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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道与商道》

前言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曾国藩出身农家，朝中无任何依傍，却在三十七岁时便官至二品
，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掌管机枢军政大事，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连跃为二品大员
，后又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创造了清廷升官最快、保官最稳的官场奇迹。曾国藩官运如此亨通，是
何缘故？胡雪岩从一个出身贫寒的钱庄小伙计，成为名震天下的“红顶商人”，涉足于钱庄、典当、
生丝、粮食、军火、船厂、药店等各个行业，创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既富且贵，无人能出其右
，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奇迹。胡雪岩“商绩”如此辉煌，凭的什么？曾国藩和胡雪岩都生活在晚清乱世
王朝，都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就。曾国藩曾被后人推崇为“一代官圣”，是很多人
崇拜的偶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熟读中国历史，对官
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这套绝学用之于官场屡试不爽，这正是寄身官场之中的人
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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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道与商道》内容为：曾国藩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这套
绝学用之于官场，则屡试不爽，这正是挣扎起伏在官场之中的人应该学习的。胡雪岩从一个仰人鼻息
的钱庄伙计，变成富甲东南的商界巨擘，头戴红顶翎身穿黄马褂，大福大贵，天下无人能比。他自有
一套从商绝学，这正是在商海之中苦苦拼搏之人应该掌握的。
曾国藩出身普通农家，朝中无任何依傍，二十八岁中第，三十七岁时便官至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
级，盾又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创造了清廷升官最快、保官最稳的官场奇亦，他宦运如此亨通，究竟
是何缘故？
胡雪岩从一个出身贫寒的钱庄小伙计，成为名动天下的“红顶商人”，涉足于钱庄、典当、生丝、粮
食、军火、船厂、药店等各个行业，创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既富且贵，无人能出其右，外号“
大清财神”。他商绩如此辉煌，到底凭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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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跟曾国藩学做官第一章 学升官：连升十级有秘诀1.把握机遇，借梯而上有位哲人这样说过：“机
遇是魔鬼，它把住了天堂和地狱的门口。”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机遇，如果抓住了，就能
把人从地狱拉上天堂。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有一个重要的机遇，使他的官运出现了“分水岭”似的变
化，在这之前，他只是一个平庸的文吏，曾经因为不怕得罪“老板”，给皇帝提建议，差点被免职摘
脑袋。但是抓住这次机遇之后，他一下子从一个平庸的文吏成了朝野举足轻重的大臣，荣宠一时。这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呢？我们知道，对于官员来说，最好的机遇不是为领导锦上添花，而是为其雪中
送炭。在领导遇到了难题或者遇到了大麻烦、焦头烂额之际，能够挺身而出，帮领导摆平麻烦，这就
是让领导另眼相看、改变官运的最好机遇。咸丰皇帝这个领导，曾经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就是太平军
起义。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清朝大大小小的官员立刻慌了手脚。皇帝赶紧派兵镇压，可是单凭正
规军的力量难以如愿，于是，想出了让地方办团练的办法。当时，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还任
命一些回籍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优势来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
。咸丰皇帝大力“招聘”团办大臣之时，曾国藩正在回家奔丧的途中。1852年6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
西省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于是他
经过向上级请示并获批准后，调转方向，急急回老家奔丧。正在这时，他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
练事务的谕令。曾国藩本是一个文吏，而且皇帝并不是十分喜欢他，还一度想免他的官摘他的脑袋，
在这个紧要关头，为什么会想起他？为什么会授予他如此重任呢？这是因为他人的极力推荐，这个推
荐之人在皇帝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个人就是已经退休的老臣唐鉴。太平军起义，咸丰皇帝慌了手
脚，赶紧请告老还乡的老臣唐鉴人京问计。唐鉴是曾国藩的老师，他对曾国藩非常了解，向皇帝推荐
了曾国藩。他向皇帝详细地介绍了曾国藩，还说“曾涤生（曾国藩号）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
。面对皇帝怀疑的目光，唐鉴以自己一生的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有一句
话说道：“机遇有时是很烫手的。”老师唐鉴拼力为曾国藩争取来的机遇，在曾国藩看来，确实是很
烫手的，所以他迟迟没有去接，甚至还想推掉。曾国藩虽有爱民报国的君子理想，但是天性谨慎。他
一直对咸丰帝刚刚登基之时自己上书言事被皇帝斥责一事不能释怀，加之自己又是一文人，对兵事实
在是不太懂，很害怕自己半世名节因此而毁于一旦。不成事，皇上看不起，成事，又会引得满人担心
。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老板——皇帝是满人，他最大的忌讳就是汉人有军队。所以曾国藩觉得无论
办好还是办不好，到最后可能都是两头吃力不讨好。而且，当时他还正在为母守孝。当众人都认为这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劝他出山的时候，曾国藩却依然犹豫不决，左右担心，甚至已经开始琢磨着
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了，眼看着大好的机遇就这样丢掉了。恰在此时，传来了太平军攻克武汉、又要
反攻湖南的消息。在这紧要的危急时刻，曾国藩的至友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办团练
。郭嵩焘一见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可惜张中丞、左季高（左宗棠）、江岷樵（
江忠源）都看错了人。我郭嵩焘这二十年来自认与你最相知，看来也靠不住！”曾国藩听了之后，脸
立刻红了。郭嵩焘一见，以为有门，接着说道：“湖南水路提督鲍起豹说，曾国藩乃一介文弱书生，
他有何本事办团练，别看他平日气壮如牛，到头来一定胆小如鼠。"这是典型的激将法，虽然郭嵩焘用
得炉火纯青，可是曾国藩根本不接招，他笑着说自己不是当年的周公谨，不是几句话能够激得了的。
激将法失败了，郭嵩焘赶紧变化招术，他知道，曾国藩不出山，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朝廷方面的担忧
。于是郭嵩焘告诉他说，这次朝廷下令曾国藩出山，在他的恩师唐鉴推荐之外，皇帝又征询了恭亲王
