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曾国藩读后感(汇总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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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曾国藩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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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读后感篇二

这周，偶然看到某位牛人推荐阅读《曾国藩传》。历史上有
两位圣人我一直想去了解，一位王阳明，一位曾国藩，之前
我就在搜索关于他们的好书。所以我知道后立即在kindle上
购买下载。

1、普通人也可以有所成。曾国藩天资平平，甚至可以说笨拙，
有个细节，小偷去他家碰巧他在背书，最后小偷背熟了，他
还在背。他的不寻常在于不退缩不放弃，相信勤能补挫、滴
水穿石，以勤奋和时间补充短板，最终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
况下脱颖而出。

2、成就的背后是方法与坚持。曾国藩入翰林后，给自己立下



十二条军规，归纳后就是写日记、早起、静坐、读书不二、
谨言、保身、记笔记、做文章、练字。曾国藩刚入官场，发
现自己静不下来，每天都耗在交际往来中，没有时间读书。
后来他深刻反思，也就有了这十二条军规。他写日记主要是
自省，这些日记也流传至今，被今人推崇。读书不二，我也
有感触，如果难懂或不感兴趣的书，我就会放下，久之，始
终难以看完。这些立誓曾日日践行，即使生病也未中断，周
而复始，逐渐将他塑造成各方面都杰出的圣人。

3、成功也需要情商和品格。刚入官场，曾国藩就像一位愤青，
鄙夷官场陋习，不屑为伍，所以做事说话又刚又直，导致与
官场不相容，结果让他处处受挫。后来他悟到，水至清则无
鱼，在不忘原则的基础上，以柔克刚，顺势而为，这些改变
让他逐渐立足，也做成了一件件大事。另外关于曾的品格有
段记载，左宗棠是曾提携的，按理应该感恩，但后来左与他
交恶，处处相对，但曾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以德报怨，最后感
化了左。

4、成功可以不需要技巧。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所以在
对阵太平天国的战役中，采取了“结硬寨，打呆仗”的策略，
稳打稳扎，以时间和空间赢得了最后胜利。

5、有远见。他在当时的环境能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先进的
科技，并将认识转化为行动，推动洋务运动，建立安庆军械
所和江南造船局，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批留美生的成行。

曾国藩读后感篇三

我们组本月同读一本书的书籍曾国藩传的读后感，有几个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市场部的负责人来说呢，平常因为我周围有太多的聪明
人，他们有机敏的反应能力，总是能舌灿莲花，镇定自若，
对答如流，面对这些人，有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



内心也有时候会感到沮丧。而曾国藩这本书让我看到，我们
刘总也曾经提出过：只要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每一天都
朝着自己的目标去改进，时间会给你回报的。这本曾国藩传，
讲述的就是曾国藩从少年时代开始，他的跌宕起伏的一生，
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追求的精神。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对于曾国藩，他的人生价值观就是
“做圣人”。

圣贤者，首先为圣，圣者就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曾国藩
不断的追求这种状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品德，自己有为所
欲为的想法的时候，就自我谴责自己。当自己满足于自己已
有的成绩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就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向着
自身完美不断地努力。他一直都在不断的自我反省，曾国藩
谨言慎行，孝顺父母，疼爱弟兄，也成为了儒林人士的楷模
和典范。

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大环境中看曾国藩，说到底他也是凡
人，并非“完人”。正所谓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
善不为官。心不狠，不足以做湘军统帅；不虚伪，不足以在
腐败的官场立足。但即使他身处时代洪流，依然严于律己，
勤学于思，时刻反省，而这也正是我非常欠缺的。

他恪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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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到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让我明白若想以礼治人，
必须要先自治。

他讲到的“执两用中”，让我明白做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
取适宜的办法。

他讲到的“持盈保泰”，让我明白在富贵极盛的时候要小心
谨慎，避免灾祸，才能够保持的住。



他讲到的“刚柔相济”，让我明白刚强的和柔和的需要互相
补充，才能让自己做的恰到好处。

他还讲到了“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还有家训
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让我看
了又看，反复的思量。

他让我明白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谨小慎微，还有“有
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
可而止！！

