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曾国藩墓道 曾国藩读后感(汇总8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曾国藩墓道篇一

我对于曾国藩的记忆，在之前还仅仅停留在高中历史课本的
水平，还只是知道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组建湘军力挽
狂澜，只是知道曾国藩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积极促进中
西方文化交流等。读了这本《曾国藩的启示》，才让我更进
一步的理解曾国藩的奉行要义和其带来的长远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结合曾国藩的一生经历、亲身感悟及经验
教训，为读者清晰呈现曾国藩通过一生坚持修业而改变命运，
由出身平凡、资质平庸之人逐渐蜕变为“立功、立德、立
言”的.三不朽完人，由粗浅之人转变为鉴人用人大师这一非
凡历程。

曾国藩的“恒”有三方面：在忧患中成长；持正道以开新；
恒久中行善德。我们这一辈中有很多人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自
己要如何如何改变自己，如何如何变得更加优秀，然而真真
正正身体力行每日坚持的又有多少人呢？又有多少人深刻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刻刻保持着对目标的饥渴呢？一个人有
了改变自己的恒心，也就有了改变了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
所以曾国藩总结出：“恒不是策略，而是信念，信念就是自
己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的东西，我从此一定要有恒、有恒、
有恒。”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是曾经很火的一



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当官，就算是为人，也是需要
学习曾国藩的“恒”和“稳”。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
物，作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任，曾国藩给我们
带来的启示还有很多，这本书需要不断品读。

曾国藩墓道篇二

刚读完第一章，最大的感受是曾国藩在自我反思前后的变化，
反思前曾作为读书人出生，是一个典型的清高直率眼中容不
得一丝苟且的读书人形象，愤世嫉俗，刚正不阿，对咸丰皇
帝，对同僚，对亲朋好友，都是如此。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组建湘军抗击太平天国，却并未得到相
匹配的嘉奖，而在这之中更是得罪了湖南江西几乎所有同僚
和京城天子。所幸在居家戴孝的几年里，反思自己为人处世
中的性格缺陷。重出剿灭太平天国军队过程中与皇帝示弱，
与同僚交好，以入世随俗的态度对待所有人，表面老奸巨猾
老练圆融，内心仍是质朴刚正初心不改，竟在复杂的'清末环
境中如鱼得水建功立业。

联想到自己平日里也有那种出自读书人本身的自以为的清高
孤傲和极端自信自负，遇事盛气凌人，也开始调整自己待人
接物方式。另一点是想到成电学子仿佛都有这类似臭毛病，
从技术角度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成电学子总是难以成为一
家公司的管理核心，与此种氛围不无关系，他们大多埋头苦
干，执着于技术而缺少处事的圆滑，不屑于技术以外任何事。

曾国藩墓道篇三

我在暑假期间读了真国藩家训这本书。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
文章叫”致四弟，教子弟去骄气情习”。他的主要意思是天
地之间只有谦虚谨慎才是通向成功的路；人一骄傲就会满足
于现状，这样就会导致失败。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议论
人家的短短处、指责人家的食物甚至嘲笑别人的失败，开口



就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些其实都是骄傲。书中说”
欲去骄字，以不轻而非笑人为第一义，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意思是说，：想要自己不骄傲的.话，就不能轻易嘲笑别人的
短处。

我想有时候我也会犯这种错误，在嘲笑别人的时候自己得不
到好处，别人也得不到帮助。于人于己都是没有用的，只有
谦虚谨慎，才能步步为营通向自己的理想。我非常喜欢让我
受益匪浅的这本书，希望你也会喜欢。

曾国藩墓道篇四

曾国藩，晚清名臣。

但他天生又苯又慢。

且不说他考了七次秀才才入围，也不说他考进秀才名次之
低——倒数第二，就说他背文章吧。

那是个酷暑最热的一天，一个小偷钻进了他的卧室，躲在床
底，伺机行事。当时天色已晚，很多人已就寝。曾国藩却挑
灯诵书。要命的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他读了两个时辰都没
背诵下来。当时小偷在床底热得浑身发汗，又过度紧张，几
乎昏厥。又一个时辰后，曾国藩还在那里磕磕巴巴，背得短
斤缺两。小偷忍无可忍，从床底滚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
朗声而诵，势如流水。末，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就你
这头脑，别读书了，种地吧。”

