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
读后感(优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
吧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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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读后感：读《曾国藩家书》后的感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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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是赶上了好时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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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
以通过电话、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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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可以说已经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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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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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道德——
孝悌。一代名人重臣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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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是尽力的帮助家人和亲
朋，读后感《八年级读后感：读《曾国藩家书》后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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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质生活非常富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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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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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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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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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物质极度文明的社会上更加凸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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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生活境况也许现在人觉得不可思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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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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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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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状况，而文化和教育可以改
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民强方可国富，民强首先强的应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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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书》处处洋溢的浓浓亲情和友情，正是迷茫的现
代人正在丢失的和渴望得到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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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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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是赶上了好时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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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
以通过电话、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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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可以说已经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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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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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道德——
孝悌。一代名人重臣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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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是尽力的帮助家人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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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质生活非常富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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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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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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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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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物质极度文明的社会上更加凸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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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生活境况也许现在人觉得不可思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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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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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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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状况，而文化和教育可以改
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民强方可国富，民强首先强的应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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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书》处处洋溢的浓浓亲情和友情，正是迷茫的现
代人正在丢失的和渴望得到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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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三

曾国藩家书是他齐家思想的精华。读者读了之后，都有哪些
体会?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曾国藩家书读后感，希望
你有所收获。

说起曾国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清朝的政治作风，想到
的是他政治方面的成就。然而，其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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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完人、官场楷
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即将崩溃倾
倒的清王朝又延续了60多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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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是如此，他也表明一生中独服曾国藩。
蒋介石还把《曾国藩家书》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来治军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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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是近代志士仁人
脍炙人口公认的一句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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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穷”的官场绝学。“穷为保官之道，穷为善
身之道”这是他的一个信条，这信条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
不克，战无不胜。他写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
根穷骨头”来激励自己，一生做个“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
死”的守穷廉政的好官。在家书里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最好
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能教导和照顾好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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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看来高
不可攀的。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人情
冷漠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认真地读读《曾国藩家书》确
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真是值得每个人一读，尤其对当今的
富二代教育大有裨益。自古看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
多因纨绔子弟的“文官爱财、武官怕死”丢了世袭荫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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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毛泽东说他是
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是很准
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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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出的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
咸丰、同治三个朝代的文坛，可谓是道德文章冠冕一生的人
物。

读罢《曾国藩家书》，我油然而生的除了敬佩还是敬佩!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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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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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书》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
俭，永不贫贱。”近日，读此书更感勤俭节约为修身立人之
本，兴业持家之道，人人勤俭自持，社会节约之风，蔚然成
行。

勤俭自持，不分官宦黎庶。“余服官二十几年，不敢稍染官
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曾国藩位至宰辅，不
当自己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
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直带
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
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因一生习劳习苦，
厉勤从俭，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

勤俭自持，重在严于律已。“孙等在京，别无生计，不能备
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曾国藩常常因为没钱孝敬父母
而内疚，因没钱养家而深感揪心，而当时曾国藩刚刚“蒙皇
上天恩，得会试分差”，按理说应该有络绎不绝的黄金白银
送过来，何至于连家里都无法接济呢?不经商、不收受贿赂，
处处严于律己，以至于穷到连回乡省亲的资费都没有的地步。



勤俭自持，更好兼善他人。“家中有人做官，则待邻里不可
不略松，而家用不可不守旧”，曾国藩不仅以身作则，宁穷
不贪腐，还为身边人树立了榜样，立下了规矩，保持清贫。
正因为在朝为官，就更要宽人严己，更要约束亲戚邻里，做
到了慎微，慎独，慎权。家书箴言，放之于当世，多少领导
干部倒在反腐利剑之下，皆因没有管好自己，没有管好身边
人。

勤俭自持，是家兴之基，更是国强之本。自从党中央倡导节
约以来，全国人民积极行动，仅“光盘”行动，每年在餐桌
上节约的脂肪量可达800万吨，相当于1500万吨大豆的油脂含
量，被视为微不足道的餐桌残余却能减少每年1000多万吨的
大豆进口。以小见大，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能
止于餐桌，更不能仅仅将节俭之风兴起于一时。在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我们党员干部有责任更注重勤俭自持，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合格公民、有志青年和有
为干部。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四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后世对他的评价极
高，“晚清中兴四大家之一”，“古今第一完人”等等，其
作品流传后世的不多，但是极有分量，读之，让人受益无穷，
从《曾国藩家书》可以略知一二。

