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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我们勇于追求自己
的梦想。在写理想总结时，可以结合一些相关的理论和研究，
以加深对于自己理想的认识和理解。现在为大家分享一些关
于实现理想的成功经验和智慧，让我们一起进步。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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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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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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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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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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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六

纵观历史，对曾国藩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褒贬说法，有的说
他是“三立完人”、“中兴第一名臣”，也有的贬他说
是“汉奸加卖国贼加刽子手”。读过唐浩明的《曾国藩》，
我对这个湖南籍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又有了
更深一层的了解。

曾国藩出生在山美水美的江南荷叶塘，从政后建湘勇、长江
水师、湘军以及淮军，打败造反长毛、捻军，劳苦功劳，官
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
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办。

虽然有人认为洋人在中国猖狂，无法无天至极，应该赶走。
曾中堂却委曲求全，把中国人杀了，并赔偿白银。但是，当
我阅读完《曾国藩》，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此认为他为一名
不合格的官员，主要原因有三点：

他从来不收藏名贵物品，不讲排场，家居简陋，为官清廉。

他忧国忧民，忠心清朝，建立水师和湘军，为维护祖国和平
和外交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一生不顾个人恩怨和别人的辱骂，处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
案件，为祖国发现和培养了大批大批能干的文人武将。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如果清朝大臣都学曾国藩，中国就不会
受到洋人的欺凌，历史就要被改写。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七

不好的习惯：把欣喜当作知识、把收藏当作学习、把阅读当
作思考，把存储当作掌握。



发现《曾国藩》时来自于一个朋友的推荐，为什么要说“发
现”呢？知道《曾国藩》这本书其实已经很早了，那个时候
由于自身的惰性，一直没有翻阅。读到第三本《黑雨》的时
候，不经暗叹作者唐浩明，强大的故事构造力，短短半个月
时间，把三大本与曾国藩有关的史事，当小说一样一览而尽，
甚至常常需要打破作息规律，挑灯夜读。

一个从湖南走出去的小官职，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如何发
展成为国家重臣，曾国藩的官场路，就如同生活中与各种妖
魔鬼怪的一场斗争。

第一章中，当曾国藩身边最得力也最亲信的金松龄犯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错误时，曾国藩痛下决心，将金松龄斩首示众，
面对曾国藩冷酷无情的赶紧杀绝，我一度想甩书而去，看不
下去看不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么下的狠心的领导者？当阅读
到后面，才明白，也许对于当时的大清，老中堂这一斩钉截
铁的做法，才是捍卫了真正的士气之在吧，对于自己的忍痛
割杀，可能当之后想起的每一天，惭愧和隐痛的才是对他最
大的折磨吧。

曾国藩对战事的敏锐，对人性的洞察、对人情世故的尺度把
握、对亲人的严苛礼教，对君的倾心尽力，无疑是当时社会
中的宝藏。

对于书籍所牵扯到中国近代史，借用一位书友的评论：“完
整地读过两遍，比较佩服的是唐浩明，反而不是曾国藩。唐
对曾的了解如此之深，当代应该是拿不出第二个了。曾国藩
为人处世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其才干本能在那个历史转
折点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可惜视野和格局有限，错过了近
代改变中华民族最好的时机，这也是曾身上最大的缺陷。”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八

近日，每遇心中郁塞便静心慕读“曾国藩全集”。



“悔”“敬”“勤”“仁”是曾古人的为人宗旨，静思其中
没有一项我能做的到位，特别败在一个“悔”之中。心中积
郁甚多如石头般一层又一层压着我，很想大声哭泣只是欲哭
无泪，泪已流干心已碎成片。纵是心中一片愤然如火烧般揪
心面上还是一片平静。人以镜而正冠看到自己的短处。

“悔”字当头：自不量力，投机取巧，冲动莽撞，不慎言，
不居敬，不明强，不自信，不立达，不豁达，不勤劳，没耐
性，固执，敏感，骄傲，没有一技之长。

这些都是我的毛病，以些种种致使我现在一事无成，梦想离
我如此遥远，“青春有梦，勇敢去追”光“勇”字一味蛮干
是没有用的，还有识。御去吧，该放下的就该放弃，沙子终
究是沙子---曾经宝石和沙子放在我的面前，我选择了沙子因
为它的朴实无华，我也是一个质朴的人。我太怕失去它了抓
的越紧它流的越快，我忽略了它的本性，放手吧，放手后我
拥有全世界，包括我所遗弃的宝石。

现在终于相信了人生自有定数，该是你的赶也赶不起，不是
你的强求也求不来。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九

今天的语文课上，我读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之
一——曾国藩小时候的故事，读完，我忍俊不禁。

别看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其实他小时候可是出了
名的笨小孩。不过，虽然他很笨，但是非常努力，性格也很
倔，每天都要把老师教过的课文背下来才回去休息。有一天
晚上，曾国藩正在灯下读书，一个小偷潜入他们家，准备等
他们全家都睡了再下手，可是曾国藩读了一遍又一遍，到了
深夜还是不能背下来。小偷不耐烦了，从房梁上跳下来指着
曾国藩大骂：“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



