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看曾国藩传读后感 曾国藩读后
感(通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一

如果说清代历史上有什么文治武功足以彪炳史册的'名臣那曾
国藩当做不二人选，虽然他不如明朝王阳明那样才华横溢，
人生经历跌宕起伏，且以相当水平的哲学（或者说圣人之学）
闻名于世，但曾国藩以中人之姿，先见宠于道光皇帝，中年
便登高位，后见信于咸丰帝，编练湘军，平息太平天国之乱，
立下不世之功，也足以证明他为官为人，识人用兵，自有过
人之处。曾国藩的一生倒是可以诠释“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

这本书我是第三次读了，第一次读本书的时候才十几岁，那
时候的暑假，屋外夏日炎炎，蝉声鸣鸣，屋内弱冠少年，静
心沉浸书中，世界纯粹的只有故事情节，无有其他，这样的
经历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别样的情怀。那时候的自己少年意气，
不识人间愁苦滋味，总以为金戈铁马，可以纵横四海，总以
为剑胆琴心，可以仗剑天涯，总以为情之所致，可以金石为
开，不过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当年以为读
懂的部分也只是以为而已。

命运兜兜转转，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而立之年，巧的
是读书的地点居然相隔不足千米，好像是一个四季轮回，我
又回到了时光开始的起点，尽管青春不在，尽管几多挫折，



尽管还需历练，但当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情怀始终
未变。

本书故事中塑造曾国藩的性格不算特别成功，有点儿“大忠
似伪”的味道，但大体上曾国藩的努力，曾国藩的愤懑，曾
国藩的挣扎都未有遗漏，而且对待这样一部描述这样一位充
满历史厚重感和矛盾感的人物，也不应该吹毛求疵，只要读
之有所得，有所获，且与历史实事无太大出入，我以为就可
以算是佳作，这也是我给五星好评的立足点。

开卷有益，不求甚解，这次重读也是随性而读，没有刻意用
逻辑思维去梳理情节和人物关系，就是简单的代入，去体会，
去了解这位理学名臣，滚滚长江东逝水，白发渔樵江渚上，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面对中华民族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风流人
物毕竟已经俱往矣，能不能数今朝的风流人物，还要看当世
青年能否先破先立，不破不立了。但愿今人能够放下抖音，
移开王者，挽住强弓，射下星空天狼。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
算个不是书评的书评吧。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二

历史上著名的贤臣曾国藩曾说过一句传诵千古的名句：“人
败皆因懒，事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的确，他的名言给
予了我们无限的启示和教训,并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从古至今，人才倍出，但他们却未能干出多大的成就，要么
是因为政府衰败，统治无能，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
缘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懒惰。要实现一个远
大的理想，最重要的是要有努力和坚持，要是这个人连一点
儿奋斗的精神都没有，那更别说成功，更别说战胜无数困难
了，连一个估计都打不败。只有像曾国藩那样，尽管多次科
举都未能入仕，但仍然坚持不懈地一次又一次考试，最终步
入了仕途，创造了自己的幸福人生。



令人可惜的是，有些名人名士获得些权力和威望之后，就开
始骄傲自大，为非作歹，把社会搅得一团糟，轻点的，降个
级；重点的，炒了鱿鱼；再重点的，流放边疆；再重点的，
被杀头腰斩；最重的，干脆就一股脑儿地诛灭九族了事。正
所谓是“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后来尽管平定了太平天
国，为清国的江山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从未骄傲过，
反而主动请求降职，巧妙地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内乱，
平安无事；反观当时一些手握兵权的大臣们，死在了腐败的
政府手中，这些家族也一落千丈，甚至消隐无踪。

“家败皆因奢”这句话更是印证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不光
是家败，国败也是一样的道理。如商纣王、秦二世，都是因
为没有丝毫的满足，花动大量人力，财力，打造一座座豪华
奢侈的宫殿，到处寻找美丽的金银珠宝，搜刮天下美女，百
姓游离失所，战火侵袭每一块土地，民不聊生，尸横遍地，
血流成河，造成史无前例的恐怖灾难。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
了这一点，他于是以廉立身，以俭持家，平安地生活着，永
远立足于中国大地。

曾国藩所讲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到多少，只要一
遇到困难，我不会像他那样通往直前，背水一战，而是心存
后退之心，战战兢兢，不敢往前，而在偶尔获得一次成功时，
我会手舞足蹈，十分满足，从而放松了自己，功亏一匮。所
以，我要从现在开始，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榜样，努力学习，
坚贞不屈，实现自己的梦想。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三

