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家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曾国藩家书》

13位ISBN编号：9787801935601

10位ISBN编号：7801935608

出版时间：2007-5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作者：李瀚章 编

页数：393

译者：徐雪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曾国藩家书》

前言

大清一朝的名臣之中，集文治、武功、文章、道德于一身者，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人，所以，他在世时
即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关誉。这个降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一个乡绅家庭的子弟，原名子城，
字伯涵，号涤生，二十八岁考取进士。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次年，回乡创建湘军，与太平天国义军
对垒，艰难竭蹶，虽屡败屡战，最终将太平军剿灭。由此而成为清一代的文人而入武侯的第一人。此
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谥文正。他生逢乱世，却成了力挽狂澜的清代中兴名
臣。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领域内均影响深远。由此声名显赫，毁誉交加，后世对他多有评议
。191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洪杨一役，完
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 蒋介石在审订增补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注释》
时则说： “大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
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一世之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之道，盖已慢为人之师资矣。” 章太炎先生说：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
元凶。” 梁启超先生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
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而非有超群帙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
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
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
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桓，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
国藩之所以长久为人称道，是因为他的文治武功，更是因为他的文章与道德。而他的文章、道德之精
粹无不包涵于《家书》之中，涉及修身、劝学、治家、理财、交友、为政、用人等人生课目。可以说
将儒家入世哲学悉数贯彻其中，堪称立身之范本，处世之良言。人们从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温情故事
里，可以读出生命通达权变的莫大智慧。因此，在他辞世后的第七个年头——1879年，由李瀚章编、
李鸿章点校的这部《曾文正公家书》由传忠书局刊刻出版，并迅速成为一部人们争相购买的家藏典籍
。此后一百年间，《曾国藩家书》多次出版，其版本之多，超过史上任何一部家书，但由传忠书局刊
刻的这一版本，则因其编辑之严谨、点校之精妙以及编校者之声望、地位而始终享誉非凡。编者李瀚
章官居湖广总督；而点校者李鸿章则是满清后期内政、外交上的重臣。而李鸿章还曾是家书作者的一
介门生。就《曾国藩家书》而言，传忠书局刊刻的这一版本毫无疑问当是最佳选择。本书即以传忠书
局刊刻的为最初蓝本，较之于别的版本，它不仅是名臣编校，而且删裁得当、言简意赅。是一本精妙
的家书。是为序。200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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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内容概要

曾国藩之所以长久为人称道，不仅是因为他的文治武功，更是因为他的文章与道德。而他的文章、道
德之精粹无不包涵于《家书》之中。在他辞世后的第七个年头-1879年，由李瀚章编、李鸿章点校的这
部《曾国藩家书》由传忠书局刊刻传世，一时洛阳纸贵，四野流传，迅速成为一部争相购买的家藏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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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
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
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
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
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
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
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
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
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
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
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
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
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
，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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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书籍目录

第一章政治与政治学第二章 古希腊人的政治理想第三章 古罗马人的政治实践第四章 明暗交错的中世
纪政治第五章 曙光微现：步入近代政治学第六章 自由主义：现代西方政治学说的主流第七章 保守主
义：传统与秩序第八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九章 共和主义：古典传统与现代转型第十章 五光
十色的20世纪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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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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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编辑推荐

　　本书以故事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记录了政治学大师们的人生历程，解读了政治
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生动翔实的文字和200多幅弥足珍贵的精美图片有机结合，将整哲学发展的脉络全
方位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审美感受，是了解和学习政治学知识的
理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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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精彩短评

