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曾国潘读书心得(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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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潘读书心得篇一

1.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2.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
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乃有济。

3.食能止饥，饮能止渴，畏能止祸，足能止贪。

4.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
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
恕生出。

5.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
闲远，则可化刻为厚。

6.君子称人之善而非誉也，折人之过而非毁也，毁其劝善而
改过也。小人不然，善则忌之，过则扬之。

7.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8.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
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

9.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诱人为善。圣贤所以为圣贤，只是欲
引天下后世之人皆入于善。



10.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11.将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过。若以古人至诚之道感今人，
今人未必在豚鱼下也。

12.君子多思不若养志，多言不若守静，多才不若蓄德。

13.古人爱人之意多，今人恶人之意多。爱人，故人易于改过，
而视我也常亲，我之教益易行。恶人，故人甘于自弃，而视
我也常仇，我之言必不入。

14.凡处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稳，一任间言语。

15.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笑，乃有进
步也。

16.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
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
忽易则失难。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

17.仁言不如仁心之诚，利近不如利远之博，仁言或失于口惠，
利近或失于姑息。

18.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
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19.君子满腹天理，故以顺理为乐。小人满腹人欲，故以得欲
为乐。欲无时可足，故乐不胜忧。理无时不存，故随在皆乐。
至乐顺理。纵欲之乐，忧患随焉。

20.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
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21.衣冠之族，以清白遗世为本，务要恬穆省事，凡贪戾刻薄
之夫，皆不宜与之相接。



22.凡人言及非人非理事，我虽不与谋，若从旁附和一句，便
自有罪。故处此有三道，以至诚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
次也。漠然不置是非于其间，又其次也。

23.君子贵通天下之志，疾恶太严则伤公明之体。

24.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知此可以役
使鬼神。

25.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开端。

26.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
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乃有济。

27.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矣，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
安然则受，未必不得，自多营营耳。

28.人若一味见人不是，则到处可憎，终日落嗔。

曾国潘读书心得篇二

读《曾国藩家书》，从第一封家书开始，我就被书里浓浓的
亲情味所感染。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位被誉为“清朝第一中
兴名将”的形象在笔者心里彻底被改变了。一封封看似聊着
居家艰难的家书，字里行间蕴含的是对祖父母、父母、兄弟、
妻儿、亲朋好友的浓浓的挂念、敬重、关怀、关心之情，每
一封家书都洋溢着浓郁亲情。看的笔者都想让时光倒退几十
年，重新回到仅靠书信联系的时代。

如今人们，应该说是赶上了好时光。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
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论多远，都好像在咫尺之间，都可
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网络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电子
通讯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代人可以说已经告别了
原始的信纸、信封。但是，无论如何方便快捷，总觉得少了



一点感觉。读着《曾国藩家书》，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十几
年前自己写信读信的情景。那一封封透着墨香和纸香味的信，
读起来，感觉特亲切特温馨，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
活灵活现，都栩栩如生，仿佛寄信者就坐在自己身旁。读着
亲朋好友的来信，感受到的是寄信者那份浓浓的亲情友情。
如今，无论是接电话还是看短信，总觉得少了一点韵味和感
觉。

读《曾国藩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史上名臣曾国藩的另
一面，那就是人性中最美丽最温馨的善良之光的闪现。那一
封封家书，无论长短，字里行间充满的是对亲朋好友的挂念、
关心和关怀，字里行间充满的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道德——
孝悌。一代名人重臣通过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他深厚的道德修
养。看曾公的家书，感受到的是他骨子里那份对家人的浓浓
亲情。作为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人，曾公在给祖父的一封家书
中写到，“在京为官之人都是东拆西借的过日子……”曾公
在家书多次提到生活的艰难，但是总是尽力的帮助家人和亲
朋。看到这些，我感动了，而且感动的想流泪。如今，我们
生活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非常富足，但是，几乎所有的人
都感到很迷茫，很困惑。也许我们困惑迷茫的原因是我们心
里少了像曾公一样的亲情和友情。

也许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忙
于追名逐利，如今，人与人之间曾经拥有的浓浓亲情和友情
好像在逐渐变得淡薄，维系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络的纽带越来
越脆弱，感情的深浅和好坏全维系在利益的天平上。一旦利
益的天平严重失衡，曾经浓厚的亲情和友情就会变得寡淡如
水。古人所云的“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的人
间百态，在当今物质极度文明的社会上更加凸显。我们将一
切都归咎于穷和富这两个字，似乎有点偏薄。《曾国藩家书》
一书中，从很多家书里我们都能够看出作为为官之人的曾公
生活的艰难，有些时候冬天要靠外官进献的`炭资钱过活。这
样的生活境况也许现在人觉得不可思议，更不敢相信，但是，
当时曾公的生活境况就是如此。即使如此，他还时刻不忘尽



