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人物曾国藩演讲稿(优质5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我们想
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是我帮大家
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历史人物曾国藩演讲稿篇一

1、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

2、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3、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4、凡遇事须安祥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
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祥，为处事第一法。

5、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6、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7、死与生，我已置之于度外，但求临死的时候，心中没有悔
憾之事，这就大幸了。

8、不轻率进兵，不轻率撤退。

9、习于奢华之后，再回到俭朴，好比登天一样难。

10、完全没有静字功夫，想要做到心的.凝定，能达到吗？

11、上天的意思究竟如何不可知道，我们竭力去做，是成是
败则不计较。



12、危险紧急的时候，不要依靠别人，专门依靠自己，才是
稳当的做法。

13、天下之事理人才，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
弗存一自是之见。——《曾国藩书信》。

14、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直有条理，利心
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曾国藩书信》。

15、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
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在此，望阁下实心行之，幸
勿视为老生常谈也。——《曾国藩书信》。

16、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
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蛊脆
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
之气固已馁矣，虽有一二主者忠义奋发，亦无以作其众而贞
于久也。——《曾国藩书信》。

17、但很战浪追，为我军向来大弊。此次必须谋定后战，切
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曾国藩书信》。

24、总要养得有的次博大活泼，此后更当有长进也。——
《曾国藩家书》

25、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分。——《曾国
藩家书》

28、大丈夫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死生如
鸿毛。——《曾国藩家书》。

29、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
自穷。——《曾国藩家书》。



30、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求其协助，当量其力
量所能为。——《曾国藩家书》。

31、好胜人者，必无胜人处，能胜人，自不居胜。——《曾
国藩日记》。

32、自敬方能自尊，敬亲方能齐家，敬人方能使人敬己，敬
业方能事业有成。——《曾国藩家书》。

33、忿怒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
生。——曾国藩

34、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曾
国藩

36、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曾
国藩

37、君子之所人不及，在君慧眼善识人。——曾国藩

38、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

41、宁可忍耐而死，不可向利而生。

42、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曾国
藩

43、人有求于我，如不能应，当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误
乃事。

44、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做事。做人一定要像人，做官不可
像官。

45、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



46、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47、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
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

48、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49、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50、凡人气质各有偏处，自知其偏而矫制之，久则自然，所
以宋儒以变化气质为学问急务也。

51、术字亦有不可少处，但必不得已而后用。专意利人而用，
谓之圣贤。可不必用而用，专意利己而用，谓之奸雄。

52、轻信人不一定多疑，而多疑的人每易轻信。

53、人有过喜谈之，存一恕心者少。己有过恶，闻之漫无悔
心者多。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谓大公，以责人之心责己，
是谓大勇。

54、恒言平稳二字极可玩，盖天下之事，惟平则稳。行险亦
有得的，终是不稳，故君子居易。

55、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
发能收。

57、生死何奇，且完却一生忠孝；哀荣毕备，只益增九陛忧
劳。

58、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谁都不得罪了。

61、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曾国
藩



62、宝货用之有尽，忠孝享之无穷。 ——曾国藩

64、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 ——曾国藩

65、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 ——曾国藩

66、轩冕而敬，伪也。匿就而爱，私也。 ——曾国藩

67、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采天下之善，矿不敢
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敬其有裨于吾，示尝不博取焉以
自资益；其有以谠言急论陈于前者，既不必有当于吾，未尝
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情也。

68、慎能远祸，勤能济贫。——曾国藩名言

69、心理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
能此四者，可以言学矣。

73、轻财足以聚人，艏鹤阋苑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
率人。

74、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
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
生则好恶偏，则轻重乖发。

75、易责人而乐讥俗，其亦弗思也已。夫己无遗行，后可责
人；家罔阙事，后可讥俗。

76、乍得勿与，乍失勿取，乍怒勿责，乍喜勿诺。——曾国
藩

77、精力愈用而愈出，不行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

78、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志，切不行恭然自馁也。



79、凡事须每日检核，一日姑待厥后调停，则难矣。

80、喜新厌旧，欲求上进难矣。

历史人物曾国藩演讲稿篇二

《养晦堂记》：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
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

