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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修 身 之 智

中国知识分子，最富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位

卑未敢忘忧国”，历代仁人志士莫不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为已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

们认为，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

而有四者这中，修身最重要，实乃万丈大厦之基，身

不修则一事不成，万事蹉跎。

曾国藩也是如此，他虽出身寒微，但通过自身

的努力，终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一生的成就，可

以说那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

下，以儒家“孝悌、忠信”作为生平准则为人处世而

获得的。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以存诚

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家中说的格、

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最基本的在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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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此勉励僚属子弟。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８日致诸弟子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诫

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可乎

记育辞章之术，以图自怀其身。

从这里可认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

其重视进德修业之事。在进德修业方面他极力效

法孟子。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

省的，他是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

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

不答，反其敬。曾国藩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

行进德修业的大事。

曾国藩在修身方面，受道家思想的颢响也颇

大，他大半生为名利所困，临死前他对自己有了很

好地认识，决心摆脱名利的困扰，用“淡”字超脱自

己。他的迄种思想，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

无极而各种美德归属于他”，在《刻意》中他说“：平

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

不亏。”这样心静神宁，莫然无愧，才能四时安平处

处顺利，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养生主》）。曾国藩

认为《庄子》中的豁达淡泊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而裨

益，在他看来，自己要从忘我的劳动中达到豁达与

淡泊。

曾中藩思想的主干旧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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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祖周敦颐把人放在《太极图说》的中心地位，认

为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是“诚”，人只有通过诚，

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

性以及世界的本性。曾国藩据此对照自己的言行，

觉得自己一身毛病，而各种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不诚

实。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山村，耿直的民话特性，使

他去“伪”页崇“拙”；一生坚守宋明理学，使得他不

愿取“巧”而向“诚”。

纵览曾国藩的修身历史，他以儒家思想作为修

身的指导思想，兼纳道佛等家的思想精髓，用于自

身的修炼。作为一个理学家，他将理学中的最高理

想，置于自己修身的实距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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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

一生都约束于修身自律的规范。在曾国藩的自律中，淡

泊名利是一个重要内容。

曾国藩很多年内心无法清静，超脱不了，是由于思虑

过多，无一天可坦荡于天地之间。庄子曰“：淡然无极”、

“淡而无为”。诸葛亮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曾

国藩看到了这一点，然而其自身的两个毛病让其心灵难

得安宁。一是名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他曾道，近来苦

闷常郁集于心间，感觉不到生的快乐，因此思考如何在世

间寻找欢乐，思来想去约有三种：每日辛苦劳作后能有安

静的休息，这是人生一大快乐；淡然面对乃至消除内心中

毫无节制的贪婪、没有限度的苛求，是人生第二大快乐；

读书的声音有如金石铿锵有力，这是人生第三大快乐也。

第一大快乐和第三大快乐，是咸丰八年曾经想要努力践

行的，已将它们记入日记。第二大快乐是近日找到活着

而不快乐的缘由，现在还未能将其从心中消除，在未死之

前必须拔除干净，这样自己的心灵才能稍得安宁，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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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灵自由自在。

淡泊是一种大情趣，人生失却了它同样会失去很多

的快乐，它或许没有理智作用，像是天然生成的一种倾

向，它凭借的是人的直觉和对生活的感悟。它存在，无

言，且无理由。

然而一般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这种境界，其原因

就在于将自身陷进了，世间的名利场中，在其中沉溺太

深，不能自拔，只能看到名利对人的好处，没有看到或极

少能看到名利对人性的摧残，更不用说如何理解人生存

于世的理由与目的；人赤条条地来，必将赤条条地去，这

世间迷惑人的本性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属于你。

人之所以执著，是因为对某些东西有一个固定的看

法，常常又没有机会或能力去改变这种看法，最根本之处

还在于他对自身的执著缺乏怀疑与审视的目光，在他心

里永远产生不了这种理念：原来他如此执著的东西，是可

怀疑的。

从古到今，圣贤豪杰或许志趣不同，然在淡泊上是大

体相同的，像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其诗中言志，淡泊之

心是可明示世人。

曾国藩一生名利心重，至死也未能解脱。名心切，自

古是中国文人的一个通病，原因在于他们从小受到如此

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

食终日，无所用心”视为人生最大耻辱，直到今天这种观

念依然存在。人们无法忍受一个人为非作歹，为娼为妓，

但由衷赞赏一个人功成名就。世人只知为非作歹之害，

岂知功成名就之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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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名心切的人，其俗见必然很重。我们从很小就知