曾国藩读后感篇四

虽曾湘潭大胜，对于靖港之战，曾要求其每一次的失败都要
吃透，常说“悔生吉”，总结反省失败，自省后决定严厉整
顿，凡临阵脱逃一律不再录用，并且将表现并不好的弟弟赶
回家乡，大公无私。

接着，曾国藩反思后把保卫长官作为一项制度，这也是其优
于绿营军散漫无力，上下不齐的一大策略。保住长官，才有
个人发展的机会。

悔生吉，失败后反思的重要性，古往今来众多战役生活工作
中凡是相互影响，激励战斗，上下亲睦，各护其长背后必定
有严格的原则或制度。我们也需要学习善于用制度解决一些
用道德解决的'问题。

这项制度在后来的城陵矶之战中也发挥作用。两名都是猛将
军官，危急关头，互不上下，然曾军的亲兵抓住机会在其军
官危观时机，保护长官，刺伤对方军官，赢得战役。

曾国藩读后感篇五

攒了很久的银子，买了《曾国藩传全册》，这是我这个张扒



皮不锈钢公鸡今年唯一一次大放血行为，但是——值！去了
解曾国藩这个人，实属机缘巧合。在白岩松的访谈节目里，
他说：重要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面对人生的态度，乐观的
人一定比悲观的人走得远，走得更好，虽然人生的真相更值
得悲观。这就是曾国藩给予我的启示。

-2-

白岩松对曾国藩简单的几句评价，跟中学历史书给我留下的
印象绝然不同，让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随即买了《曾国
藩的正面与侧面》来读，看完之后，结果让我非常诧异，原
来曾国藩是这么一个“愚笨”，沉稳，坚韧，宽厚的圣人。
所以忍不住又入手了《曾国藩传》，他的故事，让我看到了
一种希望，一种笨人也可以通过努力做出伟大事情的希望，
也可以称为传统意义上成功人士的希望。

-3-

我周围有太多的聪明人，他们有机敏的反应能力，总是能舌
灿莲花，镇定自若，对答如流，面对这些人，你总觉得自己
的脑子不够用，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成为优秀的他们，内
心总是很沮丧。而曾国藩让我看到，我们这些笨人，只要能
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每一天都朝着自己的目标去改进，时
间会给你回报的。虽然这条坚持努力的路，也如此的艰难！

-4-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人。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会不一样。对于
曾国藩，他给出的答案是“做圣人”，所谓“圣人”，就是
完美的人，而他做圣人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写日记。这个
看似简单的方法，却要持之以恒，不断完善和提高，再叠加上
“时间”这个神奇的元素，进而达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境界，
曾国藩最终也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号称“中华千古



第一完人”。

-5-

《曾国藩传》，以时间顺序对曾国藩的一生做了描述，整本
书在大的方面按照曾国藩的身份转换为主线，科举入仕打开
升迁之路，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封疆大吏处理内政外交。
而每一次的身份转换中，他都经历了很多次精神上的转变，
每一次都向圣人这个目标一步步靠近。每一个阶段，作者以
曾国藩碰到的问题作为开端，以曾国藩思考并解决问题作为
主体，以最终的结果作为结尾。而一个个的阶段性前进或者
转折，最终将曾国藩推进到了“圣人”的终极目标。在每一
个阶段，作者对曾国藩处境以及时代背景的详细描述，让我
更容易体会当时大环境的艰难，以及个人抉择的不易，这样
也对他最终的`选择更加的钦佩，对曾国藩这个人物形象的理
解也更加通透。

-6-

总体来说，《曾国藩传》中对曾国藩的描写，以积极赞美为
主要基调，即使一些关于他的缺点的描述，也让我更加体会
到他能够实现“圣人目标”的艰难，所以作者基本上实现了
对这位“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的倾情打造。如果想要更加多
维度的了解曾国藩，还是推荐再去看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
面》，可以多一个维度去了解这位圣人。

-7-

社会上曾流传着一句“立业不读曾国藩，阅尽诗书也枉
然！”读《曾国藩传》从字里行间体会他的专注，感受他的
耐心，学习他的智慧。即使你无法像曾国藩一样有一番作为，
但你的品性、你的人生必定会因吸收本书的思想精粹后，有
所改观。



