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汇总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篇一

读《曾国藩》时，正处于人生的困顿期，那时，大二刚开学，
在经历了大一一年的迷茫和数次挫败之后，我确信我的人生
存在着巨大问题，于是开始反思自己，在思考了很久之后，
我确定我一切的迷惘都是出由于价值观的缺失。

我决定从书中发现自己。

很偶然的一次，在网易新闻上看到一个当当的历史小说推荐，
其中便有唐浩明先生所著的《曾国藩》，出于对近代史的兴
趣，我就买来认真阅读。

唐浩明先生是研究湖南近代史出身的，汗牛充栋的古籍，大
量的史料，在睿智的思考与探索之后，透彻的认识与读书人
揭真批伪的使命感使他开始动笔写一部大书。上千个日日夜
夜过后，《曾国藩》终于出炉，而且炉火纯青。

据白岩松讲，1993年这部书一出版，就迅速在两岸三地的文
化圈中流行起来，而且，它也是对白岩松人生第三个十年影
响最大的一本书。

读之前是疑惑的，读书时是享受和思考的，读完后是沉重的。
一本文笔、故事、内涵、真实性都极佳的历史小说，写出了
一部传记所不能表达得当的意味。



“写历史小说就像是在刀尖上起舞。”唐浩明如是说。诚然，
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故事性，在某种层面上有着深刻的矛
盾，但如果处理得当却能发挥各自的效力：既准确地阐述了
历史，又能在故事中引人入胜，使人沉思。

这部书中虚构了两个人物——康福与康禄两兄弟，二人性格
相似，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又同样本领高强，但却走上了
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道路——康福做了曾国藩的贴身护卫和
亲信，康禄成为太平军的一位将领，到最后，康禄在天京保
卫战中殉职，康福离开曾国藩归隐山林。

但两个虚构人物的加入并未减损全书的真实性（即使假定为
真实人物，其对历史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反而成为这本书
的一个剖面和作者对于这段历史及其主要人物反思的一个窗
口。历史并没有严格的正确和错误之分，太平军建军初期的
平等口号和民主作风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曾国藩振衰起
疲、经邦济世的士大夫精神难道就有错？历史的矛盾和作者
对它的反思，借两个虚构的人物含蓄地表达着。

我相信，读书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我也相信，读书正如吃
饭，奶蛋鱼肉果蔬都应该吃一些而且良好搭配。我更相信，
读书对于人的作用是持续而升华的。但若非要谈一谈这本书
对于我的人生启示，那就是《道德经》（又称《老子》）对
于曾国藩的影响。

曾国藩在江西战场屡屡败于石达开，而且受到江西官场上上
下下所有官员的一致排挤，困厄之时，曾国藩父亲去世，他
索性撇下军队回乡奔丧，咸丰皇帝则借机解除了他的兵权。

百般困顿之时，曾国藩重读《道德经》，惊觉字字珠玑，深
以为然，出山以后，曾国藩引以为人生准则，从此左右逢源
于官场，报国报民于实践。可以说，没有《道德经》，曾国
藩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曾国藩的每一次反思，亦是我的每一次反思。一次次地向书
中寻求思想，一次次地拷问内心——我究竟想要什么？从那
时到现在已是两年过去，我想，有一些答案我已经找到，前
路上永远亮着一盏灯，不管，这夜有多黑，多久。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篇二

阳光明媚的早晨，捧起《曾国潘》细细品味了起来。曾国潘
是一位晚清的名臣，他花费了大半的时间与太平军作战，他
不顾自己的安危英勇奋战，最终取得成功。

曾国潘出生于湖南长沙，在他六岁时，父亲便教他识字，并
进入私塾读书，他与父亲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虽然屡次失败，
但仍然努力读书。父亲比他先考上秀才，他深受打击，挫折
再一次激励他，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先后考上县学成为
秀才，第二年又考中举人。于是远赴京城参加会试，参加应
试的是人山人海，他的首次考试就失败了，更荒唐的是第二
次考试竟然将诗赋的题目弄错了，显然这次又失败了。他并
没有放弃，凭借平时的优秀，义无反顾将自己的诗赋送到了
老师家中，最终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在老师的举荐下顺利升
官。