最大努力接济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了曾公的家书，我有点顿
悟了，维系亲情和友情的金钥匙不是名利，而是深厚的文化
修养和道德熏陶。

曾公在家书中，上千次的提到他的弟弟们学习状况，从中可
以看出曾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曾公家书中字里行间流
露出的那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来源于曾公深厚的文化修养
和积淀。所以说，改变人的素质，真正的根源还在于教育和
文化。今天，现代人缺失的正是物质的超前发展和教育的相
对滞后，物质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如今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和道德问题。

当下的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迫切的问题是发展文化
和教育。经济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状况，而文化和教育可以改
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民强方可国富，民强首先强的应
该是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没有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人，即使
披金戴银，拥有万贯家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动物而已。因
为人毕竟是靠感情维系的动物，没有感情与禽兽无异。

《曾国藩家书》处处洋溢的浓浓亲情和友情，正是迷茫的现
代人正在丢失的和渴望得到的东西。当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
的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时，也许这个社会才不会那么浮躁和狂
热，也许每个人的心儿才会多几分宁静和安逸。构建和谐社
会，和谐来自于民众深厚的文化积累和道德修养，除此也许
别无他法。

曾公作为历史上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或者领袖，我们不去评
说其史上的功与过，只就其人性中最闪光最美好的一点就足
矣，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最后，以曾公的一首诗结束此文，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
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潘读书心得篇三

1、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2、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

3、凡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

4、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
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5、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6、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过
思者迷正应。

7、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
要精当，又要简捷。

8、好誉者，常谤人；市恩者，常夺人。其倾危一也。

9、人之处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
之。

10、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

11、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12、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13、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君子不轻受人恩，受则难忘。

14、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15、倚富者贫，倚贵者贱，倚强者弱，倚巧者拙。倚仁义不



贫不贱不弱不拙。

16、仁言不如仁心之诚，利近不如利远之博，仁言或失于口
惠，利近或失于姑息。

17、人之制性，当如堤防之治水。常恐其漏坏之易。若不顾
其泛滥，一倾而不可复也。

18、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19、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志，切不可恭然自馁也。

20、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21、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22、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23、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

24、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短。

25、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
以率人。

26、须有宁拙毋巧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27、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28、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29、静坐自我妄为，读书即是立德。

30、尽人事以听天，吾唯日日谨慎而已。



31、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32、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33、省事是清心之法，读书是省事之法。

34、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笑，乃有
进步也。

35、食能止饥，饮能止渴，畏能止祸，足能止贪。

36、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37、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38、吾不知所谓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谓恶，但
使人恨者即恶也。

39、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
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

40、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离了此五字，便
是孟浪做。

41、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42、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则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宽厚，宽厚
则福亦厚矣。

43、宁可数日不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44、俭以养廉，誉洽乡党；直而能忍，庆流子孙。

45、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
我创之。



46、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47、毕竟先知后行，至于纯熟，乃能合一。

48、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49、人皆有爱生恶死之心，人皆为舍生取死之道。何也？见
善不明耳。

50、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不可见异思迁。

51、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52、女相妒于室，士相妒于朝，古今通患也。若无贪荣擅宠
之心，何嫉妒之有？

53、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54、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
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

55、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
语言难入，怒胜私故也。

56、贫贱时眼中不著富贵，他日得志必不骄。富贵时意中不
忘贫贱，一旦退休必不怨。

57、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58、责过太直，使人惭恨，在我便是一过。

59、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物极则反，害将及矣。

60、处事贵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61、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
天意居半。

62、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夸，则
善矣。

63、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
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64、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65、好便宜不可与共财，狐疑者不可与共事。

66、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

67、放开手，使开胆，不复瞻前顾后。

68、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
自穷。

69、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70、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相关阅读：曾国藩的政治成就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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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痛不痒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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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肥己的官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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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己奉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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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两次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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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说过
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
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潘读书心得篇四