曾国藩的.苯和慢可想而知，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又笨又慢的人，
灭了天平军，平了天下，挽救了清朝，成就大业。为什么呢？
唯一的秘诀是，就是他一生坚持笨拙，不走捷径。

他曾说：“天下任何事都不是侥幸而成。要脚踏实地，不可
投机取巧。”他还颤着手，指点道：“今后要立下规矩，无



论战役规模多大，指挥官必须谋定而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
徒伤士卒。”从此后，湘军打仗，从不主动。纵然是胜券在
握时，也不主动进攻。每次和太平军对垒之后，按兵不动，
诱惑太平军来攻，使其三番五次进攻，消耗气力后，抓住机
会，发动全线反攻，往往一战而定。

指挥军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以致左宗棠这样评
价他：“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似欠火候。”他们曾经有过
一段对话，但基本都是左宗棠侃侃而谈，而曾国藩如同听天
外梵音。在左宗棠面前，曾国藩可不就是个蠢人。

只是，曾国藩从考进秀才那天开始就笃信这样的信念——既
然我是笨人，那将来做一切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
地用笨方法去做，不投机不取巧不走捷径。不断积蓄力量，
那么有天总会薄发。

正如诸葛亮，倘若没有饱读书经，又怎能在刘备三顾茅庐时
大谈天下事分析地头头是道呢？正如刘备，在曹操眼前浇菜
做花，韬光养晦，暗地积蓄力量，最终反败为胜。

荀子曾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可谓万物都是日积月累而成。正如大海是无数小溪汇
流而成，高山是无数砾石堆积而成。

荀子还曾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可谓坚持才能成功。水是柔弱的，长时间的坚持却穿透坚
硬的石头；绳本非尖利，长时间的坚持后却能割断木头。

曾国藩正是以坚韧的意志踏踏实实做事，一步一个脚印，最
终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聪明人，甚至还影响了历史上后一个
重要人物——李鸿章。李鸿章用同样的方法消灭了捻军——
这一清朝的心腹大患。

读《曾国藩》就像在读哲学；读曾国藩，就像在读人生。



我想起初学跳绳时，磕磕绊绊，别的同学都能一口气跳上许
多个，我却连一个都跳不过。于是，晚上，我趁着别人不注
意，独自在操场练习。一个，两个------一天，两天------
终于，我能连续跳几十个了，然后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现
在飞快得很。

我想起了学自行车。初学，我需要老爸扶着。没有他，我根
本不能上车：不是倒了就是扭了。后来敢上车骑了，在老爸
的扶助下，也是歪歪扭扭的，还好几次撞到墙上去。一次，
两次……一天，两天……我终于可以潇洒地在风中骑着车了！
“哇！”那感觉太好了，就像飞上了天。

其实，我本一拙童！可又笨又慢又何妨？勤能补拙是良训，
踏实前进是正道。

曾国藩墓道篇五

读了唐浩明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三部曲》：《血
祭》《野焚》和《黑雨》，总体感觉他是个了不起的功大于
过的人物。

我最佩服曾国藩为官清廉，崇尚节俭的行为。官至极品的他
始终严以律己，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
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
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
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
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
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
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
女来北京居祝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
府”、“侯府”的匾。他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定下功
课表，严格要求。因为他教育子女有方，所以他的后人都秉
承他的治家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



永不贫贱。”成就都不小！

曾国藩墓道篇六

左宗棠比曾国藩只小一岁，自称当今诸葛亮。他家挂着二副
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身无半文，心
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你能感受到他的志向抱负和
雄心气魄嘛。他耿直成性、刚勇忠义、嫉恶如仇；他满腹经
纶却又不只会满口之乎者也；所以他时常觉得曾国藩虚伪做
作；靖港惨败曾国藩受挫跳江寻死，左宗棠敢说敢言，骂其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一番慷慨激昂的议论让曾国藩重拾信
心；樊燮事件，左宗棠身陷囹圄，曾国藩上书力保；金陵一
战，左宗棠又毫无情面的直指曾国藩欺上瞒下，这次之后两
人长达八年没再有私人联系；天津教案，左宗堂再次尖锐的
直指错误也是伤透了曾国藩的心；后来曾国藩纵论天下人杰，
纵使他伤心失落，他仍认为左宗棠之才为当今海内第一人；
他能清楚的认识自己的长短，爱才惜才用才，补己之短、扬
己之长；这又恰恰是他最擅长的。再后来左给曾写了副对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也；同心若金、攻错若
石，相期不负平生。怎么说呢，同道中人相爱相杀又惺惺相
惜吧。