利用十余天的时间读完了《曾国藩家训》，对曾国藩的成长
过程与为官的经历有了浅显的了解，更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事
之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原以为《曾国藩家训》是对其子嗣的教诲篇章，细读书卷才
知，作者黄西华利用曾国藩的毕生经历解释着“曾国藩家



训”的内涵。这不仅让我了解了曾国藩家训的内容，更让我
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看到曾国藩的为人处事之学。

他的毅力是惊人的，是常人所不具备的，一是坚持写日记，
一日不落；二是戒烟成功，虽然戒了很多次，但最后还是凭
借自己惊人的毅力戒烟成功；三是每天读书，没有一日不读
书，即使晚年视力几乎丧失也没有间断。

读到为学篇之教子读书成大器，也是本书最后的章节，提到：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这也是我
要学习之处。

成语睚眦之怨：睚眦：发怒时瞪眼睛。像瞪眼看人这样的小
怨。引申为极小的怨恨。如：《史记·范睢蔡泽列
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又如：鲁迅《华
盖集续编·再来一次》：“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
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四

掩卷《曾国藩：野焚》，心野起伏，不得平静。人到底能承
受多少压力，万事务清务尽时能劳烦多少心力，不敢想象。

从孔孟朱理，到申韩法学，在这一册，曾又到了黄老之道。
为什么杂用黄老，唯曾缺少黄老，等黄老之道指导他的知行
时，他又有了别一番力量，就象游戏里的失血补回，失的更
少了，补的更快了，生命力更强了。

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这心病。黄老之道，当读
《老子》《庄子》，曾可以倒背如流，但他听丑道人“结合
这些年来的人事纠纷，再认真细读十遍”一番话后，静下心
来，再从老庄中悟出从前未悟出之道理并践之。“柔胜刚，
弱胜强”。



他认为书屋里的滋意的快意，终会导致损害。“如果不是自
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
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
快意”。此言正如政府机关，一味借体制之便高居快意用权，
沉不下去受些磨砺，终不能理解黄老的妙处。肃顺拉拢曾告
之在圣上面前保举其江督之职时，他未与肃顺有书面的答谢，
足见他对个中复杂关系的指臂洞察。

所以，“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
弱”，正是这一册书里曾的心性和行事逻辑道路。

曾中堂的精进，在这一册中也是让人震撼。人不是随随便便
成功的。诸如，他在军务繁忙时集《经史百家杂钞》，每日
看读写作，临《清爱堂帖》，坚持读史十页，等等。学不会，
但可以学得象。日拱一卒，日省一事，即可。

另外，他的“举止稳重，发言訒讷”，也是我要好好体会学
习的。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五

因上周外出培训，很遗憾没能观看人劳科组织的《曾国藩家
训》视频学习，自己随后在图书馆借阅了《曾国藩家训》一
书认真阅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
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
模”。《曾国藩家训》有“千古第一家训”之称，其修身之
道、修心之道、劝学之道、交友之道、兴家之道中不乏精粹，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播好家风、家训起到
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身处于浮躁的社会，很难再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直到邂逅
《曾国藩家训》，虽时隔二百余年，曾国藩的言语和精神仍



熠熠生辉，能够照亮我们日益阴霾的内心。

《曾国藩家训》其主要内容多为曾国藩写给自己的弟兄的信
函。修身要勤、兴家要勤、读书要勤、修心要谦、交友要谦、
兴家要谦，字里行间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勤字和一个谦字。

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喜欢用自信来赞美自己，鼓励自己。甚至
有的人把悠悠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谦虚”给遗忘了。新时
代的人应该紧跟时代进步的节奏，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然
而不可否认的是，谦虚的人更受欢迎。因为谦虚中有一份真
诚，有一份恭敬，有一份积极向上在其中。

看了《曾国藩家训》一书，我懂得了要时刻反省自己，每天
睡前好好回忆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做错的事，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希望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不要再虚度光阴，
珍惜美好时光，在岗位兢兢业业，奋力工作，为我矿的安全
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六

曾国藩，晚清时期的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是一名
集政治、文学、军事等一身的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从《曾
国藩家训》当中，就能看出曾国藩给后世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深深铭刻在
国人心中。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岳母刺字到
西花厅的家规家训，无不体现了祖辈对后代的希望与鞭策，
同样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淳朴的家风家规。

知识改变命运，让出生农民世家，天资并不聪颖的曾国潘成
为一代鸿儒。少年时的曾国藩科举落榜，用借来的100两银子
买了一套二十三史，可见对书的痴迷程度。他在家书里是这
样说的“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以图无忝所
生，一者修业之事，以图自卫其身。”我们知道，曾国藩是



