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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内容概要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内容简介：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
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
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小民，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
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
只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
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当今的时代，是
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
，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
，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
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
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
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
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杂芜，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
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
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
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
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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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
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
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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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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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诸弟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评点：诗之门径
禀叔父　道先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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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章节摘录

　　评点：孝道平衡了“三从四德”　　这是曾氏身份改变之前所留存的最后一封家信。信不长，办
丧事的过程说得也很简单，但我们从这几句简单的话里却可以感受到当年曾府丧事的热闹风光。　　
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时代的女人地位低下，“三从四德”将女人自身的人格和尊严都给剥夺了。女
人是人类世界的另一半。倘若人类世界的文化仅仅只是这样一条直线形的话，那么女人绝对是压抑的
、委顿的、没有生命力的。人类世界的一半失去了生命力，那么整个的人类又怎么可能具有勃勃生机
呢？　　原来，人类世界的文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形的，而是复杂交错的。中国礼教中的“孝顺”又
将“三从四德”拉了回来：儿女要孝顺父母。“百善孝为先”，“孝”为全社会所提倡所公认的美德
。在“孝”的面前，父与母处于同等地位。结婚仪式的拜高堂，拜的是并坐的父母。做官的儿子为父
母请封，父亲请的是某某大夫，母亲请的是几品夫人，这时的地位也是一样的。父亲死了，叫做丁外
忧，母亲死了叫做丁内忧。对于做官的儿子而言，外忧与内忧一个样，都要离职守丧三年。中国的女
人便在这些时候为自己争得了体面和荣耀。女人也不是绝对地都低于男人的：在做儿孙的男人面前，
女人一样地受到尊敬；培育了优秀男人的女人，一样地赢得社会的敬重。于是，女人活着也便有了奔
头，女人的胸腔里也便充满着生命力，人类世界也就因此而具有勃勃生机。　　曾江氏便是这样一位
受到社会广泛敬重的女人。她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儿子个个精明能干，不甘人下，尤其是她的长子不
仅为曾家，也为整个湘乡县、整个湖南省（当时湖南没有品级比曾氏再高的官员）赢得了荣耀。这样
的女人，是中国封建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女人，理应得到这种文化所带给她的
一切荣誉、地位和尊严。你看她的出殡由六十四人抬棺木、三次请客达五百五十余席，此外的流水席
当不下百席。以八人一席计算，来宾及办事人员多达五千余人次。对于小小的湘乡县二十四都，这无
疑是千百年不遇的重大庆典活动。气氛之热烈、乡民之踊跃，当可想而知。而这些，都还是在一种节
制的状态下进行的（“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倘若主家有意讲
排场的话，丧事的热闹程度，必定可扩大数倍。　　曾江氏不仅为她本人，也为中国女人挣来了体面
。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二十四都的四面八方会有多少女人从曾江氏这里获得启发，得到鼓舞！这个本
身低微柔弱的女人，依仗儿子的成就，将男尊女卑的两性格局作了一次短暂的扭转。　　当然，在世
俗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活动莫不与功利紧密相联。这么多人来参加曾府的丧仪，其源盖因为曾府出了
一位现任的朝廷卿贰大臣。那时有两句俚话，道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无人埋。”太太死
了，为什么吊丧、送殡的人多到把街压断，而老爷死了居然连掩埋的人都没有呢？这两句颇为夸张的
话的背后，藏着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易：对于死者的吊唁其实就是对生者的巴结。太太虽死，老爷还
在，送出的可得到相应或更大的回报。老爷一死，前途断绝了，也就没有巴结的必要了。读者诸君看
看这封信中最后讲的一桩事，便可以明白了。　　禀父 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
万福金安：　　屡次接到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初二日手谕，敬悉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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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编辑推荐

　　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作为
一个个体生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考，他的超常
精力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
功的彼岸，此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
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作为
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
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　　看
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
部分首在家书。清末民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
交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信中所说的，出自
曾氏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玩弟的信。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　　曾氏家书
，过去被当作治家圭臬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多的大家庭已
不复存在。今天人们的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
又担负了其中的主要责任。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　　其实，这部家书远不这般简
单。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功
名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
千百册平庸之作。　　早在上个世纪初，蔡锷将军便辑录曾氏有关治兵方面的文字，并加以评说，用
来作为培训新军将官的教材，在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效法蔡锷，在曾氏千余封家书中选
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百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
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一
下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　　蔡锷乃一代英杰，他的评说虽然简短，但其人丰富的军事理论和不
朽的军事功勋，足以使他成为评论曾氏治兵语录的权威。笔者从没想到要跟他攀比，只是凭借着二十
年来对曾氏潜心研究的心得，撰写一点理性思考的文字，但愿这种努力与写作初衷不至于相距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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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精彩短评