名为“家书”，实则不然。作品用书信体的格式，文字浅显
易懂，内容意味深长，仔细品读，觉得它像粮食，可以维持
精神生命的延续;又像医院，可以疗救心灵的伤痕;也像超市，
丰富的东西任由你的取舍。

第一，关于读书与修身养性。

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之人才不甘为下流



之辈;第二要有识。有识，则知学问不尽，不敢以得自足，如
河伯之观海，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无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要有恒，有恒，则断无
不成之事。

对于看书的过程，要一本一本的看，一本书没有看完，一定
不要看其他的书，东翻西阅，都是为外界所左右的缘故。此
外，读书人还讲究养气，即心平气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气藏丹田，坦坦荡荡。讲究保身，即节欲，节劳，节饮食。
太多的欲望，只会给人带来烦恼，而过分的劳累，会让人身
心疲惫、万念俱灰。第三谨言。读书人说话要时时刻刻小心
留意，所谓“祸从口出”。

第二，关于功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读书人的功名，是一个经久的话
题，几千年的仕途历史，可以说是对读书人“成者为王，败
则为寇”终极评价，但是曾国藩对于这一评价标准，也有他
自己的见解。从家书中他得知四弟、六弟未能考中，心里怅
然，他认为科名无早迟，是前生注定的，丝毫不能勉强。读
书人的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品德修养，讲求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之道，以期不辱没先人;二是读书取功名之道来成就
一番事业，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延续生命最大的事情，莫
过于养活自己。农民，手艺人，商人，劳力养活自己，读书
人劳心养活自己，都是一样的。读书人的劳心，如果考中，
则在朝中食俸禄，如果不中，或教授于乡，或为食客门吏，
或入幕为宾，这一切都需要计算自己的本事才能食之无愧。

退一步说，即使榜上有名，朝中为官，也须计算自己的才德，
不至于将来尸位素餐。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得与不得，全看
天意，而业精不精，则由自己做主，但是世间没有业精而衣
食无着的人，就像农民的耕种，即使有荒年，也一定会有丰
年，就像商人的商品被积压滞销，也一定会有畅销的时候。
那么读书人，如果业精，终究会得功名，即使不得，也一定



会有其他办法养活自己。在曾国藩看来，功名不是主要的，
谋生才是关键。

在他的这种教育理念下，儿子曾纪泽不但在中国的诗文书画
方面皆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语言学也产
生了强烈的兴趣，有过许多学术专著，他还自学了多国文字，
通晓英文，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比曾纪泽小九岁的
曾纪鸿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曾
国藩恰好封了侯爵，他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特地嘱咐
儿子不可“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发榜前，再次叮嘱儿子自重。曾纪鸿多次应试不中，后来自
学成才，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有数学专著传世。两
个儿子的身上，体现了曾国藩的功名思想“功名得与不得，
全看天意，而业精不精，则由自己做主”此等见识，才是大
远见。

第三，君子之忧。

第四，识盈虚之有数。

万物盛衰，自有定数。在曾国藩与家人的书信来往中，曾有
一事：曾国藩给家里寄了一千两银子，交代了用六百两家用
和还债，四百量用于馈赠亲友，曾家并不富裕，作为家里的
长子，要支付家里的各种费用以及弟弟们读书的学费，曾国
藩自己也是经常借钱度日，但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曾国藩为
什么还要挤出钱来周济亲戚呢?其中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认为是自己家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升官最快的人，创下了“十年七迁”的
记录，这样的奇迹，固然跟他的政治才能有关，但是另一方
面，也跟他高度的政治洞察力分不开。曾国藩出生平民，没
有任何背景和靠山，然而他熟谙官场的险象环生，如履薄冰
的官场经历让他步步小心，为了自己的仕途经济，不仅严格
要求自己，甚至严格要求家人，生怕由于自己的官职在改变



家人经济状况的同时，滋长了家人的不良习气，所以要在自
己也困难的情况下资助亲戚，而且在还债一事上也格外小心，
“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
足，亦处乐之法也”。穷形尽相不好，得意忘形也不妙。

除了以上四点，《曾国藩家书》的看点还有很多，比如关于
家和，关于交友，关于治军等等，读一部家书，阅曾国藩的
千古风流，读一部家书，看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读一部家
书，乃知心若从容，身何劳苦!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五