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
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
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著；平日非至正之道，
必不可轻用奇谋。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
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
敛退之象。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
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
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
也。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
中，否则柔一靡一，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
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
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
矣。



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
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
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总要养得有胸次博大活泼，此后更当有长进也。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推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
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口念)刚，恐
其稍涉柔一弱也。教汝读书须具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
恐其稍涉刻薄也。尔天性*淡于莱利，再从此二事用功，则终
身受用不尽矣。

历史人物曾国藩演讲稿篇三

曾国藩总结其祖父星冈公平日"家训"之言为"书、蔬、鱼、猪、
早、扫、考、宝"八字"永为家训"。今天小编就来分享有关曾
国藩家训的范文，请各位读者好好欣赏和借鉴。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便是曾国藩的八字家训。

其实，只要我们用心品味，确能发现其奥秘。

先看“早”。早，就是早起。曾国藩认为，早起能使人强打
精神。古今中外，很多成功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早起!
古人不是有闻鸡起舞的故事吗?鲁迅还在书桌上刻下一
个“早”字。李鸿章年轻时候喜欢睡懒觉，曾国藩为了改变
他，就立下一条规矩：自己要和身边的幕僚一起同时吃饭。
因为曾国藩本人是起得很早的，这样就逼迫那些年轻幕僚跟
他一同起早。有一天早上，曾国藩和其幕僚们已经坐在餐桌
上准备吃饭了，一看，李鸿章没来，就打发人去叫他。这一
天早上，李鸿章实在想睡一个懒觉，就跟那人说，你去告诉
我老师，就说我生病了，今天早上就不吃早饭了。没有想到，
曾国藩一听，放下筷子，对身边人说：少荃不来，我们大家
都不吃啊。



这还了得!那人马上跑去告诉李鸿章。李鸿章一听，吓得马上
从床上爬起来。他刚刚来到餐桌上坐定，曾国藩就站了起来，
用手敲了敲桌子，说了一句话：少荃，在我这里，就一个字：
诚!说完，饭也不吃了，拂袖而去。李鸿章当众挨了一顿批，
从此以后，再不敢睡懒觉。李鸿章后来经常跟身边人回忆，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多亏了我老师当年在营中教我早起。
这可是肺腑之言啊。

再看“扫”字。这一字当来自于曾国藩的祖父。其祖父到死
都在田间地头劳动，他虽然干不动什么了，但很注意将田间
地头、家里面、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自言，这是一个
家庭的气象。如果一个人家里乱七八糟的，那一定是败家之
兆。我们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扫的就是一种气象。

“考”字，就是家中厅堂上方那个祖宗牌位上的“考妣”二
字的简称，意思就是要重视祭祀祖先。在曾国藩看来，一个
人对祖先都没有感情，他对天下百姓会有感情吗?那是不可想
象的。因为祖先是跟我们有着血脉亲情的，是关系最密切的
一类人，如果对他们都没有感情，对那些陌生人何来的感情?
在曾国藩看来，祭祀祖先就能培养一种家族亲情，是孝道的
具体化。在用人方面，曾国藩也瞧不起那种不讲孝道的人。

第四个字是“宝”字。曾国藩明确指出，宝是指亲族邻里。
他是为了押韵而简称，取“人待人无价之宝”之意，也就是
要邻里和睦。曾国藩对邻里关系很看重，他多次在信中告诫
家人要善待邻里，为的就是给曾家求得一个和睦的安宁的家
庭外部环境。因为邻里也是与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一类人，低
头不见抬头见，远亲不如近邻。如果一个人的邻居不安宁，
那多少也会影响到自家。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就是例子。

第五个字是“书”。读书始终是曾国藩摆在第一位的。他认
为家中一定要藏书，要读书，要有书香氛围，这事关一个家
庭的气象。他找亲家，都坚持找书香门第，在他看来，那样
才算门当户对。事实上如果一个家庭中只听到麻将声，不闻