做人要努力，一定要成功、成名、成才，诸如此类成者，让

我们产生了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效应，使我们对任何

事情抱有同样的心理期待，期待人生尽善尽美，期待世事

如人所愿，这一切都是俗见。自然，就对人生无常，世事

变幻格外看重。思虑过多，人的一生被其所束缚，终日不

得安宁，一天到晚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状态，然而这种无休

止的思虑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人的一生淡泊名利必将得到心

灵最大的自由。他曾送给沅弟一枚印章，叫“劳谦君子”，

有一层意思是说，对处于名利场中的人，要像农人那样费

心耕种，像商人那样努力追求财富，像撑船的篙工在河滩

上奋勇搏击，要从辛苦劳作中把淡泊体现出来。在为人

处世的过程中，保留淡泊的心志。也就是在忘我劳作中

达到淡泊。

曾国藩中年时期位居高官，家人并非因他而富足。

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曾写信给儿子纪鸿，又

说“：我虽位居将相，但所有衣物，不值三百两银子。愿你

们能维持俭朴的作风，也是珍惜幸福的方法。”咸丰八年

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其弟一封信，尤为恳切地说道：

“我在外面做官没往家中寄去银两，实在是因为在出仕之

初，默立下此誓言。”他又在发给州县的信里，用“不要钱，

不怕死”表明志向“，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志向。但是父亲

在家，贫困窘迫，设法生活，我至今都感到痛心”。

由此可见，曾国藩为官应属清廉，在军中享受甚少，

的确能做到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与历代那些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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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享受，公饱私囊注重个人生活的舒适和享受的人相比，

曾公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曾国藩一生推崇节俭，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的道理。曾写对联一副“惜衣惜食，不惟惜时兼惜福；求

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并且教育其子孙把朱子的

《治家格言》作为必读的课本。

曾国藩作为将相，每天吃饭，每顿饭只有一种蔬菜，

绝不多设。节省饮食的情形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一切与他幼时贫寒，经历了许多艰辛，深知一粥一饭来

之不易是分不开的。他在京师作官时，俸禄不多，每年靠

节省下来的钱伺奉高堂，数量很小。到官位显赫之时，其

父已死，更不给家中寄钱。到了任直隶总督时，才有了二

万金的俸银，到他死时，惠敏按照他的遗愿，谢绝赠送，仅

收下门坐。故吏募集的用来谕刻《曾文正公全集》的钱，

剩余的，加上一些俸银，才得以修缮田宅。

从这些可以看出，曾国藩非贪婪之人，并未凭借手中

权力大力追逐自身的利禄，这种品德是应为世人所称道

的。

曾国藩一生持俭有恒，终身不渝，让人看到了他不为

利禄所累的一面。他教训子孙后也是如此，曾说“：所有

的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我不希望你们做大官，只希望你

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勤俭持家，学会劳动，学会

吃苦，便可以从中寻找乐趣，且可约束自己，这样方能称

为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场奢侈糜烂的风气。

吃饭居室，依然保持本来的家风；异常节约也可，稍有盈

余也行，太过丰盛我不敢过。但凡官宦之家，由俭入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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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由奢入俭难。你们年纪尚轻，一切都不可贪慕奢华，

不可养成懒惰的习惯。无论国家，还是小家。如果士、

农、工、商都勤劳苦干，俭朴节约，没有不兴旺的；反之，如

果骄养奢侈，懒惰不思进取，则没有不败的。”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从小劳苦，极易受到金钱的诱

惑，然而他却能淡然面对，不用职权为自己为子孙谋取暴

利，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这种毅力和识见，实在是不容

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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