎样解决精神内耗

曾国藩少怀大志，因此，树立目标重塑自己，

是曾国藩年轻时最为看重、用功最深之事。

一、改名。曾国藩原名曾子城，中进士后，他

的老师认为这个名字鄙俗，因此改名为国藩。从

此，世间只有曾国藩，再无曾子城。

二、写下“五句箴言”。告诫自己立志、居敬、

主静、谨言、有恒，以此来激励自己、提升自己。

三、立大志。曾国藩自比李斯、陈平、诸葛

亮，深信自己能成为国家栋梁，且坚定地朝着目

标奋斗。

四、写日记。每天坚持写，通过日记提点、自

省，使自己言行一致。

五、立下十二条课程。

1. 敬。整齐严肃，存敬畏之心，做事心无杂念。

2. 静坐。每天静坐四刻，养浩然正气。

3. 早起。黎明时起床，醒后不赖床、不贪睡。

4. 读书不二。读完一本书再读别的书。

5. 读史。每天读二十三史，从不间断。

6. 谨言。说话谨慎，时时留心。

7. 养气。气藏丹田，事藏心底。

8.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9. 日知所亡。每天读书写下心得体会。

10. 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几首，不丧心志。

11. 作字。坚持饭后写字，一日事情一日了，

不积欠过多。

12. 夜不出门。晚上不出门，免得损身劳神。

这十二条作于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是他自我

督促、重塑自己的具体办法。

怎样打造新人设怎样打造新人设

曾国藩手书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