1、读这书，大概是七八年前吧。以前看过很多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文章，看他俩的读书经历，他
们都极力推崇曾国藩，当时不明白为何如此受二人欢迎，只是觉得曾国藩干了很多影响历史的大事，
挺牛挺厉害的一个人。书信展现了，他日常生活细微的一面，比如，他也会为生计发愁，也要精打细
算过日子。比较喜欢书中，他向家人讲授如何读书，以及他在军营带兵打仗的书信。为什么那么多人
去研究他呢？撇除了潮流和跟风，我觉得曾国藩不仅有观点，也有方法论。他的方法论之一，体现在
带兵打仗上，如何挑选士兵的几条基本原则。另外，曾胡治兵语录没有细读过，只略微翻过几篇，里
面应该更多带兵打仗的细节
2、 大三读的，记忆特犹新。原文，无点校，书信够全。
3、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质难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
4、工作之余抓紧时间读点书也很让自己满足，《曾国藩家书》非常让我着迷，每天早上开机时看一
篇，中午午饭后看几篇，晚饭后看几篇，日子虽然很忙碌，但是这样挤出时间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
颇有点自足而后快的味道！很喜欢这种感觉！
5、非全本，有所隐; 事之来龙去脉亦非初读者所能深识。
6、不好，缺。
7、11.29
8、曾国藩一度成为大家非常热捧的系列读物，而从中真正体会到其为人做事的内涵还需要更深的功
力
9、也是没看完 稍显啰嗦 O(∩_∩)O~ 不过还是不错的
10、编辑太杂了⋯⋯但是全⋯⋯
11、曾国藩此人，智商不高，魄力不足，野心不足，认死理，奈何人家执行力强，做事有原则，讲道
理，巨细心，不徇私情，善于总结，有点迷信，也就这样了，你说这样的人会自立门户夺上位，这是
不会的
12、家书，不如敬称之谓 育人教科书。
13、仔细看了一下封面，以前看的应该是这个版本的。
14、按年月序，读之可觉渐入其境。治学，为人，处事，未有不可鉴之。
15、很平常的书信联络，给我的印象是：他很谦逊，很顾家（一直敦促家里的人要敞开心扉，关心弟
弟并从学习为人上教导）; 看完就感觉是一个长辈在不停的指导，教诲。
16、最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最体会的是长辈对小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
17、非常好的一个版本，没有乱七八糟的翻译和解读。

剿灭洪杨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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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精彩书评