看过《曾国藩》传记后，开始留心有关曾国藩的一些东西，
在中外名篇导读中读到《曾国藩家书》其中二则，感触深厚，
曾国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国之栋梁，家之支柱，父母之
孝子，最好的哥哥，仁慈的父亲”。

《曾国藩家书》收录其从年轻至去世前的百余篇较有代表性
的家书，大致可分为治军、为政、修身、治学、持家、处世、
理财、交友、用人等章。由这些书信，可窥斑见豹地探索曾
国藩一生之行为思想，从中感受到内心和思想世界。曾氏家
书是一面镜子，真实折射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

儒家讲“三立”，“立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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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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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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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让我学到了其许多治家、治学、修
身、立志、从政等方面的知识，我感觉是在和一颗伟大而丰
富的心灵在对话，不知不觉中，心中涌起了敬意，人生境界
得到了净化和超越。

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名臣”，通过他的家书，他给我留下的



印象是“规行矩步”，“诚心敬意”，“忠、诚、笃、信”。
其虽出身低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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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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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及其历史坐标。科举入仕，
在他进入到封建政权这个机构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冲
击中国的大门，英国的船队已经一次一次地北上游弋，战争
已经是一触即发。太平天国起义，并且横扫大半个中国。在
这个时候，他受命治国平天下。他开创他的湘淮军政集团，
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并且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推动了留
学事业的发展。从他的生平看，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者的形
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其次，他是一个大节不含糊，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文化使命
感，履行了中国文人的历史责任。太平天国起来以后，曾国
藩兴办团练，来带孝出征，抗拒太平军，所以他是一个有一
种道德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人。从他的那篇《讨粤匪檄》
看，他几次临危受命，留下遗书，准备以死报国，在安庆决
之战中，他孤军深入前线，受到了李秀成的十万大军的包围。
在受困的几个月中，面对惊涛骇浪，心惊胆战，在他给朋友
的信中曾说到，其是如何惊涛骇浪中度过的，心已操碎，胆
已吓破，但他誓死不撤安庆之围。大敌当前，曾国藩忠诚不
二，所以我认为其大节不含糊，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文化使
命感，履行了中国文人的历史责任。

再次，我认为曾国藩是个乱世中仍很清醒的人，看得清大方
向，抓得住大关键。比方说创建湘军，赤地新立，拉出一支
部队来，镇压农民起义，稳定自己的地位。建水师、办现代
军工、派遣留学生、平内乱御外患，兴洋务。

最后，我看到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



之路。他一生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
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
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
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
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
条”、“四败”，“忠、孝、悌、仁、义、礼、智、信”。
这就是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这一切都体现在他写给儿子
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向来治家极严，有章法，并谆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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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官
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家书，行文从容镇定，随想而至，挥笔自如，真实而
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可谓字字良言，句句妙语。湿润隽
永的文辞，语重心长的告诫，诚挚由衷的认错；一派慈和，
一派忍让，更有一份曹植的“烈士多悲心”。单单从字面上
就能看到他在身体力行教育子弟治家、治学、修身、立志等，
让人惊叹，让人折服。纵观历史前后，空前绝后，有谁能像
曾国藩一样，为官清正无私，举贤若渴，为将机智沉稳，步
步为营，为儒谦和内敛，毫无文人的狂傲之气，为父兄严于
律亲，不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是一个让人无法读明白
的人。

然而与曾氏家教比较，现阶段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
过分的重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社会和家
庭为孩子的教育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金钱，孩子们不堪学习
重负也成为普遍社会现象。但《曾国藩家书》里强调的勤劳、
谦逊、戒骄、宽容、坚忍、自强等品质，在我们的教育中却
所剩无几。

曾国藩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在其家书
中或许已给出了答案。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求人生理
想、道德修养。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
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



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

我建议大家都完整地读一下《曾国藩家书》，这些书信中富
含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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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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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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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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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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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七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
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
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今天想谈的就是曾国藩长期以来的一个理念便是：家和万事
兴。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的支持向来都是人们成就事
业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家庭的和睦也从来都是人们追求的目
标之一。尤其是在中国，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与
家庭有关。这条准则过去不变，现在不变，将来也不会变。

