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曾国藩全集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读曾国藩全集读后感篇一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
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
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
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
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
“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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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者推崇其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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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60年，其功业无人能够效仿，而他的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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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曾国藩影响之
大。

读曾国藩全集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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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曾国藩全集读后感篇三

当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的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时，也许这个社
会才不会那么浮躁和狂热，也许每个人的心儿才会多几分宁
静和安逸。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来自于民众深厚的文化积累
和道德修养，除此也许别无他法。

曾公作为历史上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或者领袖，我们不去评
说其史上的功与过，只就其人性中最闪光最完美的一点就足
矣，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最后，以曾公的一首诗结束此文，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
事浮云过太虚。”

读曾国藩全集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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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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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氏着作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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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此刻他写给儿子纪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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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要学曾国
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
“官场楷模”。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
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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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
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
盛但是三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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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植等一批着名的外交家、诗
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读曾国藩全集读后感篇五

《马克思传（精）》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历程安排
章节，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把一些内容相关的
事件和活动适当集中。这就使有关问题的联系较紧密，重点
突出，阐述较充分。另外，《马克思传（精）》在马克思传
记的结构中做出了若干新的尝试。《马克思传（精）》在参
考材料的使用上，运用了很多新的研究资料，如马克思
在1844年左右写了很多哲学手稿，通过对这些手稿的分析，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
成。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通讯录》的发掘利用，对于完善
《马克思传（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