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是喜欢莺歌燕舞的，他还曾为一个歌楼女
子写过挽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生而为凡
人，谁又能够做到六根清净，摈欲绝缘呢。曾国藩就做到了。
他作为理学门徒，秉承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谨言慎行，
规规矩矩；后来为打造一支军容整肃的湘军，他更是不近女
色，真正做到六根清净。后来娶妾也是因为常年在外行军打
仗，确需要一个女人照顾，经彭玉粼介绍娶了如夫人陈春燕。
这个女人应了他的要求，长的不过于漂亮、性格温和、识字，
把他的生活照顾的井井有条，他慢慢的爱慕上春燕。可惜好
景不长，春燕患疾，在她将要离世的时候，他竟然去处理公
务，没有陪她最后一天，最终没能给她一丝最后的温情与安
慰。看到这里，我在想能陪在这样男人身边的女人得有多大



的胸襟，不知道春燕闭眼的最后一刻心里有多少期盼和怨言。
春燕死后的第四天，他半夜悄悄去了她的灵柩前，抚摸着春
燕生前他送的唯一的一件红木梳礼物，久久坐了一夜，一遍
遍默念着“未免有情，对帐冷灯昏，一别竟伤春去了；似曾
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铁汉柔情，不动声
色，深藏于心，可惜这份绵绵柔情春燕到死也没感受的到，
又怎能不是薄情寡义呢。

康福的结果我最意外。两人于“康福残局”上欧阳兆熊的解
围而相识；曾国藩以识人用人闻名，他称奇康福的武艺和棋
艺，通过几次对弈观察，他认为康福是一个孝母爱弟、正直
诚实、情趣高洁、才智超俗的君子；而康福也因为堂堂侍郎
大人的人格魅力和知遇之恩从此生死追随，成为了曾国藩最
得力、最信任的贴身助手。康福曾三次救过曾国藩的命，回
荷叶塘奔丧被太平军掳走险些被砍头，是康福冒死营救；初
建湘勇靖港惨败，曾国藩纵身跳江，又是康福跳水营救；转
战江西，曾国藩三败石达开，最后一次在樟树镇中计险些被
活捉，又是康福以身阻挡避免大祸；后来用传家之宝深入敌
营策反太平军将领韦俊；正直正义的他为了权术争斗、为了
保护他的曾大人，甚至亲手除掉了宿敌德音杭布。曾国藩率
领湘军对抗太平军的十几年里，一切的荣辱得失康福全部见
证，于他公立下了汗马功劳，于私更是有天大的恩情。战天
京的一战，康福遭算计被同伴枪击，曾国藩对这个出生入死
的伙伴好像并没有过多的询问和挂念；他写了奏折为所有将
士论功讨赏，可偏偏没有康福；后来借韦俊头颅裁撤湘军更
是让康福对他的曾大人彻底失望。最后一局围棋，这个片段
我读了三遍。我理解康福用最后一局棋划清界限的决绝；曾
大人身在权术界，不管是不是身不由己，一将功成终归是骨
山血海；他的博学、智谋、手段都注定了他是一名了不起的
政治家，而不是，英雄。

曾国藩临终前给他的孩子们留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是他一生
总结的家教。一是慎独则心安；二是主敬则身强；三是求仁
则人悦；四是习老则身钦。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也是从《道德



经》这里豁然开朗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曾大人说不为
圣贤，便为禽兽，所以他一生坚持自律，勤奋有恒，小事易
为难坚持，坚持下去就能起到大作用；于是他坚持早起，每
天早晨必做练字临帖；每天不管事情多忙，坚持看史书5页，
坚持写日记；每天打坐一小时，静心养性；甚至最后戒了烟、
戒了色。自律这件事是很难的，坚持一生自律必定能成大人
物，不得不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谈及读书和写文章读书在
于熟读深思，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看指的默观；读指
的高声朗诵；写指的抄写；作指的是写作练习，这四字诀窍
我印象深刻，想着以后可以尝试实践。写文章呢，他认为字
如其人、文如其人，最高的境界为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做人
也是一样，将刚强藏于柔弱之中，将申韩融于黄老之内，乃
为官之佳境。这些家教也浓缩出那句名言：尽人事以听天，
吾唯日日谨慎而已。正应了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曾国藩墓道篇七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从拿到手到读完，仅用了3天的时间，
很有收获。以前很多有关书籍都是从曾国藩的成功史、尽孝、
军事才能等去说的，这本书的视觉是从他的点滴、从他不成
功走向成功、好的与不好的、自我完善的过程等方面描述的，
更近距离、更客观的勾勒出了曾国藩这个活生生的人，而不
是圣人。这正如书中所说：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
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
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从他的自我完善、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与对官场中人的宽恕
以待、他与左宗棠一生的关系、包括他的从严治军等等，我
感悟颇多：

