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家书有感 曾国藩家书读书心
得(优秀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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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
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谥号文正，因称曾文正公，是中
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儒家讲“三立”，“立德”居第一位，然后才是“立
功”、“立言”。曾国藩在修身立德方面，一向笃学力行，
老而不懈，尤其注重教育子弟，认为家族兴旺不在积银两、
置田产，而在出贤子弟。他在政事繁劳、军务紧张之际，总
共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封、近百万字的家书。其内容涉及社会
生活、人际交往、家教家训等各个方面。读《曾国藩家书》，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家教家训，而且也让我增长了不少有关
治家、治学、修身、立志、从政等方面的知识。

治家篇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们不必再拘守君臣父子之类的纲常信
条，而应该还“孝友”之本来面目，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一
个孝顺父母的人，往往也是一个胸怀四海，追求美善、笃敬
事业的人，一个友爱兄弟的人，难以想象他不是襟怀坦白、
肝胆相照、善于合作的人。

明清以来，科举取士的制度日趋腐朽弊陋，压抑人才，浪费
青春，贻害匪浅。曾国藩参加科举还算顺利，但他却明确认



识到“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期望于弟弟们的，不在于科
名的有无，而是孝悌为瑞，文章不朽，要真才实学，不图科
举虚名。这些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务大、务远、务实的思想
作风。

他还在信中跟弟弟们讲治学修身之道，妙语连珠，感染力强，
例如“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为学譬如熬
肉”，“用功譬如掘井”，“但取名师之益，无受损友之
损”，均十分贴切深刻。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
起点，是基矗曾国藩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讲道“盖世人读书
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
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知足，如河伯之观海，
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
缺一不可。”这些都是有关“修身”的道理和方法，他认为
人成材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做到言有矩，
动有法，并且开列了自己修身养性的课程，每天都纠正过失，
增长知识和技能，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不但自己这样做，
而且也希望自己的弟弟们能够仿效。

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历来是
人们的准则。凡骄傲者，总是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
比，因而沾沾自喜，不求上进。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
骚满腹。这些都是影响进步的因素。曾国藩在信中通过总结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谆谆告诫弟弟们力除傲气，力戒自满，
对后人也同样会有深刻的教益。

立志是成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凡成材者，都是有志者；
凡平庸者，都是无志或志短者。要在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就要树立远大志向，同时还须具备坚强的性格。曾国藩自办
理军务以来，既要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又受到地方实力的排
斥、攻击和朝廷的不信任，但他却能从大局出发，“忍辱包
羞，屈心抑志”，用一个“忍”字诀应付险恶的环境，在与



太平军的战事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
奇迹。

自古以来官场险恶，伴君如伴虎，为官者大都苟合取容，投
机钻营，耿直不阿者可谓凤毛麟角。而曾国藩则敢于在新君
即位之际力矫时弊，直言进谏，将个人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其
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读《曾国藩家书》，知荣明耻、惩恶扬
善，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思想、经济等环境氛围，共同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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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读过这本书后，让我认识到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
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文化的弹性、儒家文化的活力。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
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
对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
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
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
给儿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
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
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
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
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
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值
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
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
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
干部。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他小时候的天
赋却不高。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
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
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
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
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
诵一遍，扬长而去！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
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
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
高度。

我不期望我能做多大的官，赚多少薪水。但我将好好学习曾
先生的长处，努力为社会、为企业、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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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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
倾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
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
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



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
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
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
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极具说服力和感召
力，从中可以感知其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
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各个方面，真实而又细密，平常
而又深入，可谓字字良言，句句妙语。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
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
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
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的“三不朽”之说。曾国藩虽出
身低微，却从小发愤图强，立志“澄清天下”。立志之后持
之以恒，对人对己坦坦荡荡，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实现
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称为“晚
清第一名臣”、“理学名儒”，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
人物之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名经历
了几千年岁月打磨依然闪烁着金子般光芒的警世名言，不知
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人贵有志。但“志”对于人来，不能
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和标记，一旦树立了远大理想，就要对它
负责。一部《曾国藩家书》让我仰望到曾国藩追求“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灵世界，感悟到一个家庭崛起自
有其自身的密码，更触摸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

曾国藩认为读书要“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己矣。”
讲究“志、识、恒”;鼓励其弟“不能不趁30以前立志猛进也。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讲
求立志需严，求强当在自修处着力，内心修养、素质的提高，



经过日积月累，形成高山景行的道德品格，做到真强;教育家人
“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以
“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为处世为人之本，悉心体
会“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勤劳、谦逊、戒
骄、宽容、节俭、坚忍、自强，在其家书中屡屡可见，言之
切切。

