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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曾国藩读后感篇一

昨天才拿到《曾国藩传》就迫不及待地读了第一章，第一章
主要介绍了曾国藩及其家族如何通过科举之路一步步踏上从
政道路并实现阶级跨越的。

从本章节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原生家庭虽然小有富庶但并非
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甚至前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可见他并非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富二代或官二代，凭
借自身的努力一步步脱颖而出，进了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知
识分子的精英中的精英阶层。总结来看，我认为曾国藩能够
成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原生家庭重视教育。从第一章可以看出，从曾国藩的爷
爷辈就非常重视教育，不惜花重金培养曾国藩的父亲和曾国
藩本人。本来祖父是想培养父亲的，可惜父亲多年不能中取，
祖父就是不信邪，把希望放在孙子上，从小非常重视曾国藩
的教育，所以曾国藩在这种教育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自
然文化基础和素养也不差。

二、继承了家庭的优良传统精神—锲而不舍。我们读第一章
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父亲多次科考，多次不中。考了好多年，
终于在40多岁才榜上提名。而曾国藩本人也考了好多次才考
上秀才。父子俩的这种成绩成了当地乡亲的笑话，但这些都
没有阻止曾氏家族追求金榜题名的梦想。他们带着这样的梦



想，一步步锲而不舍地向梦想迈进。终于父子俩都在不同的
时间实现了自己或大或小的金榜题名之梦。而能带着他们坚
持下来的就是他们家的家族精神——锲而不舍。曾国藩回忆，
他的祖父有“三不信”，不信风水，不信医生，不信和尚，
只信人定胜天。我想翻译过来，就是对梦想的锲而不舍的这
种精神。

三是善于从失败教训中分析原因和总结。通读曾国藩的科举
之路，发现他的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他失败的次数其实
还是得挺多的，但是有一次的失败开启了曾国藩的人生拐点。
那就是他的父亲中秀才，而他却名落孙山，还被当成反面典
型进行通报，批评他的文章写得文理不通，相当于现在说的
语句不通，结构混乱之类的，还是批评得相当厉害了。这件
事使得曾国藩深受打击，他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
并将自己的文章和其他优秀的文章进行对比，准确找到了自
己的不足，找到了自己的一套写文章的方法。第二年，他再
次进行科考，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从此以后，曾国藩找
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可见善于从失败
中找寻原因，找差距，总结经验是多么重要的事。

曾国藩读后感篇二

深秋的夜晚，微凉的风从小院穿过，涤生平静地回到书房，
拿出纸笔，微微捻了捻胡须，看着被自己打了一地的水烟壶，
写下了“日课十二条”这个题目。

又是一个漫长的隆冬，八本堂内的国藩在纸上这样写
道：“吾棋瘾太大，虽然棋瘾比抽烟要好，但也太耗时间心
血，故决心戒棋。”

也许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抵得上通过自省使内心纯净的
高尚了，曾国藩作为一代理学宗师，继承其老祖曾子的“五
日三省吾身”从29岁起每日在日记中反省自己今日的不足，
检点自己的过错，终于从笨小孩儿成长为满清第一重臣！在



我看来也许自省方是曾国藩成功的关键，只有自省方可清洗
内心的污垢，也只有自省方可不忘初心，永得始终。

这也让我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以魏征为镜时刻自省自己
是否勤政，是否有愧于人民，是否有益于国家，终于他开创
了兼并包容而开放的大唐盛世。

是啊，表面的光辉与浮华太过刺眼，因为他挡住了真实，夸
张的色彩与线条太过喧闹，因为他只折射出炫目的光彩，隐
藏了致命的暗伤。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自负一生，
致使连他的亚父也被他气走。直到四面楚歌，生命的最后一
刻，还在说：“天亡我，非战之罪。”毫无自省之意，其执
迷不悟，可见一斑。如果他能自省，那历史可能会少一
个“汉高祖”多一个“西楚霸王”，天下也未必会姓刘。