-8-

他谦和内敛，以退为进，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
人的狂傲之气。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挤中求生存，
在多重势力的夹缝中求发展，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谨小慎微，“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时
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可而止。简而言之，曾国藩立德立
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我们从他身上要学习
的太多太多，大家可以考虑看看，绝对值得！

曾国藩读后感篇六

近日读《曾国藩传》颇有感触，特别是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
学精神很是佩服，我觉得此种精神可用“呆子”哲学来形容。
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可谓书呆子。此种精神我思之为当今中
国少有之精神，因为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
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呆子，但是我认为只有先做呆子才能之
后做聪明人。

一位日本老科学家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必须要聪明。”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所谓脑袋聪明
的人可以说他们如同腿脚快的游客，虽然他们可以捷足先登
的到达他人尚未涉足之地，可恐怕会遗漏路旁，脑袋笨的人
犹如走路慢的人，一直漫步在后，往往毫不费力的把珍宝捧
在手中，脑袋聪明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推测，可以纵观路上
的所有难关险阻，至少也是有这种预感的，所以常常容易挫
伤自己的进取的勇气。对于脑袋笨的人来说，别人的工作总
是显得卓越出色，同时也感到大人物的工作也似乎可以做到，
因此，很自然地刺激着自己的上进心。脑袋聪明，而且又自
命不凡的人即使能为人之师却难成大家难为大师。正如苏东
坡所说的难得糊涂。我觉得难得糊涂的境界就是一种呆子的
处世哲学。

人生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答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用好坏来区分的。当遇到不能改变或者对自己无害而有损的
事情的时候，能装糊涂，扮呆子确实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的。
所谓的呆子哲学的精髓就是能对生活中的有些事情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当你对人生的有些不好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
闻的时候，往往它却向好的方向发展。着也许就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曾国藩身上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他能够在后期的官场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把难得糊涂的呆子哲
学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结果。

在如今的物质世界里人们把自己的利益看的空前的重，不允
许任何人伤害自己的利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过了就是浅
视地表现了，糊涂一次也许更好。这就是我从曾国藩身上所
了解到的'“呆子”哲学。

曾国藩读后感篇七

于裁湘军、杀韦俊几件事上，曾国藩亦颇遭非议，然而，这
些亦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功过是非，只凭表面事实是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的，况且，于
历史，于人物，谁又能说得清哪个是哪个非呢？以史鉴今，
仅此耳！

“当官要读《曾国藩》”，这句话，我亦不能完全接受，与
其说曾国藩游刃于官场，不如说曾国藩慎独于私室；与其说
曾国藩走向了封建社会官位的顶峰，不如说曾国藩达到了中
国文人的.极致！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所逐渐形成的对文人
的定位。于七十年风雨人生中，曾国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
文人所有的特点，考科举，中进士，点翰林，走仕途，以文
报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独有的根本的特点，几进
几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片忠心，剿除内匪，兴办洋
务，曾国藩时刻以定我朝廷、兴我中华为己任，这恰恰是他



的中国文人思想在支持，而他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思曾之一生，惟八字耳：

志在尽忠，以忠酬志

曾国藩读后感篇八

刚刚完成60万字的长篇小说《东京人》阅读之后，小溪开始
认真研读张宏杰撰写的《曾国藩传》。

首先《曾国藩传》从屡次科举不中的曾国藩父子双双去“赶
考”开始，让原本一板一眼的人物传记有了烟火气、生动地
拉近了读者和晚晴重臣的距离。

曾国藩总结祖父曾玉屏：曾玉屏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
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老头一生有“三不信”，
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
天。

失败后要及时总结。曾国藩在落榜后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
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
贯通和整体的气势。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

曾国藩的价值观：尚拙

根据学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
是0.000048%。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
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艰难的科举过程还
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第一，笨拙
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
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



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
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
留死角。

曾国藩自我管理的方法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
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随后曾国藩开始了记日记生
涯，当时的日记类似于我们今日的微博，送给朋友相互传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