人们常说，子孙有用，留钱没有用;子孙无用，留钱也没有用。
令人感慨的是，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手中实权在握，竟然
入不敷出，“亦将欠债”，“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
银钱与后人。”再三叮嘱家人要力行节俭以不致亏空，这在
一般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却是实实在在的
一个“廉”字，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曾国藩是做到了，与今天
那些利用职权大捞钱财、中饱私囊的的“蛀虫“们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
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
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
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
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
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
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
俭朴、自立、有恒、修身、作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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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读《曾国藩家书》，从第一封家书开始，笔者就被书里浓浓
的亲情味所感染。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位被誉为“清朝第一



中兴名将”的形象在笔者心里彻底被改变了。一封封看似聊
着居家艰难的家书，字里行间蕴含的是对祖父母、父母、兄
弟、妻儿、亲朋好友的浓浓的挂念、敬重、关怀、关心之情，
每一封家书都洋溢着浓郁亲情。看的笔者都想让时光倒退几
十年，重新回到仅靠书信联系的时代。

如今人们，就应说是赶上了好时光。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
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论多远，都好像在咫尺之间，都能
够透过电话、信息、微信、网络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电子
通讯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代人能够说已经告别了
原始的信纸、信封。但是，无论如何方便快捷，总觉得少了
一点感觉。读着《曾国藩家书》，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十几
年前自己写信读信的情景。那一封封透着墨香和纸香味的信，
读起来，感觉特亲切特温馨，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
活灵活现，都栩栩如生，仿佛寄信者就坐在自己身旁。读着
亲朋好友的来信，感受到的是寄信者那份浓浓的亲情友情。
如今，无论是接电话还是看信息，总觉得少了一点韵味和感
觉。

读《曾国藩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史上名臣曾国藩的另
一面，那就是人性中最美丽最温馨的善良之光的闪现。那一
封封家书，无论长短，字里行间充满的是对亲朋好友的挂念、
关心和关怀，字里行间充满的是中华民族最完美的道德——
孝悌。一代名人重臣透过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他深厚的道德修
养。看曾公的家书，感受到的是他骨子里那份对家人的浓浓
亲情。作为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人，曾公在给祖父的一封家书
中写到，“在京为官之人都是东拆西借的过日子……”曾公
在家书多次提到生活的艰难，但是总是尽力的帮忙家人和亲
朋。看到这些，我感动了，而且感动的想流泪。如今，我们
生活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十分富足，但是，几乎所有的人
都感到很迷茫，很困惑。也许我们困惑迷茫的原因是我们心
里少了像曾公一样的亲情和友情。

也许是因为此刻的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忙



于追名逐利，如今，人与人之间以前拥有的浓浓亲情和友情
好像在逐渐变得淡薄，维系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络的纽带越来
越脆弱，感情的深浅和好坏全维系在利益的天平上。一旦利
益的天平严重失衡，以前浓厚的亲情和友情就会变得寡淡如
水。古人所云的“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的人
间百态，在当今物质极度礼貌的社会上更加凸显。我们将一
切都归咎于穷和富这两个字，似乎有点偏薄。《曾国藩家书》
一书中，从很多家书里我们都能够看出作为为官之人的曾公
生活的艰难，有些时候冬天要靠外官进献的炭资钱过活。这
样的生活境况也许此刻人觉得不可思议，更不敢相信，但是，
当时曾公的生活境况就是如此。即使如此，他还时刻不忘尽
最大努力接济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了曾公的家书，我有点顿
悟了，维系亲情和友情的金钥匙不是名利，而是深厚的文化
修养和道德熏陶。

曾公在家书中，上千次的提到他的弟弟们学习状况，从中能
够看出曾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曾公家书中字里行间流
露出的那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来源于曾公深厚的文化修养
和积淀。所以说，改变人的素质，真正的根源还在于教育和
文化。这天，现代人缺失的正是物质的超前发展和教育的相
对滞后，物质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如今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和道德问题。

当下的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迫切的问题是发展文化
和教育。经济能够改变人的生活状况，而文化和教育能够改
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民强方可国富，民强首先强的就
应是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没有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人，即使
披金戴银，拥有万贯家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动物而已。因
为人毕竟是靠感情维系的动物，没有感情与禽兽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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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刚参加完统一考试完毕，不知结果如何，心中着实悬



念。虽然说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但也是自己学习成果的一种
检验，所以说无挂怀属于虚无之谈也。如果一味沉浸再次补
习功课或者是攻读高级，觉得也有不妥之处――这样仅以此
职业书本为自己所读，感觉有点书呆子气了。于是，十年后
再读此书确另一番感受。