时间转到了清代，在屈辱的百年近代史中那晚清统治者沉醉于
“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认为自己的国家战无不胜不知自省，
殊不知世界风云变化，他国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竟还在冷
兵器时代，如果他们能从一次次战争的失败中自省，可能历
史将会得以改变。

如果我们用自省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也许我们会使内心宁
静，然后“致远”、淡泊而又“明志”，从一颗谦卑的心出
发，历炼出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

成功，从自省开始。

曾国藩读后感篇三

最近读张宏杰著《曾国藩传》颇有感触，此书描绘了士大夫
代表人物曾国藩由科举入仕到出将入相的宦海沉浮，祖祖辈
辈平民出身到完成立功、立德、立言的成圣之路，展现了传
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曾国藩耀眼的个人魅力，笔者将摘录
书中最获益的几句话谈下观点。



1、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认为办事笨拙的人反而靠得住，更值得信任。他本人
智力水平很平庸，秀才考了七次才考上，第六次的答卷甚至
作为文理不通的典型被通报批评。但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
更不缺自以为聪明的人，这些人往往都很讨厌，却又喜欢苦
口婆心的劝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要坚定自己的内心，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不要因干扰而自乱阵脚。

2、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
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曾国藩在三十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方
法论就是写日记，几无间断的一直写到去世前，而且要把日
记装订成书请好友传阅并监督自己。这里有三点，其一是超
强的自省、自律，二是要求监督并能改过的执行力，三是说
话可对一人言就可对万人言的坦荡。而今网络工具很丰富，
但是一件事不说坚持一辈子，能坚持一年的我都没见过。不
过平心而论，我在公众号写文章，如果没有催更的声音，估
计我早都放弃了。

3、晚年，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
同一个果子的成熟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

不着急是因为人生很长、不懈怠是因为每天很短。曾国藩的
人生无疑是成功的，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丰碑。他以自
己的实践证明，如果真的实心实意自我完善，胸襟、见识、
气质将会完全不一样。

像这样的语录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方法论还有很多，虽然已
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读起来仍然会带来很多思考，难怪毛主
席会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读后感篇四

约在半年前，我在别人的推荐下看了一本《曾国藩传》，我
想，大家一听到“曾国藩”这个人名，一定会想：咦？这不
是历史书中提到的那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吗？清朝的走
狗！确实，在没读过这本传记前，我对他的印象也是这样。
但是读了这本传记后，我才明白毛泽东、蒋介石为什么都如
此推崇他？曾国藩，确实是大清朝最忠诚的汉臣，确实镇压
了太平天国运动，但那是他所处历史、所处社会环境决定的，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国近代史中一个
少见的“完人”。

在曾国藩身上有许许多多的亮点，我认为他在“求
学”、“修身”、“克己”三方面的所为非常值得世人学习。

首先，说说曾国藩的“求学”。可以这么说，曾国藩这个人
一生只做了二件事：一是读书，通过读书考取功名，通过读
书修身养性；二是创办团练、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曾
国藩从小就“一心只读圣贤书，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想求得功名，光耀门楣。这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家是孔
子门下七十二贤之一——曾子的后人，祖祖辈辈都是半耕半
读，有书读天赋的小孩从小就让他以读书为业，目的是考取
功名、光宗耀祖；不会读书的就务农，以供养全家。因此，
在曾国藩还是孩提时，就背负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
重任，每天天不亮他就会被父亲摇醒，闭着眼睛背书；晚上
就由爷爷陪着挑灯夜读。让人佩服的是，当他三次参加院试
而不中后，他没有消沉，而是为自己改名“涤生”，意思是：
洗涤自己、重获新生；还立志“不考取功名，不成家”，直
到二十三岁考中秀才后，才娶妻。更可贵的是，他中进士、
点翰林（相当于现在进入部委级公务员行列）后，仍然一如
既往地玩命地读书。他拜唐鉴为师，研读程朱理学，开始钻
研考据学，同时还注重诗词歌赋的写作，不断地弥补自己学
识的缺陷，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终于以渊博的知识闻名
整个翰林院。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肯定