记得前两天我们刚学了因式分解，看着课堂追踪上那鲜红的
叉，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这道题究竟错在哪呢，这结果竟然
不对？拿着题目反复验算，绞尽脑汁，可结果仍然和之前的
答案一样。于是打电话和妈妈求证，结果妈妈的答案也和我
一样。此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妈妈也向数学单老师求
证，结果也是一模一样。此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我
们老师给我批改错了。可得意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天单老
师评讲题目时，终于公开了答案，我的这道题原来是少了解
题过程，所以老师毫不留情地打了个叉。此时，我恍然大悟，
原来细节处没有扣住，我将牢牢记住这次失败，抓住细节才
能成功。



曾国潘为官一连三迁，在太平军进犯清朝的多所城市时，曾
国潘被派往消灭太平军，他也从文人正式变为一名武官。他
凭借他的睿智组建了自己的湘军，在日后的战争中湘军也成
为了主力部队。他一向严明，故湘军被训练成了无所不胜的
军队，可正是湘军的多次胜利，曾国潘变得骄傲自大，在一
场大战中险些被擒，眼看着自己组建的湘军任人宰割，曾国
潘不禁想要跳江自杀，幸得被手下救出成功逃脱。

成功逃脱后，曾国潘并没有气馁，曾氏兄弟在连续数日围困
天京时，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骄傲自大，而是小心行事，
等到城内的敌军粮草食尽，一举攻破敌营，这一次大获全胜，
终于结束了与太平军的战斗。

曾国潘回到故乡安度晚年，61岁那年离开了人世。他沉重而
又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

曾国潘是一位历史名臣，在战场上他凭借细节取得了成功，
在职场上他凭借细节取得了重任，这就是他成功的诀窍！

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不正需要他这种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的
精神吗？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篇三

曾国藩被称为古今第一完人，看完这本书觉得有些名不副实。
《曾国藩》被称为政商必读书，但对我来说只是一本故事书。
在我看来，曾国藩不过只是一个长于识人用人，善于长远考
虑，老于官场规则，惕于自身修养的普通人而已。至于平定
天平天国的武功，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在于天平天国的“气
运”所致，这也是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湘军战斗力比太平天
国军强点，但不客气的说也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只不过为了
劫掠财富而打仗而已，湘军能取胜，也不过是五十步之于百
步而已。说实话看着这群湘军将领，常常的感叹是“这都能
赢？”。而在文章方面，至少从历史来看，其名并不显。略



为突出的可能是其治家之言吧，然而实际效果为并没有什么
可夸耀的，其弟其子都没有什么建树。

纵观曾国藩所作所为，虽然勠力于重振名教，挽救人心，然
而在晚清烂到骨子里的形势下，也毫无意义。从这里我在想，
为什么几千年的儒家教育，以致程朱理学的更深入的禁锢下，
反而培养出的都是这样一些当官前满口仁义道德，当官后毫
无道德可言的.人呢？从位至极品的官员言行来看，他们早已
看透这一切，道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最多不
过作为粉饰而已。他们既不寄希望于别人的道德，也不强求
自己的道德，一切都以办事为第一，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块遮
羞布也没什么用，但既然都没扯掉，那就心照不宣，继续用
着吧。大家都是皇帝的新衣，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所启发的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时刻自省和他的几次为人处世
的转变。先是儒法治事，屡屡受挫，而后在陈广敷指点下，
杂用老黄，而有起色。这一点可能在现在也是有用的，但并
不感冒，宁愿相信曾国藩所说的以诚为先。

全书让我敬佩的两个人，一个是康禄，一个是彭玉麟。康禄
在哥哥康福来劝降时的话，不只让康福深受震撼，也让我感
动非常，难得这么一个明白人啊，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
来的，难能可贵。而彭玉麟品德高尚，不恋功名，有情有义，
可能是湘军唯一一名还算不错的将领。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篇四

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他是个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高中时候
很奇怪书店里摆的那么多”国贼“的书，真的好多呀，还灰
糊糊的封皮，宛如历史垃圾的颜色，隐隐还知道和厚黑学搅
和在一起，对于国贼和厚黑本人都很不感冒，出于反感一直
没有想过要读。

后来渐渐明白所谓的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一场残暴的'杀人运



动，洪秀全荒淫无耻，他建立的暴政只怕比满清贵族更加可
怕。渐渐改变了看法，也许曾国藩是个值得了解的人物，一
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这本马东玉教授所着的《曾国藩本
传》。