1、【养生六事】一、眠食有恒; 二、两饭后各散三千步;三、惩忿节欲;四、睡前热水泡脚;五、静坐有
常时;六、习射常时（射可习威仪，强筋力）。【持家八法】考早扫宝书蔬鱼猪。 （考：祭祀; 宝：和
睦于亲族邻里）【观人四诀】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少大言。【识人成事】成大事者以多选替手
为第一要务。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人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
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带兵之人，第一要
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凡行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
。【读书成才】成才需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 有识则学问无尽，不敢得一而自足; 有
恒则事无不成。读书务须专注。一书未读完，断不另看他书。买书不可不多，读书不可不知所择。看
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 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
。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读史之法，莫
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但记一人，则恍如
接其人; 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无论何书，总须从头至尾，通看一遍，不然
，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尔先须过笔圈点一遍，然后自选几篇熟读。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
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只要
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
不能文。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目下外间咨来之摺，惟浙、沪、湘三处较优，左、李、郭本
素称好手也。此外如官（文）、骆（秉章）、沈（葆桢）、严（树森）、僧（格林沁）、吴（棠）、
都（兴阿）、冯（子材）之摺，弟稍一留心即优为之。以后凡有咨送摺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
文，圈点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
一二摺，不过月馀，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每日极多不过二三刻工夫
，不可懒也。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闻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
考究一番。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
2、大四了，有空看看闲书。纵观曾国藩本人的一生，不免让人唏嘘感慨。生于嘉庆，发迹于道光，
鼎盛于咸丰、同治初年，死得却很仓促。对他在政治上的作为的评价完全取决于历史观，比如说你认
为太平天国是不是好东西，对此我没有什么好说。单针对于这本书，我越读越是觉得悔恨交加，对过
去的为人处世常常感到羞惨不已、无地自容。　　 作为搞IT的，我平时很爱看技术书籍。涉猎不可为
不广，光电脑里存放的电子书就有50G左右，一辈子都看不完。基本上什么类别都有，俨然一座小型
的专业计算机图书馆。看书则偶尔打开一本，看看还不错，就记下来准备以后接着看。后来越来越多
，已经记不得自己把哪些书开了头却还没看完，于是要建个文件夹叫Reading。再然后在Reading里也太
多太眼花缭乱了，于是要在书名前加上[xx]表示看到了多少页⋯⋯现在标有这种标记的书有22本，一
些隔几天读几页，一些隔几个月读几页，还有些就再也不看了。在图书馆借书也是一样，往往把限额
全部用完，也就是始终有10本书在手里。到现在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原封不动地归还到期书籍了。这
些缺点反映到学业上，就是什么都懂一点，却什么都不精。C/C++/Python/Lua...常常拿编程语言数来
宝，门门都写得出来几行，门门都不得精要。 以上种种，就是曾国藩所谓的“不专”。他时时教导弟
弟、教导子侄的无非一个专字——“一书未完，绝不看他书“；“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他也引用荀子的话说“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
，看来我这样广撒网的已然是自做聪明的典型了——他断言这种人终将一事无成，很不幸地我到现在
为止果如其所言了，好在现在已经有所悔悟，但愿将来能痛改前非，以期有所成就。其次曾国藩说“
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想来成大事者必需这三个素质。实际上专注和有恒就是一
个东西——无恒何来专注呢？不过还是要单独提出来说一说，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已经自诩有志向了
，见识也日渐广博，而恒心还需火候。最后是不妄语，出于曾国藩的“为人八本“之说，其中带兵打
仗什么的我是用不上了，比较切己的有“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不太容易生气；早睡早起呢很困难，是个职业病，但是以后也要注意；至
于不妄语，则是至今之一死穴。第一是自以为了不得，比如高中时候，虽说像是开玩笑，但得意之情
溢于言表，常常说话大句，伤人不少。第二是妄评他人他事，实际上见识短浅，言语有失偏颇。第三
是常怀自矜之心，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或是捡了什么便宜，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要拿出来显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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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番。招人自卑或者羡慕嫉妒恨尚且不说，亦使自己的“斤两”显露无疑，如果偶尔言过其实，就更加
窘迫了。纠此几个纰漏，以后谨当牢记一句“不妄语”。举几个例子来说是这样的——说话必须三思
，不置他人与尴尬；无关之事不擅加评论，这也和《教父》里所谓的“男人，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
在想什么”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半年我开始逛某军事论坛，在日本地震前，论坛里的一大堆人对日本
持这样的心态——“老天啊，收了它吧！”；等老天果然来收他了，又一致地开始悲天泯人了。这种
情况就只能招人耻笑了，看着人人网上祈福的在祈福，庆祝的在庆祝，好歹大家都还挺专一的。而我
，不说话，不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也没人在乎我在想什么。对于个人的小小得失，则不要时时挂
在嘴边。实际上有不少人是顽固的幸灾乐祸派，比如我自己，很符合那句笑话：“看你这么不开心，
说出来嘛，让大家高兴一下”。至于成就，往往总有一天是会被人知道的，就尽量让它晚些被知道，
也许其效果远远好于你在成功之前已经预告了三遍的结果。对于计划要做的事情，最好在做成之后再
说，不仅给人以惊喜或者震撼，也免得万一食言了丢人。我常常在放假前说“假期要看XX本书”，后
来真带了一堆书回去。大家都是过来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还有我大二开学时的“名言“：新学期
新气象，不熬夜、不猥琐、不说脏话。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和上面所说的其实差不多，也就是不
要预报成功，因为很可能会成为慌报。最终要的就是对于个人的能力和才学，不要自己一口气就交代
完了，每多留一手，就多了条后路。曾国藩说力争要“实浮于名，才浮于事“，我愿意用白话再重复
一遍：真正的实力高于外界对你的传说，真正的才学高于你在处事中显露的本事。这才是一个行走江
湖的人应该有的意识，眼高于顶更是万万要不得的。而且这种深藏不露的神秘感，也是为人的魅力之
一了吧。当然，以上种种对于知心朋友又另当别论了。专注、有恒、不妄语，只求从此时时致力于此
三端而已。就此一句，倒是已然犯了不妄语的毛病，应该苦行50年后再来写下这篇文章，追忆50年前
许下的诺言。

Page 10



《曾国藩家书》

章节试读

1、《曾国藩家书》的笔记-曾国藩之养生六事

        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
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载于曾文正公同治十年十月家书」

2、《曾国藩家书》的笔记-第1页

        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变，不可稍露圭角于外

3、《曾国藩家书》的笔记-第12页

        :1、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2、学问之道，总以有恒为主。3、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
，听其在天”。4、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5、凡人方寸有所畏禅，则过必不大。6、静则
生明，动则多咎。7、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质难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

4、《曾国藩家书》的笔记-第1页

        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
自然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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