1、买来送人的，书很不错。
2、实在看不出名堂, 都是些什么鸡毛蒜皮啊
3、值得一读再读
4、唐的点评，一家之言
5、读至曾国藩平生四次受人之讥笑，几近无地自容之境，而能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盖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之谓也。他才大位高而犹能面对百般拂逆而逆来顺受，只因心中有一股虚怀之态，
不以己之长而骄人，又有内省不足之明智。不知者却以为这是虚伪矫情。我这几年其实颇不顺，平和
之气全靠读史得来。
6、这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唐浩明从客观的角度家请说曾国藩，而且对于那段历史讲了很多细节，也
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一本好书，对完之后对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确实不是圣人，有不少争议之处
，但有更多的可取之处，能坚持学习一二，也算了不起
7、没二话，一日一篇，先翻个大概，以后再慢慢反复研读！
8、-_-百姓看当官的，只看到其风光，殊不知其内心挣扎及分裂，以为官大便好。文正公对做官与读
书二者看得透彻。官场名利渊薮故为众人所向往。又因名额有限而为众人所争。故久居官场此等勾心
斗角倾轧挤压之地，人易变得或阴险或圆滑或贪心。且做不做得成官，能做多大的官，亦不是自己所
能掌握的。有才不
9、唐浩明点评很出彩！
10、终于看完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一个人的奋发，追求，功成名就和无奈，一
个时代的悲哀。
11、花了两年读的，很好
1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13、好书，只是觉得若是唐浩明先生讲解的更详细些就更好了，就觉得不够细致，但是配合着 郦波教
授讲得  曾国藩家书 可算得是绝配了
14、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15、古今第一完人，岂非浪得虚名？
16、书角都烂了，送货时间太久
17、看完最大的收获是四个字：有恒、求阙。
通过家书勾勒出的曾国藩，并不像世人描述出来的那样，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设计出来的虚幻形象。
唐浩明的点评一部分与读后感相契合，一部分还可以作为知识补充，还是不错的。但是书籍纸张明显
比内容粗糙一些。
早年在京城为官、回家丁忧、出山组建湘军、战争过程前期、后期，战后显贵直到老态毕露，各个阶
段的曾国藩其实是有很大变化的。
认识一个人，首先应该把他当做一个“人”去解读，往任何方向的极端化都不利于去真正认识这个人
，自然也就不利于见贤思齐，见不贤而思内省。
18、尤见曾文正公风骨，点评的很好。
19、梳理得蛮清楚，结合了当时的家书背景，更能体会。比单纯的看家书要好！
20、跟之前买过的曾国藩家书相比，内容没有更好，精华的原书已经收录了，这本就是更仔细，更全
面，作者对背景信息的介绍更完整
21、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研究非常深入
22、书一本好书，但是运输有磕绊
23、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对于参悟曾国藩，修身即可，做事不如同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虽然李鸿章
曾是曾国藩的手下
24、“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
25、放了那么久总算看完了。点评4星，家书五星。
26、好书，好评！
27、读完感触太多，关于人生，关于际遇，关于自我修养，文正公展现的太多。我觉得最可贵的是他
敢于直面自己的不足，真的是知耻近乎勇⋯⋯哪怕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近乎完人。这本书读一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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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定是不够的，希望以后可以有时间做笔记，一条一条修习，但愿能做到“有恒”。
28、读书之乐
29、中文图书外借 : K827=52/Z021/203:1
30、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31、工作之后重读，不同感受。
32、修身齐家之圭臬，为人处世之绳墨
33、2013.3.14-2013.9.7第一次读完，为以后学习文正公引出一条明路，应择日反复拜读，修身正神。