奕诉和内阁学士肃顺的意见，二人也竭力保举曾国藩。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过接触，知
道他们二人各有优长，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若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就不怕地方的事
不好办。郭嵩焘的话化解了曾国藩的担忧，既然朝廷方面是极力支持的，就不用担心自己势力的扩张
会招致朝廷的猜疑。而且如果推辞也辜负了老师及他人的举荐之心，使他们也不好下台。这番话下来
，曾国藩动心了。接着，郭嵩焘帮助分析了当下的形势：虽然太平军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严密的体
系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但是太平军有个致命的弱点，上帝教与上千年中华文明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
、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都很恨他们。另外他们还毁关庙、焚庙宇，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接受。
所以他们的做法将激起天怒人怨，如果曾国藩这时能以捍卫名教为名办团练，自然能得人心。一番话
下来，曾国藩“三角眼中的光芒越来越亮”，算是初步同意了。对于为母守丧的事情，郭嵩焘说出山
办团练本是保孔孟之道，正大光明。家事可以托付给弟弟们照顾，自然很好解决。一切担心和麻烦都
排解掉了，烫手的机遇左推右推，还是终于接住了。曾国藩拜别母亲亡灵，带着弟弟曾国葆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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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出山”，从此走上了成为晚清重臣的道路。【跟曾国藩学做官】曾国藩说过：“人之所资，须自
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生的资本，不能靠别人送
来，只能靠自己挣来。大丈夫成事必须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关键时刻要借梯而上。虽然出山办团练这
件事情曾国藩是犹豫不决，但是经过多年的官场实践，曾国藩清晰地认识到争取机遇的重要性了。2.
善结贵人曾国藩出身农家，朝中无任何依傍，却在37岁时便官至二品，连升十级，在清代至少在湖南
为空前绝后。曾国藩官运如此亨通，是何缘故？这都得利于贵人相助。曾国藩遇到的比较重要的贵人
有两个，这两个人都在关键的时刻对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一是他的老师穆彰阿。曾国藩早年仕
途的顺利，实由穆彰阿开启导引而成的。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曾国
藩在这次考试中，成绩并不理想，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虽然也被称为进士，但
是加上一个“同”字，还是和真正的进士差一等级的。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
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
须通过“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人翰林院的几率不大。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放
弃，他去找“老乡’’，寻求在京做官的湖南人的帮助，曾国藩首先想到了御史劳崇光。劳崇光也是
挺重乡情的人，知道曾国藩的想法之后，就帮他出谋划策，让他想办法引起主考官穆彰阿的注意。穆
彰阿在当时极得道光皇帝的宠信，任军机大臣20多年，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
。自嘉庆至道光两朝，进士考试、殿试、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参与或主持。这是“衡
文大权”，亦即选官大权。如果能被穆彰阿看重，那就有戏了。劳崇光对曾国藩这位老乡可谓是尽心
尽力了，他让曾国藩参加完朝考之后，立即带出考卷来到他的家里，他早已安排好了“抄手”，让“
抄手”把曾国藩带出的答卷誊抄十份，然后飞马分送当朝显要。这招果然奏效，第二天傍晚，穆彰阿
等主考官都已听到三甲进士曾国藩文笔出众。为此，穆彰阿特地调来试卷，亲自审阅，果见曾国藩的
文章写得不错，于是给曾国藩一个“高分”，将其朝考成绩列为一等第三名，并圈定为翰林院庶吉士
。名单进呈道光时，穆彰阿又特意将曾国藩夸赞了一番。皇帝大致翻阅了一下试卷，便拿过御笔将曾
国藩的名次由第三划到第二。就这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在拜见“座师”穆彰阿时，曾国藩表现
不错，尤其是在英国人给大清王朝带来的鸦片和边患问题上，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为此，穆彰阿对
曾国藩的器重又增加了许多，把他看作是门生中的佼佼者。有了穆彰阿做靠山，加上自己刻苦修业深
造，曾国藩在翰林院果然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道光二十年，馆修结束，授职检讨，官位七品。二十
三年，翰林院举行翰詹大考，又是穆彰阿主考，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名，授职侍讲，官位升至四品。
穆彰阿在向皇上禀报新任侍讲时，针对道光帝极重天伦的特点，特别禀报曾国藩家祖父母、父母、弟
妹、妻子、儿女一应俱全，堪称有福之家。道光帝听后果然非常高兴，下旨叫曾国藩次日进殿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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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胡雪岩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　　——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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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道与商道》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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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收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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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政道与商道》的笔记-第166页

        166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323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383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423一个人老实厚道、柔弱退让，绝不是懦弱的标志，却是聪明持久的象征。
435第一是不与上级“争”名。第二是不与下级“争”利。第三是不与平级“争”权。
600恼怒不但伤身劳神，而且会使人失去理智，伤及他人。做事时，如恼怒则不能心定神安，容易失去
自信，恐怕就没有好的成绩。怒气就如脱缰野马，野性难驯，让人束手无措。故而，要控制怒火。”
1038对待一般的朋友，要以宽和之心对待，不能因为一时的气愤或小过节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对于曾
经有负于自己的人，尽量宽和相待，给其回报自己的机会；对于不能回报的，也不要赶尽杀绝，防止
其成为自己的敌人，那就是负的人脉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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