孝，指回报父母的恩情；悌，指兄弟姐妹及朋友之间和睦友



爱。孝悌之学是做人的根本，更是为人处世的基础。以仁心
待人，以大局为重，才是贤者安身立命、成就大业的基石。

曾国藩有一次获得去外地当乡试主考官的机会，利用这次时
机，曾国藩一下子就赚了很多钱，这比他当官以来的俸禄总
和还要多，但曾国藩立刻就把这一千两白银寄回给了家中，
还写道：六百两给家中还债补贴之用，其余四百两给亲朋好
友改善生活。从这就足以看到曾国藩即便富裕，也仍未忘记
亲戚。虽然其兄弟写信给他说这是自家钱，为何要补贴给其
他人？更何况家中负债都有一千两。按照以往的脾气，曾国
藩可能早就暴怒了，但这个时候，曾国藩不仅没有生气，反
而写了一篇长长的书信，告诉他的弟弟们：其不知家中负债
这么多，那不如八百两贴补家用，二百两给亲戚改善生活，
如果不行，一切由父亲决定。这还不够，曾国藩在写完这些
信后，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弟弟要好好写文章，练好书法，多
给他回信，多增进兄弟之谊。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曾国
藩“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也如此做，尽
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
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
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
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
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
略大后方。他这样对家人讲：“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
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
一二代者鲜矣。”而曾家却成为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
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
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
成为一常盛的百年家族。

放眼当下，“家”可能成了一种代名词，很多人认为只要家



庭没有矛盾就好，忽略了家真正的意义。能看到这里的人，
我知道少之又少，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却默默地流下了眼
泪。一个家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很重要，很多所谓的育
子专家都说过：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而我的老师，一直
以来都只有一个。缺少父爱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健康地成长，
内心的缺失往往成为了日后精神或心理上地障碍。现在的我，
可能真不如曾国藩那样，有着对“齐家”高尚的感情，孤独、
寂寞、感性，都成为了我的一种代名词。但我还是希望能够
尽可能地去改变，去善待每一天，去好好以“孝”待母亲，以
“诚”待家人。我希望如今这个家，能够成为我在未来拼搏
上最温馨的港湾。所以，我很感谢《曾国藩家书》，让我能
够真正读懂家的含义，也让我能够认认真真静下心来，做好
眼前的工作，努力成为“家”的支柱。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八

最近无意中在书架发现了一本《曾国藩家书》，好书！目前
只看了十几篇，内心颇为触动。我觉得曾国藩家书就像是我
的公众号文章一样，虽说是家书，但是表达了很多曾国藩对
事物的看法，我的公众号表达了我的见解。书里的信件是按
时间序列排序，通过他写给父母、兄弟的信，可以窥到他个
人成长进步的轨迹。

我倒不是因为想在仕途干一番大事，是我认为牛人自有他牛
之处，能学习到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对一个人自我提升有
很大帮助。像这种牛人，从入职翰林院当科员，十年内干到
一把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肯定有非常人之处。
恰好他重视交流与记录，且装订成册，警示曾家后人的同时，
也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

从他的书信中，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古人对于孝的重视，像我
们写信顶多加个“尊敬的”或“亲爱的”，但是他呈祖父母、
父母的，都是“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我们只
有在逢年过节才会出现此类的祝福语，但是他是融入到平时



生活点点滴滴的，非常虔诚。可能有人会说形式主义，杠精
请绕道而行，生活就是需要仪式感，有时连形式都懒得走，
更别提更深层次的了。

他还提了一点关于婆媳关系的事情，“又闻四妹起最晏，往
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
妇而可得好处者，诸弟必须时劝导之，晓之以大义”，引发
了我对于婆媳关系的思考。的确若是以长辈示之，必恭敬之，
还是要扭转一下自己的待人方式。看完这句第二天我特意早
起煮了一顿早餐，略略表达了心意，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就是他对兄弟姊妹的关心，从我看到的第一篇信时他就
是已婚状态，作为长子，他对于兄弟们的课业关心程度赶得
上父母了，还时不时寄给弟弟们学费。他认为自己年长，父
亲倾尽心血培养他，他汗颜不能把父亲所教授传给弟弟们。
很有趣的是，在开始几篇信中，他批评弟弟们，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当时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我想作为他的
弟弟们估计不会开心。

果不其然，后面弟弟们回信“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
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
使弟辈无地自容”。

曾及时开导“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
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
如我，这便是不悌。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
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意思，暗用机计，使
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
生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
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

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可以很快接受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人，他们兄弟之间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
来来往往的过程，也是对于事情、彼此认识加深的过程，所