读书声，那也就不难想象这家成员的个人修养了。如今，曾
国藩的家乡依然有“三日不读书，人就变成猪”的俗话。

最后三个字是“蔬”、“鱼”、“猪”。就是一个家中一定
要种蔬菜、养鱼、喂猪。这在当今社会已不多见，但在农耕
时代，这三样是一个农家是否勤俭的标志。曾国藩认为，这
事关一个家庭的气象。你看，家中种了蔬菜，绿油油的.，充
满生机;池中养的鱼，栏中喂的猪，活蹦乱跳，充满生机。所
以即使今天不能喂猪了，养个小宠物可不可以?种不了蔬菜了，
种一盆花可不可以?都可以使家中充满一股生气。

因而，曾国藩还总结道：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早扫考宝，
一人之生气。

前四样可以培养一个家庭的生气;后四样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生
气。在他看来，一个人再苦再累都要每天强打精神，自我振
作。他还说，精神越打越有，阳气越提越盛。他一生多病，
能活到62岁，就是靠自己强打精神。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像
霜打的茄子那样，不仅不大可能有成绩，恐怕也不大可能长
寿。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或团队，也要有一股生机勃勃向上
的活力，不能是暮气沉沉，那样大家都没有好处，没有战斗
力。

曾国藩衡量湘军各营是不是有战斗力，就看其是不是有一股
生气，一旦发现军中暮气，就会迅速解散这一支队伍。

可见，曾国藩的八字家训，隐含的文化密码就是“生气”二
字：生机勃勃，活力向上。这是曾国藩之所以选择这八个字
的奥秘所在。这八个字既好理解，又易实行。

世人都知道做事之前要立志，立志是成事的根基。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能坚持走下去的却很少。立志不光
是青少年的志向，也是作为人生各个时期、不同年龄段的主
导方向。前一段时间看了百家讲坛郦波教授讲的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是晚清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
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毁誉
参半、褒贬不一。但是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
都对他所撰写的《曾国藩家书》推崇备至。像毛泽东主席
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平生最佩服也是曾国
藩，据说蒋介石床头只放《圣经》和《曾国藩家书》两本书。

所行动。所以他极其恼火，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蹭的一下从
房梁上就跳下去了，满肚子怒火上前一步，劈手把他手里的
书夺过来，往那个桌上啪的一扔：“瞧你个笨样，你说这文
章有什么难背的?”说着小偷一张口，就把《岳阳楼记》背了
一遍。他被背诵背顺了，再指着他骂他，“瞧你笨的，还读
什么书呀?”说完了袖子一甩满脸激愤地扬长而去，东西也不
偷了。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贼叫什么名字，但是
有幸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笨小孩他叫什么名字，他当时名字
叫曾子城，这个名字大概我们都不熟，但他后来改了个我们
都特熟的名字，就是曾国藩。

就是这样一个笨小孩，凭着自己的立志，凭着自己坚忍不拔
的毅力，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实人
不在聪明笨拙，而在与人的立志、专一。曾国藩曾说过：从
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
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曾国藩被称为晚清“第二号皇帝” 、“第一名臣”，后来者
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带着对曾国藩的好
奇我拿起了《曾国藩家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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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读起来，他的每一篇“家书”，都有一个
哲理，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交往都有教育意义。就拿他的
读书之道来说，在今天仍可为指导、借鉴之法。

在读书上他要求“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己矣。”



他还非常讲究读书的方法，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
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
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并且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
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尤其有两点让我感触最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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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自己正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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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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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解决这
个困境的办法，曾国藩提到那就是要多看书、多思考、多积
累。

在这本《曾国藩家训》中值得一读的地方还有很多，难怪毛
泽东主席曾说其在近代人中独服曾国藩。

历史人物曾国藩演讲稿篇四

1、特患业之不精耳。

2、百种弊病，皆从懒生。

3、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
天意居半。



4、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5、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
言难入，怒胜私故也。