会成中国最后一位理学大师，会和朱熹、王阳明一样以理学
宗师流芳百世，可惜太平天国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反观我们自身，平时大家都忙于业务工作，系统地学习理论
知识几乎没有，一听说单位布置调研文章撰写，常常是心里
发慌或干脆上网“借鉴”。因此，曾国藩那种“以拥有渊博
知识为荣”的价值观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说说他的“修身”。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并不急于
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心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宏愿，拜倭仁为师（倭仁是清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苦行
僧），开始“正心”、“修身”。他天天写日记，晚上临睡
前，把一天来所为的事，不分大小逐一记下来，然后问一问
自己，今天所作的哪些符合正人君子的行径？哪些不符合正
人君子的要求？同时还把自己每天点滴的进步向老师作汇报，
严厉地批判自己，解剖自己。“天天写日记解剖自己”这一
习惯曾国藩一直保持到临死前的一晚。正是他对自己近似苛
刻的检点，完善了他的人格，塑造了“曾国藩人格”魅力。
他不仅以知识渊博闻名翰林院，还以品行端正闻名翰林院。
连他的政治对手，在咸丰帝登基后，肃清他恩师穆章阿结党
时，都帮他说话，说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这就是人格的魅
力！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至三十七岁官至二品，
一步步地从翰林院的七品芝麻官升至二品大臣，正是基于他
的渊博的知识、端正的品行。

记得一年前，我们单位组织过座右铭解读活动，那时我代表
科室对人品和人格作过解读：人格不是每一个所具有的，只
有拥有高尚人品的人才有可能拥有人格，但人品是每个人所
具有的。我想，要像曾国藩那样每天都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检
点，可能很难做到，我们也不太可能具有个人的人格魅力。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修养，让自自己拥有良
好的人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讲讲他的“克己”。克己，也就是自律。曾国藩这个



人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都很高。
曾国藩在京官至二品时，总被人戏称为“一品”大人，这是
为什么？因为他给自己规定每餐只吃一个荤菜。二品大臣，
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官员，听听现在同级别的官员——中石油
前掌门人陈同海的豪言，你不难发现，曾国藩能坚持这么做
有多不易？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家书。去过书店，翻过“曾国
藩家书集”的人不难发现：曾国藩官当得越大，家书中对家
人的要求是越高，尤其是在他组建湘军拥兵后。

在物欲横流、各种诱惑多如过江之鲫的当今社会，克己、自
律，对我们这些公务员来说尤为重要。不说远的，也不说别
的，就说我们系统的事吧。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处那位姓
洪的先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购买网络游戏装备，就向被
审单位伸手要钱，结果使自己啷当入狱，令人痛惜！这就是
缺乏自律后果的写照！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曾国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
太需要曾国藩的“修身”、曾国藩的“克己”。

读一本书，不一定会改变你什么，但书读多了，它会潜移默
化你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而影响你的人生。因此，我建议
大家有空多读书，多读好书，也包括这本《曾国藩传》。

曾国藩读后感篇五

近人对曾国藩非常推崇，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
正”。蒋介石对曾国藩也是视若神灵，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
回国，蒋介石将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
本就是《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传》描写了曾国藩从一个睚眦必报的孩童一步步成
长为一位大儒名臣，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读
这本书可以让人感觉到原来成功是如此简单；原来成功人士
也具有很多普通人的诸多缺点，只是他们懂得如何去克服改



正；原来成为一名成功人士是有迹可循的。

曾文正说：“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土、丰功、
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夫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
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
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
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
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
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他的意思是说，朝代建国之初，奇才异士不胜枚举，这靠的
都是天运而不是人的努力，正所谓乱世出豪杰；在朝代的中
期，君子要想建功立业，天运占一半，人的努力占一半；而
在朝代的末期则主要靠忠和勤了。这段话的描述虽有偏颇之
处，但是他肯定了一个人在自身成功道路上主观能动性的重
要性。

曾国藩从小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超于常人之处，相反他个性内
向、尤好报复、天生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人称“闭眼蛇”。
而且资质平平并无天赋之才，两次考取功名不中，最后是在
不懈的勤奋钻研下考得功名。之后他在于太平军对抗中，由
于自己刚愎自用、不擅指挥等原因遭到多次失败，并三次跳
河自杀未遂。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没有长期
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不断自我反
省、惕厉自己、吸取教训并最终成为一名为后世推崇的大家。