34、  一部传世家书，影响的不只是曾文正之后，更有无数后人。
35、受益匪浅
36、四月末始读，相对来说确实比较慢，但是慢有慢的原因，纸质版其一，边读边思考也是一个，收
益颇大，为人父为人兄，对后辈谆谆教诲，未有不潸然泪下者。
20170118更新：另外读了钟叔河老先生的编撰版本和中国华侨出版社的两个版本，窃以为钟老的编撰
版是三个版本中最好的。但是此版本便于通读，有唐浩明先生的每封信附后的点评。
37、人生阅历的精华。
38、很受启发，知易行难
39、近代最后一位传统中国人。 可及可及也。。。。
40、kindle。做为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欣赏的古人，做人做事都有独到之处。受益良多。争取每年看一次
。20170113
41、质量一般般  内容待检验！
42、这是我的老师
43、曾文正公，以凡人的方式成圣。
44、一读再读。
十年来每次都感觉不同。
静静的读后，浮躁得以放下。
45、上册和下册的前1/3很有启发，再后来曾国藩已经有心发行家书了，所以写的和流水账一样，只有
史料价值了。
46、值得年轻人和有孩子的人一读
47、基本上只翻阅唐浩明点评的部分，虽然只是这样，却也受益良多，看完一圈下来，感觉整个人也
平和了不少。唐点评的很不错，没有一味的颂扬曾国藩。曾国藩只是中等之资的人，却依靠自我修炼
达到了人生的至高点，这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就是一个励志故事。
48、对背景不甚了解，文言文水平又大退，读来辛苦且草率，是我对不起书啊。
49、还用评价么？中国活的最出色的人的记录。
50、比04版贵了一半钱，不厚道啊
51、是可以学习的榜样，勤奋
52、读完收获颇多
53、读曾国藩家书，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感悟太多，口号太单薄，论内容，著文作字，为官做人
，修身养生，历史军事，家教天伦，儒学黄老，可谓面面俱到。论品质，自律自省、谦虚谨慎、坚毅
顽强，可谓高山仰止。读只言片语，可能是一时兴起的哗众取宠，而读书，读的是经过长期思索的精
华。
54、辛苦啊！
55、跟文正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如何修身，获益良多。对于百年前那段炙手可热的历史，也有了
一定认识。乱世出英雄，可是英雄也不过是凡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斗争，曾公对政治
生态与国情国事的真知灼见对现在也极有借鉴意义。另外唐浩明的点评也很客观公允，并没有把曾公
抬上神坛，如某些商业书尊为鸡汤偶像，而是用书信数据最大程度还原了一个有着富贵官运私欲，有
着个人鲜明缺点的凡人如何做成影响近代史的几件大事的图景。好书。
56、读大学的时候读过，内圣外王，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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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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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章节试读

1、《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00页

        带上我那本用了二十年的《曾文正公家书》，虽然《论语》更经典，对于日常之道而言，曾文正
对修身为学的之道，更具体细致，谆谆善诱。

儒家的内圣外王，已经在新的政治模式竞争下，再无吸引力。然而，作为修身之道，儒家的内圣反而
活得新生。没有政治绑架的儒家，给国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他（她），再也不会汲汲于功名，只
会变成有修养的公民。过眼的书，如烟云。而过心的书，已刻碑。

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0页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业。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
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
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
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
以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48页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我的字就无
势而丑。要多加练习呀。

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6页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 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
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 泽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
也。若夫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 之荣斥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5、《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7页

        盖士人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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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以一得自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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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见！

6、《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0页

        曾评价其四弟为平。从其来信中可以看出。欲读书立志，缺闲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外
出较清净耳为由。欲找馆外出。而其六弟评价为奇。当看来信，为小试为中而抱怨不已。浮躁之心自
古已有。百年前治学之心未必比今日更浓，从曾的两兄来信可以看出。反观自己并未比其两弟更好。
觉得更浮躁，气量更小。时常不从自身找原因。反怪外物。

7、《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3页

        门上陈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诗。现换一周升作门上，颇好。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
。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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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
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亦宜知之。
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领导艺术的精髓。

8、《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6页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
所
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

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

泽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

之荣斥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穷笑其所

忧之不大也。

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21页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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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
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
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
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
之至。

10、《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7页

        懦弱无刚乃男人最大之耻。曾之祖父虽无甚读书，年轻时乃一浮薄子弟，但其才原胜其子。性格
行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才干。胆气薄弱，秉性素弱，深为男子不可。

11、《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8页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为外人）

1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6页

        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余偶谈
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
榜样！

1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页

        唐鉴给曾氏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
一为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氏，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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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
第二，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
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氏。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
真正学问。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
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
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
研几，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故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
求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一是"猛火煮漫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
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
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
种"猛火煮漫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
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摩挲。　

其实，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世风也不见得比今天淳厚得很多，这可以从当时人写的书里看得出。但是，
就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储才养望，在天时未到之前
，努力准备着，一旦机会降临便能很快把握住，捷足先登。

故曾氏断然制止他的这个躁动：不必择地择时，若是真的立志苦读，再吵闹的地方也可读书，否则，
即便是神仙之境也不能读好书。
可见读不读书，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在于内心立志与不立志耳。

曾氏又谈到自己的身边有明师益友重重挟持。明师即倭仁，益友即吴竹如、冯树堂、陈岱云等人，曾
氏和他们在一起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并每日记日记，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皆记于当天
的日记里，对自己的差失严加鞭笞，毫不留情，甚至不惜骂自己如猪狗，而且还互相传看，以达到监
督的作用。曾氏还为自己定下日课。就像一个规矩的小学生、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似的，他每天严守课
程表，一丝不苟。　　
他将自己过去的一切不合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昨日种种死，而将一切合于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今日种
种生。自号涤生，其意即在此：涤旧而生新。曾氏年谱中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便产生在这
个时期。

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学业要靠一点一滴地艰苦积累，与人相处要择善而从，避平庸而就高明。