6、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夸，则善
矣。

7、好便宜不可与共财，狐疑者不可与共事。

8、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9、人以气为主。

10、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

11、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12、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13、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
以率人。

14、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

15、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
自穷。

16、处事速不如思，便不如当，用意不如平心。

17、人之处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
处之。

18、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19、禁大言以务实。

20、省事是清心之法，读书是省事之法。

21、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22、智慧愈苦而愈明。

23、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24、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25、不可轻率评讥古人。

26、放开手，使开胆，不复瞻前顾后。

27、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
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28、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29、无好小利。

30、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31、责己厚而责人薄耳。

32、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

33、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34、誉望一损，远近滋疑。

35、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



36、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37、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38、不随众从之喜惧为喜惧。

39、处事贵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40、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41、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42、宁可数日不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43、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
要精当，又要简捷。

44、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45、人必诚，然后业可大可久。

46、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

47、居有恶邻，坐有损友，借以检点自慎，亦是进德之资。

48、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49、责过太直，使人惭恨，在我便是一过。

50、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51、有才干，定要表现之。

52、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53、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54、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
创之。

55、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56、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57、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58、为人不可过于聪明。

59、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
存济物是富相。

60、以爱妻子之心事亲，则无往而不孝。以责人之心责己，
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

历史人物曾国藩演讲稿篇五

宝货用之有尽，忠孝享之无穷。——《曾国藩家书》以下是
小编特意为各位读者准备的曾国藩格言,欢迎参考。

1、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2、人必诚，然后业可大可久。

3、称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称人一恶，我有一恶，
又何毁焉？

4、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以长久可以宏大的。

5、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



下。余之所以颇得心民勇心者，此也。——《曾国藩书信》。

6、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吏则亲验命
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
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
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
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
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
再三苦口叮咛是也。——《曾国藩书信》。

7、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曾国藩书信》。

8、我不越境，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
打，彼（敌）自意兴索然。——《曾国藩书信》。

10、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曾国藩家书》

12、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
斯为大幸。——《曾国藩日记》。

13、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曾国藩
家书》。

14、觅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视之而不见。他日无事于觅也，
乃得之。非物有趋避，目眩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从容，
而失之急遽。

15、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曾国藩

17、善人种德，降祥于天。恶人种祸，贻殃于后。——曾国
藩

19、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



20、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
四曰习劳则神钦。

21、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22、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神鬼；休预怕后来
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吉祥。

23、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由
静而明由敬而强。

24、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
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25、大笔高名海内外；君来我去天东南。

26、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30、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 ——
曾国藩

31、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 《致吴竹
书》

33、曾国藩的"善用人"还体现在有效的奖惩机制上，他针对
不同的人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激发他
们的积极性，使得皆大欢喜，军心一统。幕府为曾国藩出谋
划策，筹备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机，兴办军工，出尽了
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幕僚们
的支持与帮助，于此同时曾国藩也成就了许多人的'一生。

34、在待人上，曾国藩告诉纪泽，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
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在行为上，曾国藩要求儿子举止要
重，发言要慢，还要记住，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



寒士相同，方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以成才。他
要儿子做有才有德之人：勤俭节约，自我约束，吃苦耐劳，
能屈能伸。

35、正是由于在风谲云诡的时代，各种身份的集合体，曾国
藩才备受关注和争议。然而，让后世更推崇和循环评价的却
是：曾国藩家书。

36、人生由立志开始， 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 若能立
志， 圣贤豪杰， 无事不可为。

38、易责人而乐讥俗，其亦弗思也已。夫己无遗行，后可责
人；家罔阙事，后可讥俗。

39、无实而享台甫者必有奇祸。

40、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念书则可变革气质。
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曾国藩一生追求"明德、
新民、止于至善，以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阶梯，"立德、建功、立言"是他一
生追求的"三不朽"方针，其道德、词章、文治、武功皆有可
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