以说他们家族、他的成功不是说一蹴而就，是有根源的。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健康。他本人有些耳鸣头疼的毛病，看多
书，思虑过度就身体吃不消了，在跟父母、弟弟们写信时，
他时不时提到要“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
食”、“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意思跟我们
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一样的。由于我对于健康非常重
视，基本上每一篇他都会提到“保身”，所以无比赞赏他这
一点。

看人信件是不道德的，不过好在他的信也不涉及隐私。家书
都是对亲朋好友说的掏心窝子的话，他说“无不可对人言之
事，气藏丹田”。通过他的家书，我觉得这个人很形象具体，
就像是我们周围的人一样，非常生活化，有血有肉。推荐大
家读一读，肯定比我更有感触。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九

有句话说：“若觉中年无作为，劝君重识曾国藩。”要我说
学知识不问年少，想知事故也不必等到中年。

尤记得第一次翻开《曾国藩家书》时，还是17年的一个盛夏，
最近实在书荒，不由得再翻起这本收录了半个圣人的书信故
事，更得来了不一般的感受，再随记一下在书中得来的感悟。

曾国藩说：“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其所述意思是不要因为别人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小缺点，而忽
视了他身上其他更大的优点，也不要因为与他人有了一些小
过节就忽略了别人曾经帮助过你的大恩。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

这两句话都是告诫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小错误，一点



道德或人事上的小瑕疵，与你产生了一点小恩怨以后，就全
盘否定别人的好，忘记别人带给你的恩惠。

《礼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看重一个人于是发现了他身上
更多的缺点，因为厌恶一个人最后反而发现了他身上不少的
优点。

所以说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不要凭第一感官去定义一个
人。而是要深入了解以后客观、公正地看待他的缺点和不足。

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唯一“懒”字罢，不管你学识
多高，家境如何，懒惰的人，终成不了大事。天下古今之才
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有大才大识的人，最后失败无非
是因为一个“傲”字，这种人自认高人一等，不懂谦虚，最
后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

刘邦有一次问韩信：“你说我最多能带多少兵？”

“主带兵无非十万尔。”

刘邦又问那你带兵能带多少？

“多多益善。”

不久后，韩信被杀。

不能否认韩信是有大才之人，后世也尊称他为兵家四圣其一，
但是落的个不能善终的下场，也并非就不是我上面所述之因。

很多名家评论说中国有四个半圣人。

孔孟朱王四大圣，唯曾国潘只占了半个，因为他没有创立自
己的理论，他所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前



面四个圣人为标杆，自身奋进。

依我拙见，曾国潘一生勤，仁，义，知世故，懂进退，已是
我们后生学习之典范，称圣与不称圣又如何。

圣人多半是被神话出来的，但是圣人能被称圣，自然是他们
的思想，言论，行为值得被后人所习，他们的精神，故事，
形象能够被立为标杆。

再次拜读过曾国潘家书之后，更感慨还有太多修身立德的真
理，为人处世的事故值得我们学习，此书在中华五千年凝聚
文化下面也只是冰山一角，古代人讲究修身，立业，现代人
都是立业，修身，更何况太多人立业后不修身。

只是如今社会又有几人能舍弃手中之物平静下来与这些白皮
黑字作伴呢？

如果你尚且年少，不如多花点时间读点书吧，修好身再立业，
事半功倍！

曾国藩家书思想汇报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模板篇十

学习完曾国藩的家书，正如曾自己所说：人但有恒，事无不
成。 虽然“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
详，但真正做到这点，确并非易事。

家书中曾国藩屡次说道自己的不足跟欠缺，其实从历史的角
度来讲，曾国藩确实是个大家。之所以又这样的成就，就是
在于他能自省。

能够做到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并且终其一生，一般的人几
乎做不到，而曾国藩做到了，给了后人一个很好的“恒”的
概念。



曾国藩前后三次戒烟，历时长达10年之久，前两次大张旗鼓
说要戒烟，但都是反反复复，没有成功。最后一次，在不知
不觉中安静的戒掉，而戒烟结束后，自己写了日课12条来约
束自己。

给自己定个目标，目标不要太高，那样的话就成了好高骛远
了，听过这样一个故事，马拉松比赛后，记者要对冠军例行
采访，问夺冠的'秘诀。冠军回答说：每次比赛前，我都要乘
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
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
个标志是一座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
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然后我又以
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几公里的赛程，就被我
分解成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

这种“感觉”将增强自信心，并将推动发挥潜能达到下一个
目标。

经常告诉自己这样一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觉得自己
很幸运，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快乐工
作。怀揣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