原来他的本行是个大学士，出身寒微，生性淳朴，自幼苦读，
才思聪颖，中举后中进士，勤学不辍，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
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而且由于在京颇着清望，得
到朝野的一致认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三十七岁至
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
他或者成就一代大儒。

之后白手起家，在八旗兵、绿营兵之外筹建地方武装，初战
大败，投水自尽被救起，之后的战事胜多负少，在八旗兵、
绿营兵一触即溃的危机关头扭转了形势，步步为营，逐步压
缩了太平军的空间。

但是，因为湘军是”团练武装“，打出湖南以后更加无依无
靠，曾虽为中央二品大员，但并无地方实权，粮饷兵源到处
有求于人，官场腐败、彼此扯皮，皇帝又担心他权力过大处
处掣肘，几年下来受尽了气，难以尽述。愤而借父丧委军家
居一年半，开始的时候整日漫骂，书中说：”自入仕途，以
孔孟入世救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
“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
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
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
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
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
己?“心中苦闷抑郁。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篇五

11月某日网上看见消息说，河南文艺出版社新推出唐浩明
《曾国藩》全集，是唐先生唯一自己作序并重新校对的全本



书，另外湖南朋友近期微信圈晒唐先生，于是便毫不犹豫买
了一套。此书热时，买过若干套（自己看和送友人），也读
过两遍。收到书后便迫不及待的读了第一本，到是有序，是
为短序，所谓全本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河南人民言过其实
了，不过书的质量和纸张不错，拿在手中阅读的感觉很好。

近几年有幸加入了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湖南微信朋友圈，
先先后后与若干位湖南人近距离接触，前年也深入了一下湖
南。湖南人的确性格鲜明，人才济济，和我们陕西人似乎有
相通之处，区别可能在于一个受古风影响多一些，一个受近
现代影响多一些。由于朋友圈的关系，或许是有相通的地方，
想带家人或与三五好友去湖南游历一下竟成了我近两年来的
心结。

曾国藩，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洗礼的社会精英，正常情况
下行走朝廷、衣锦还乡是他们的毕生追求。可曾国藩生活在
一个风云变幻改朝换代的时期，成就一番事业是他们内心的
呐喊，但身处乱世，世风日下，社会落后，朝廷岌岌可危，
潜规则盛行，想做事无事可做的无奈、苦闷，成就一番事业
过程中的激越、纠结、挫败，做大事不拘小节不拘手段的气
魄，对改朝换代内心深处的挣扎，一个个鲜明特点的人物，
在唐先生穷尽八年的书写下，一本丰富鲜活引人入胜近些年
难得的好看的大气的书出炉了。

再读‘血祭’有以下几处印象深刻，一是对左宗棠这个人物
的刻画，尤其是助张亮基守长沙巡抚衙门中的洪门宴一节中
不多的笔墨，便使一个活生生的左宗棠跃然纸上，让我觉得
有身边熟人的影子；二是世无艰难何来人杰一节和之后两节，
把曾国藩出山前的纠结顾虑描写叫一个透，今后谁有什么事
想不明白了，看看这三节，会大有收获的；三是对塔布齐、
康福、彭玉麟的使用，对罗泽南金松龄青麟的处理，与刘蓉
的相处，皆是经典之处。另外，有几句话印象深刻，如：当
文官的不爱财，再平庸亦是良吏，当武官的不怕死，再粗鲁
亦是好将；读书人附逆匪，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曾国藩传读后感曾国藩全集读后感

曾国藩黑雨读后感篇六

旷世难逢天下才之曾国藩，应该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有
才、但从不刚愎自用且从不持才自傲；有德，但坚持原则，
心思玲珑。

文学家萧佰纳说过：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
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书中所说：“一个人应该和周围
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以退为进才能有一颗平凡的
心，才不至于被外界左右，才能够冷静，才能够务实，这是
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为此，曾国潘懂得变通，
也懂得如何低调做人，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是
位权衡形势的高人。

“一个人仅仅有才智也不行，必须要不断地修炼提升自己的
修养，但其间最重要的是去掉自己的锋芒，少言实干”，否
则，命运就如三国时的.杨修。

曾国藩的才智、德行太值得生活在这个浮躁的世界的我们去
学习，要适时变通，兼顾灵活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