首先，曾氏在信中表示对九弟回家之一路上的牵挂，表达兄
弟之情，我想我们生活中兄弟姐妹（所谓同胞者）何尝不应
该这样呢？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同胞者各自成家
立业后彼此的关心少了。或者关心依然存在，可是一旦牵涉
经济、政治利益时，兄弟反目成仇者大有人在，我们以前所
在的集团公司便是如此。看看曾氏一家兄弟的和睦，也给我
们重新感受兄弟伦常中的一些同胞之爱啊！

然后，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
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
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
往还，现在尚未找得。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可见
曾公一生成就，一直将静字看得非常之重。另一位湖南前辈
唐鉴向曾氏指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
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这一点，我也着实需要学学，如今
三十多岁，依然不以静。更无从如曾公所言时时自悔，洗涤
自新了。

这封信的另一处主要谈到德讲诚正、术求专攻。其在信中提
到艺多不养家，其实并非艺多的过错，而是我们人，学艺多
了便受到时间等限制而不能，不能专。想想，我这一生学艺
倒是不少，到头来三十出头还是一事无成啊！

以上这些说明，不仅曾公警世之言值得学习，其实我们所应
学习之处在我父亲已经言传身教了我三十多年（我如今的岁
数里），我何时能真正体会、运用呢？深思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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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是近代中国的政治
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一起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
物之一。借用唐浩明先生的评价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里
程碑式的人物。”我们都无法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他挽
狂澜于即倒，在这个时代，他文章德行影响深远。

《曾国藩家书》收录曾国藩从年轻至去世前的百余篇较有代
表性的家书，按内容大抵可分为治军、为政、修身、治学、
处事、交友、用人等章。由这些书信，可探索到他一生的行
为思想，从中感受到清朝末年的政治风云变换，由于他功高
盖主而树大招风，所以他虽身居高位，但内心却如履薄冰。
《曾国藩家书》是一面镜子，真实的折射出了他复杂的内心
世界。我阅读的这篇文章，就表达出了他“人败皆因懒，事
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的观点。

宋朝的朱熹说过：“天下事，坏于懒与私。”这与“人败皆
因懒”是一个意思：纵览古今兴衰成败，凡是导致一个人失
败的原因，主要就是懒惰。现在有句话说：“昨夜梦里行万
里，今晨醒来在床上。”现在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都有一
个心比天高的梦想，但又吃不了苦，很难坚持，并为自己照
例千百个不坚持的理由，于是日子就变得得过且过了。读完
这篇文章，我就明白了：我们现在偷的每一次懒，都是给未
来挖的坑。一份耕耘一分收获，机会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只有努力才会有回报。

古人常说：“性谦受福。”而“事败皆因傲”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唯有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做事情才会顺利。一个人如
果有了很大的功劳后，还能谦虚谨慎地做事，怎么会不成功
呢？但如果这个人成功后，开始变得骄傲自大，那就没有人
愿意和他打交道了，这就是衰败的开端。读完这篇文章，我



深刻地领悟到了，对人谦逊有礼，就能不断地积攒福气，我
们的人生才能顺遂。

司马光说：“奢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
生活中有不少人认为，在物质充裕的今天，勤俭的美德已经
过时了。实则不然，唯有保持勤俭，切忌奢侈浪费，才能幸
福一生。如果子女胡乱挥霍，就会导致家庭的衰败。所以我
们不能养成骄奢淫逸的恶习，勤俭一生，就能幸福一生。

通过对这篇文章的阅读，我将会把“人败皆因懒，事败皆因
傲，家败皆因奢”牢记在心，做一个勤奋、谦虚、勤俭的人，
让自己因此幸福一生。

2023年曾国藩家书有感 曾国藩家书读书心得通用篇
七

曾国藩，何许人也？竟在他死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但没
有在历史上销声匿迹，相反，曾国藩被毛泽东、蒋介石、袁
世凯、梁启超等在中华大地上的有名人物予以很高的评价。

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战胜失败的呢？曾国藩一生屡战屡败，吃
尽了苦头，但他一点也不怨天尤人，调整情绪，“打脱牙，
和血吞”，卧薪尝胆，屡败屡战，最终战胜了自我，取得了
成功。他的不世之功，无不从屡次失败中来。

而当我们面临考试失利，又或者遇到了人生的挫折，我们能
不能学一学曾国藩呢，勇于面对困难，而不是一味的退缩，
虽说不至于“打脱牙，和血吞”，但也要有一定的吃苦精神，
就算再巨大的坎坷，也可以轻松越过。