书中所说，左对曾一生有两个情结：科举情节和喻亮情节。
左对曾的书呆子性格很看不上，觉得曾做事四平八稳缺少急



智，左对曾多批评少赞赏，而曾对左一直都相当宽容。而时
间往往沉淀一切，对曾左的评价，后人明显更赏识前者。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他的心性修
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相比左宗棠，曾国
藩的为人“全面”得多。这个“全面”一词评价得入木三分。

曾左早期合作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而
左宗棠一生所有的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
一段功夫。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
贤。曾是圣贤，而左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曾国藩曾说，对朋友，首先要“诚”，第二要“敬”，其次是
“恕”，然后是“浑”（不过于计较）。最后则是要做
到“不嫉妒”。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
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

曾国藩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有走到“真伪不辩”
的情况上去。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凡事皆有极困难之
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是为刚；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
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是为刚。这种“刚”是骨子里的刚，不
是行事表面上的刚。

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
者。“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大柔非柔，至刚
无刚”。海瑞等清官典型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
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
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
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这是柔的一面。
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有尊重规则的智慧，却又能保持
洁身自好的底线。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刚柔平衡的人生智慧。

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
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的人生哲学中还有两点独特的品质。一是尚“拙”。他说：
“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
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
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
因此不留死角。二是有“恒”。曾国藩家书中曾有一
段：“人，一要有志，有志则不甘为下流；二要有识，有识
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而自足；三要有恒，有恒则天下
断无不成之事。”这三点中他最推崇的是“有恒”。

曾国藩墓道篇八

《曾国藩家书》收集、整理了曾国藩和祖父母、父母、兄弟
之间信件往来的精华部分，书中通过教导读书、研究学问、
修身、立志、坚持……等方面，让我们在他平淡的家事中看
到了曾国藩的“真”，从而对曾国藩有了更深一层地了解。

读其家书，我是深深地受教了。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但要想真
正做到这“三不朽”却不是件易事，而曾国藩用他的实际行
动像我们述说了。然而要做到这那该需要多大的决心，多大
的毅力啊！在我看来，曾国藩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个孝顺的
儿子。他总是告诫弟弟们要好好读书，认真研究学问。他认
为自己能够帮助父母亲教育好弟弟们是一件尽孝道的事情，
也就尽心教导弟弟们。遇到问题时，他总能够先从自身找错，
反省自己的缺陷。在与兄弟间发生矛盾时，他感到很难过，
但却不会意气用事去追究对方的过错，而是冷静处理，仔细
维护兄弟之间的感情。“兄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他曾对
其弟说，“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问。如
我有不是，弟当明诤婉讽。我若不听，弟当写信禀告堂
上。”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的。家人之间有什么问题就应该
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都说出来。如果有问题而不说，一
味地埋藏在心里，那又有谁会知道呢？这样只会让之间的矛
盾更加的尖锐，一旦矛盾激发，只会让彼此收到的伤害更大



更深。

在其家书中，我们看到了曾国藩对长辈的尊敬。凡有什么都
会先跟长辈商量或告诉长辈一声，而不是自作主张，不理会
他人的感受，只求自己舒服。遇事就应该有商有量，这样才
有助于事情更好的解决。曾国藩的父亲曾在书中对其弟说过，
“境遇难得，光阴不再”。是啊，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人的
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成为一家人是极其不易的，
能够成为和睦家庭中的一员，有人关心，有人呵护就更加不
易了，因此，我们应该学会珍惜，懂得珍惜，不要等到失去
了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苦苦追求的东西，一直在我们眼前，
只是我们一直以为是理所当然，不懂珍惜，等到失去才追悔
莫及。

《曾国藩家书》给我的启示远远不只这些，我还需要好好的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