个个人信仰和信念十分强大的人，他之所以能形成这些信仰
信念，完全来自于读书。

曾国藩总结出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三条：要读经典；一书不尽，
不读新书；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是曾国潘的治家的宝典。他要求曾
家每个子弟都要身体力行，坚持不辍，他自己就一丝不苟地
带头去做。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在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
了解孩子的学习和思想，陪孩子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学问，哪
怕这种学问他自己并不在行，也要努力去学传授给他们。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曾家子弟代代皆有英才，曾国藩的子孙、
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不
论从事什么工作，总能以高尚的人格与品行彰显家庭教育的
成就和家族传承的辉煌。曾国藩良好的家风家规对于后代家
庭成员那种努力与实践的精神犹如土壤、阳光、雨露一样，
是不可或缺的。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
就备受推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
服曾文正”。梁启超称其“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
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曾国藩家训中还提到性情不能懒与傲：大约军事之败，非傲
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曾国藩的家训名言，让我学到了很多。这本家训不是一本普
通的家训，而是一本博览全世界的家训，他教会了怎么做人，
怎么治家等。这是一本集思想和智慧的家训，它将是我以后
人生当中前进的动力，有志者事必成，只要用心尝试，即便
失败，也不后悔！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七

看了很久，终于把这4本《曾国藩》读完。说实话，在读之前，
我对曾国藩一无所知。

我对那段历史，只限于高中时候的历史课本而已。

在阅读过程当中，我深深的被故事情节所吸引，也对书中，
很美的文字所吸引。作者文学功底很深厚，文章通俗易懂，
对我这种历史小白，文言白痴来说，很是友好。而且关键是
心理描写特别的多，代入感很强。

书中，描写很多曾国藩的心理活动，让我感慨，无论是多么
厉害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矛盾的一面，无论多么厉害的人物，
他也有心里脆弱的时候，无论多么厉害的人物，他也会失落，
也会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书中所叙述的故事，是从曾国藩母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开始
写的。在回家的徒中，他就礼贤下士。在归途中，还被太平
军掳走，差点丧命。幸好康福所救。

后来，他开始在湖南练勇，以对付太平军。

这中间曲折，起伏，感慨，危险。

曾国藩最终打败太平军，取得胜利。他管理军队的果敢，勤
奋，且有谋虑让我敬佩。并且他很廉洁。

他为人处世，为政之道，也是后世人所敬仰的。

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

1、战争的残酷

书中所描写的战争，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在战乱时期，人命



如纸。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能够活下来就不错的了。

那个时候，炮火没有今天先进，就如此的恐怖，而现在社会
核武器，导弹威力那么强悍，发生战争那更加恐怖。

和平的生活，才是百姓的生活，而那些渴望在战场上，立下
功劳的人，那不是同一类人。

不过，国家的强势，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是确保和平的最主
要的方式之一。晚清，我们国家，军事落后，使得八国联军
对我们有恃无恐。

当然，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惧怕任何国家了，但我还是渴望
和平安宁的日子。

2、子女教育

曾国藩常年在外，对父母，妻儿的照顾不多。但是他却时时
考虑他的家。他的家书不断，教育子女，以身作则，并且利
用书信教导孩子。

子女的教育真的需要全身心的陪伴的吗？在关键的节点上，
在大的方针政策上，能够影响孩子，确实更为重要。有能力
的父母，有见识的父母，有自己观点的父母，愿意花时间与
孩子做有效沟通的父母，做到高质量的陪伴。

曾国藩家书，书信，日记，有很多的自己所作的文字记载，
这些都是留给子孙最为宝贵的财富。

3、何为胜利

全书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讲，如何攻打长毛，也就是太平军。
但是打到最后，虽然胜利了，但是也不能说是胜利。国家还
是如此的贫困，人民的生活还是如此之艰难。而曾国藩的湘



军，算是功臣吗？在解散后，多少人真正离去，而是宁立山
头，当起强盗了。

而后期所搞的洋务运动，开始于海军的建设，自己没有掌握
最新的科技，最终还是受制于人。

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落后，
而开始学习外国人。真正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我更
加理解了功成不必在我辈这句话的含义。方向对了，虽然慢
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最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日中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生活在当代，我们是幸运的，
是幸福的。

看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八

看了《曾国藩》后，实际上已找到了答案，曾国藩就是一个
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的身上有着民族和文
化的负载，并且他的经历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处在变革
时期浮躁不安的现代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
其期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
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更显得亲切、实用，
也更有效。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但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
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
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
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也许读懂这本书，便与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通了
一次话。通了一次话，就明白了很多事理。感觉挤压在心底
的那些惑事竟然轻轻化解了。



也许读得有点狼吞虎咽，还没完全读透。好书不厌读，待有
时间再细细品味咀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