曾国藩虽然笨，但他能在无人监管的时候做到“今日事，今
日毕”。面对这样的曾国藩，我不由得深感惭愧。有一次，
向老师要求我们背一篇小古文，我很不想背。这篇小古文在
毕业考试中又不一定要考，考的话怕是要考几天几夜了！回
到家里，妈妈没有一直盯着我做作业，等到该读背小古文的
时候，我读了几遍，只背得了一两句话，我就开始不耐烦，
没有背完就去睡了。

读完这个故事，我暗暗下定决心，我也要像曾国藩那样，用
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成就美好的未来。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十

如果说清代历史上有什么文治武功足以彪炳史册的名臣那曾
国藩当做不二人选，虽然他不如明朝王阳明那样才华横溢，
人生经历跌宕起伏，且以相当水平的哲学（或者说圣人之学）
闻名于世，但曾国藩以中人之姿，先见宠于道光皇帝，中年
便登高位，后见信于咸丰帝，编练湘军，平息太平天国之乱，
立下不世之功，也足以证明他为官为人，识人用兵，自有过
人之处。曾国藩的一生倒是可以诠释“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

这本书我是第三次读了，第一次读本书的时候才十几岁，那
时候的暑假，屋外夏日炎炎，蝉声鸣鸣，屋内弱冠少年，静
心沉浸书中，世界纯粹的只有故事情节，无有其他，这样的
经历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别样的情怀。那时候的自己少年意气，
不识人间愁苦滋味，总以为金戈铁马，可以纵横四海，总以
为剑胆琴心，可以仗剑天涯，总以为情之所致，可以金石为
开，不过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当年以为读
懂的部分也只是以为而已。

命运兜兜转转，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而立之年，巧的
是读书的地点居然相隔不足千米，好像是一个四季轮回，我
又回到了时光开始的起点，尽管青春不在，尽管几多挫折，



尽管还需历练，但当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情怀始终
未变。

本书故事中塑造曾国藩的性格不算特别成功，有点儿“大忠
似伪”的味道，但大体上曾国藩的努力，曾国藩的愤懑，曾
国藩的挣扎都未有遗漏，而且对待这样一部描述这样一位充
满历史厚重感和矛盾感的人物，也不应该吹毛求疵，只要读
之有所得，有所获，且与历史实事无太大出入，我以为就可
以算是佳作，这也是我给五星好评的立足点。

开卷有益，不求甚解，这次重读也是随性而读，没有刻意用
逻辑思维去梳理情节和人物关系，就是简单的代入，去体会，
去了解这位理学名臣，滚滚长江东逝水，白发渔樵江渚上，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面对中华民族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风流人
物毕竟已经俱往矣，能不能数今朝的风流人物，还要看当世
青年能否先破先立，不破不立了。但愿今人能够放下抖音，
移开王者，挽住强弓，射下星空天狼。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
算个不是书评的书评吧。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十一

读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可思议。
原来曾国藩和我心里认为的一直以来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如
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特点那就是笨且执着。他的
一生都在学习与自我鞭策。他对自我的约束已经上升到几乎
是自虐的地步了。他的日课更是让我不可思议多参加一顿饭
局要反省，少看了一本书要反省，多看了其他姑娘一眼要反
省。曾国藩是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在曾国藩成功以前，他一直都是饱受磨难的。其中有五次受
辱，被曾国藩始终铭记在心，而第四次与第五次受辱可以说
是曾国藩人生的两个转折点。在长沙组建湘军时差点让闹事
的兵痞杀了。但曾国藩忍辱负重，终于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获



得胜利。长沙之辱带给曾国藩的道理便是要愈挫愈勇，百折
不挠。也让我明白挫折并不是来打败你的，而是来成为你成
功路上的奠基石的。而第五次受辱更是让曾国藩的为人处事
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整个大清
王朝官场都格格不入了。曾国藩的这番变化让我明白做人不
必太过愤世嫉俗，而因该在必要时能和光同尘，圆润柔软。

明朝时的海瑞是个举世皆知的清官，清到在官府里种菜，清
到出来买肉都能引起满城轰动。但他的清也仅此而已。他除
了清以外也没有做成一件对百姓有益的大事。但曾国藩不一
样，曾国藩公私分明，决不将公款收入腰包。因为曾国藩的
志向是做大事。他做事重效果，轻虚名。也让我认识到，至
刚者实为弱者，强者能做到含蓄包容之人。想要成就大事业，
就不能死脑筋，而要学会灵活变通。

从曾国藩身上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便是坚持。曾国藩天资愚钝。
同时代有名的大人物都是十几岁时变通过秀才与举人的考试，
但曾国藩一直到二十三岁才考中秀才。曾国藩知道自己笨拙，
所以他每天都读书，写字，做日课，做到了持之以恒，坚持
了几十年。读后感·而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不比曾国藩笨，
却学识比不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原因便是浪费了自己的天资，
不能坚持每天学习。曾国藩的坚持甚至几乎达到自虐的地步，
读书时通常数月只读一本书。每天都坚持固定日程从不懈怠。
我想我们要是有曾国藩一半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
想象的吧！

读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后不禁长叹一口气，为曾国藩
悲哀，即使他如此努力，大清王朝还是再走下坡路，他也只
能哀叹“天命之不可为”。但曾国藩身上最闪亮的一点“有
恒”任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传读后感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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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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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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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