在曾国藩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喜欢
把提高修养的做法具体化并罗列成条，以便于实践。

他把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得推己及人用来教导自己
兄弟子女和族人，在这种家教的约束下，曾家和睦旺盛，人
才辈出。他的儿子曾纪泽就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据理力
争的为我国收回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维护
了我国的主权。



曾国藩家训中，分门别类的涉及了养心、求学、居家、交往
接待等方面。相信即使对于今人，若能按照家训中的道理行
事也必能成就一番大事。

曾国藩家训中，有两处我感触最深：一是他提到，“读史之
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也就是读史时要做到设身处地，好比自
己正在于当时的人对答应酬。如果遇到当时的事，你自己会
怎么做，应该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是，他提到“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
然必须乎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
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
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盛酿不
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
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
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抽，所谓修调立诚者，荡然失其
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
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
则必巧伪媚久矣。”

也就是说，在写文章时即使有真情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
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
就可以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以至于作文时沉
溺于雕字饰句，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而修辞立诚的宗旨
早已荡然无存，这就更为拙劣了。

我写东西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明明自己有很多感情要
抒发可真正开始写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情感，
以至于不得不冥思苦想一些好的句子，到最后想一吐而快的
情致往往被破坏，文章或不了了之或索然无味。一直以为这
是自己才疏学浅的表现，没想到在曾国藩家训中竟然有类似
描述，看来这是初写文章人的通病。而要解决这个困境的办
法，曾国藩有提到那就是要多看书、多思考、多积累。



19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曾国藩一直用
“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来自嘲自己。相比而言，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曾国藩读后感篇六

初读《曾国藩传》前，觉得曾国藩只是个众人皆知、无人不
晓的”卖国贼“，勾不起我的阅读兴趣。但翻阅数页之后，
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了。

从国家和民族角度而言，曾国藩的确是个置民族的安危、人
民利益不顾，屈服于西方列强对华政策而又竭力维护清王朝
封建统治的”卖国贼“。对于其一生的罪恶我觉得不应该归
咎于他个人品质，而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由他出身的半殖
民地条件下的地主阶级决定的。从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曾
国藩是个修养颇高，有头脑、有远见和有谋略的人物。

他的一生经历大致可以分成七个阶段：跻身六曹、创建湘军、
坐困江西、决战安庆、攻陷天京、剿捻失败和抑郁而死，可
谓有起有伏，人生变数无穷，读之颇有感触。

首先，曾国藩精通古文，广泛猎读，在学术上向很多当时有
名人士请教，这些不仅增长了个人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
了个人声望。曾国藩能如此顺利成为二品官，一方面是由于
自身勤奋好学和聪明能干，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穆彰阿的垂
青和举荐。也许是这一切对于曾国藩来说太顺利了，造就了
他当初锋芒毕露、自恃清高的性格，使他在坐困江西期间处
处碰壁、受到地方官员的百般排挤和刁难。

其次，曾国藩经过一年的大彻大悟再度出山，受命为钦差大
臣和两江总督，为其大展夙志提供了舞台。其实曾国藩受命
为两江总督是清政府为形势所逼，迫不得已，由于清政府所
依靠镇压太平天国的江南大营就在此时溃败，只能依靠曾国
藩集团所创建的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机会永远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再次，湘军攻陷天京以后，曾国藩自剪羽翼，释清廷疑忌，
自保末路，足见其经验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
处事果断。

最后，曾国藩是个爱才如命，求才若渴的贤人。行军打仗，
每到一地，必广为访案，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
为己用；闻有德才并兼者，更不惜重金，驰书礼聘。他还能
虚心纳言，鼓励众幕僚直言敢谏，故能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他在事业上能够取得如此成功，与其有很大的关系。

读此书不仅让我对曾国藩有了更为全面、细致的了解，从中
受到不少启迪，而且加深了我对近代清朝历史的认识，同时
引起我对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