《易经》将卦这样安排的用意，在于启示它的读者：人在吉顺时，常常会因此而得意忘形以至于招致
灾难；反之，人在困逆时，又往往会因警惕自守而带来吉顺。所以，明白盈虚消息之理的人要将自己
时时处在不完美而有所缺欠的状态中，才不至于因盈而虚，因息而消。　
曾氏还认为，正因为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正因为世人都追求圆满完整，从而难免存在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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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愤之心、忌妒之心。若看到身边有人什么都得到的话，便会认为天道不公平，怨愤、忌妒便会向他发
泄。此人将有可能面临无妄之灾。
眼下他家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代高堂都健在，此为人间最不易得到的椿萱重庆，大大的美事；而
且兄弟姊妹俱全，又加之他官运亨通。人世间的好事，他曾家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
，将会因此而损害现有的美满。故而，他有意求阙。曾氏以此开导两弟：即便家中尚有负债，先拿出
四百金来赠人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求阙"。

纵然聪明绝顶、才华过人，说不定尚缺乏一些必备的其他能力，如心理承受力、意志力、亲和团结力
等等。没有这些，事到临头，仍然会与成就擦肩而过。

送人的东西不要分散，因为少，分散了则更少，不如送一家，还可以作为一项人情。

1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5页

        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
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真不
真耳！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
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
，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
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大学》之纲领，皆已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
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切
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
之事也。此二者并行，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15、《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页

        余于近日再读曾文正公家书，自相对照，颇多惭愧，感触颇深，现列示如下：

一曰，庸人皆因惰废，才人皆因骄毁。此话诚不欺吾，余自觉天分尤可，尚有灵气，然做事总是拖沓
，亦无常性，惶惶终日，惴惴不得，立志无恒，多学少成。再说骄气二字，尚未成才但颟顸之气不少
，总不能虚心向学，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心中常有嫌弃讥讽之意，万万不该。殊不知只一骄字，心窍
蒙蔽，见长避短，尚不自知，日积月累，轻佻浮夸，终不能厚德载物。

二曰，读书不贰。一本不看完断不可再看其他，每日看书不拘多少，而在有常。反观己身，读书无常
，政治历史想读，金融经济亦想看，哲学国学还想涉猎，但每每只一时豪气，虎头蛇尾，终不能沉潜
苦读。常日里看书但凭一时之兴趣，须臾之心情，且朝三暮四，一曝十寒，皆乃读书之大忌。

三曰，怨天而天不许，尤人而人不服。吾时常怨天尤人，不修己身而嗔怪外物，但凡有不如意之事，
无节于内，知诱于外，怨念丛生，偏执倔强。余生于福禄之家，自幼起诸事顺遂，尽享盛世繁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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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非吾之能耐，一切福报，皆因祖上积善修德，荫及子孙而已。吾祖吾父，克己复礼、仁德为怀
，勤俭持家，诗书继世。一生中亦有波澜不公，却不生半点忿恚之心，未闻半句嗔怒之语，是以积攒
福德荫及吾辈。余懵懂不知也罢，却凭空生出骄怨之气，自损福禄。孟子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倘吾辈尽享祖上福泽，却不修己身，不知惜福保养，积怨过多，必损福禄，待福泽尽去，便祸及
自身，殃及子孙，悔之晚矣。

四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常日里起居无常，深更半夜，醉生梦死，日上三竿，贪卧榻上。勤乃修
身之本，勤之首要为不晏起，观余之日常起居，日出不作，日落不息，不从天时，日积月累，恐遭天
谴。再说饮食有节一事，成日里肥甘肉厚总不离口。就说立春当踏青生发阳气，立夏当运动发沉，立
秋本应隔日艾灸，立冬后则应以膏方藏养，总不能坚持。再说冬日进补，余所服膏方本是鹿胎、阿胶
、参茸等滋粘难化之物，当以清粥素菜辅之以养脾胃，却成日食肉啖膻。进补本是休养生息之法，反
累及脾胃，至浊气上扬，身体沉重。福报太盛，终成祸患，实为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见贤思齐，反躬自省，余愿痛改前非，正心诚意，效法曾先生所作之课程，进德修业，充盈保养，以
期敬身有道，载福绥仁，格物致知，齐家治国。

一曰，起居有常，顺应天道。不晏起不晚睡，不可怠懒，子午阴阳交替之时，当修养生息；
二曰，读书不二，绵延恒长。一本未完断不东翻西阅，每日不辍，专精有常；
三曰，保身养气，饮食有节。节欲节思，节饮食，筋骨劳而不伤，思绪敏而不虑；
四曰，谨言慎行，明心净性。心存仁厚，常留口德，不道他人之长短，专看自身之进退。

16、《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17页

        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
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
，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
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17、《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17页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
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18、《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16页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
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1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72页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
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
《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
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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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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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