曾国藩的一生是成功的，是靠着一次次失败走向成功，我希
望我和同学们能找到曾国藩的“宝藏”，以追求人生更高的
境界。



2023年曾国藩家书有感 曾国藩家书读书心得通用篇
八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喜欢写家书，这个问题到认真读完他的家
书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最有可能的是他在写家书的
过程中，反省自己，也时刻叮嘱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妻子和
孩子，同时向父母表达敬意。言辞之间是充满了善意的批评
和自我反省，也希望在不太平的世道能有所担当，承担责任，
广交俊杰，能为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
站在太平天国一端是推翻腐朽，站在曾国藩一端便是平定战
乱，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曾先生还是未能跳出封建时
代思想，认为是普通的叛乱，却殊不知内外交加，但这也不
妨碍他的赤字之心。

家书中曾先生力推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提的最多的是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话偶尔提及，对其影响
深远最多的当属《大学》，三纲八目深入到了骨髓，信手拈
来，本书大致从七个方面来归类家书内容，修身、劝学、治
家、治国、处世、为官、养身，并未涵盖所有家书内容，而
是节选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

家书的特点微言大义，对于细节的描述远胜于理论的空口号:

修身中列举古往今来大家的自我修养，逃不出慎独；

劝学中力荐发愤图强，知难而上，逆境中的不放弃；

养生，早起八段，心无旁骛，神无杂念，不以药石为主，当
以修生养性配以食、眠、情，少怒少哀，心情平淡长流水。

每日自己复盘工作生活的得失，最多的是得过且过，时时想
不起初衷为何，目的为何，方式为何，结果如何，何种方式
改变。终极问题是，为人一世，最后想要把自己变成什么，
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没有肉体的拘束，可以遨游，可以化



鲲鹏，可以御风而行，但最终是做不到的，缺了一味妄想化
作现实的药。而慎独，作为自我管理的最高要求，可能是最
接近这一味药的替代品。曾先生倾其一生而寻找的自我救赎，
慎独可以让人完成很多事情，有的人一世可以过完其他人的
几世，思想和精神的延展足以上千年，化想法为结果，成为
里程碑。

一叶一世界，一花一春秋，美梦将醒时，方知自年少。

家书，是曾先生各阶段里程的回归，化思想为实际的记录，
对于复盘所有事情的开始与结束，一生慎独，谨小慎微，思
想之大而其出路之小，内心的丰富，又何必在乎世间的看法，
无矩也不应有距。

你老了是否会写家书？不是写给别人，是给自己的墓志铭。

2023年曾国藩家书有感 曾国藩家书读书心得通用篇
九

曾国藩重视养身益寿之道，在许多书信中提到“谨守父亲保
身之训”，“节劳、节欲、节饮食”，正是由于他对养生之
道的重视，才有了强健的体魄，使在身体上能够保证其南征
北战和几十年担当国家栋梁之大任。

“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读书要树立一个
目标，通过广泛读书、坚持不断地读书，才能够取得成功。

《曾国藩家书》通篇展现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毕生追求。例如，在写给弟弟的信件中，多次语重
心长的叮嘱、期盼和警醒：“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
住。“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
劳，不可为官自傲。是晚清第一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
最高统帅，后世曾誉为“千古第一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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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
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
恶名。曾国藩率湘军镇压了太平大国，被清廷称为“同治中
兴”第一功臣；又于1861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洋务军工企业
安庆内军械所，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辛亥革命以后，
一些革命党人称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并在“天津教
案”中杀人割地，是遗臭万年的汉奸。

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客观，称曾国藩“誉
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他这位
赫赫有名的同乡评价甚高，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
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
终生学习的楷模，并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
录。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治政、治
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
历史的重要材料。本月上旬，我和妻子在沈阳北方图书城购
得一本《曾国藩家书》，利用早晚闲暇时将此书通读了一遍，
虽领略不深，却也摘录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作为自勉。

1、痛改前非自我反省。

2、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
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
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3、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
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
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4、勿夜郎自大：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
此最坏事。

5、谨记进德修业：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
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
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
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
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走，丝毫不能自主。

6、吾人为学，最要虚心。自满自足，不能有所成。

7、做事当不苟不懈

8、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
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

9、做人须要有恒心，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
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10、做人须清廉谨慎勤劳

11、做人要自立自强。

12、时刻悔悟大有进益

13、学问之道无穷，读书宜立志有恒。

14、家和万事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
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帮而家不兴者，未之有
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15、家中大小诸事，皆大人躬亲之，未免过于劳苦。勤俭本
持家之道，而人所处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
荫儿孙，外为族党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



16、亲近良友愈久，获益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