1.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地销魂。

2.天涯怀友月千里;灯下读书鸡一鸣。

3.组练三千朝踏浪;貔貅十万夜观书。

4.文涵万古江山气;道续千年丝竹声。

5.大笔高名海内外;君来我去天东南。

6.荷气竹风宜永日;花光楼影倒晴天。

7.业绍二南，群伦宗主;道承一贯，累世通家。

8.梦泛扁舟镜湖月;身骑瘦马剑关云。

9.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10.于汉宋间，折衷一是;以江海量，翕受群言。



11.大笔横飞，颠张醉素;名山高卧，鹤骨松心。

12.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13.遇事让三分，天空海阔;心田留一点，子种心耕。

14.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与岷樵同死，日月增光。

15.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得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

16.期服去官，有犹子能行古礼;儒仕为侠，如先生岂是今人。

17.百战勋威，半壁东南摧上将;九天温诏，再生申甫佐中兴。

18.生死何奇，且完却一生忠孝;哀荣毕备，只益增九陛忧劳。

20.冯唐易老，雍齿且侯，三字故将军，四马短衣春射虎;左
抱宜人，右弄孺子，孤山林处士，芦帘纸阁夜谈龙。

21.无日不以龚黄召杜相规，愿诸君力行古道;斯民正当水火
刀兵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22.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
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23.栋材尽杞、梓、梗、楠，带来衡岭春去，荫临吴地;源派
溯湘、资、沅、澧，分及洞庭秋月，照彻秦淮。

24.苍天不忍没斯楼，全仗那国手神工，再造千秋名胜;黄鹤
依然来此地，愿借得仙人玉笛，长吹一片承平。

25.湖山积久发奇光，藉此地鼓舞轩鼚，聊寄酬洞庭衡岳;科
目何尝无国土，愿诸君淋漓感激，安排作孝子忠臣。

26.英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河山，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



土;慧业几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愿来世再为哲弟，亦为纯
臣。

28.凡遇事须安祥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
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祥，为处事第一法。

30.或曰：交处乎世，如何可以免乎谤。曰：“去六邪，用四
尊，则可矣。”曰：“谏未深而谤君，交未至而则友，居未
安而罪国家，家不俭而罪岁，道不高而凌贵，志不定而羡富，
此之谓六邪也。自尊其道，尧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亲，天
下不得而绌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娱也。自尊其志，刀
锯不得而威也，此之谓四尊也。”

31.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贷而富者曰文。噫!吾将谓得时乎?尊
而骄者不为矣，吾将谓失时乎?富而安者吾为矣。

32.君子满腹天理，故以顺理为乐。小人满腹人欲，故以得欲
为乐。欲无时可足，故乐不胜忧。理无时不存，故随在皆乐。
至乐顺理。纵欲之乐，忧患随焉。

33.溺爱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己于富贵。大丈夫见善明，
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死生如鸿毛。

35.务名者害其身，多财者祸其后。善恶报缓者非天纲束，是
欲成君子而灭小人也。祸福者天地所以爱人也。如雷雨雪霜，
皆欲生成万物。故君子恐惧而畏，小人侥幸而忽。畏其祸则
福生，忽其福则祸至。传所谓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也。

36.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
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
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37.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搏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
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



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
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
疑，败莫败于多私。

38.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后
知平日之费间;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
多;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

39.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皆。尔曹但常以
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40.有理义以养其心，则虽老而神明不衰。苟为不然，则昏于
豢养，败于戕贼，未老而志衰矣。励志之士，可不戒诸。

41.水不能不遇风，长川巨浸，泓澄无底，虽大风不能使之浊。
心不能不应物，欲尽理明，表里莹彻，虽酬酢万变，不能使
之昏。无风则清，有风则浊者，尘滓之伏于下也;静之则明，
动之则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42.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祸。小人不知祸福之相倚伏
也，则侥幸以为尝。是故失意之事，恒生于其所得意，惟其
见利而不见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43.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矣，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
安然则受，未必不得，自多营营耳。

44.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
生。遇富贵人，宜劝他宽，见聪明人宜劝他厚。

45.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审势择人。“专欲难成，众
怒难犯”，此八字者不独妄动邪为者宜慎，虽世间事各有恰
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
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存
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



46.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
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
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
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47.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
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
汝兄弟。

50.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
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
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
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
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
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
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
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
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
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
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曾国潘读书心得篇五

1.终身让人道，从不失寸步。

2.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自柔出，柔能克刚。

3.忿怒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

4.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5.气为心害，养心当先制气。

6.慎能远祸，勤能济贫。



7.尖酸语最易传布，正经话却无人称说，即此可知世道恶薄。

8.或谓才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

9.能庇人便是大人，受人庇便是小人。

10.清淡者，崇德之基也。忧勤者，建业之本也。古珲无富贵
之圣贤，无宴逸之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