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曾国藩读后感(大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可是读
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曾国藩读后感篇一

读《曾国藩》时，正处于人生的困顿期，那时，大二刚开学，
在经历了大一一年的迷茫和数次挫败之后，我确信我的人生
存在着巨大问题，于是开始反思自己，在思考了很久之后，
我确定我一切的迷惘都是出由于价值观的缺失。

我决定从书中发现自己。

很偶然的一次，在网易新闻上看到一个当当的历史小说推荐，
其中便有唐浩明先生所著的《曾国藩》，出于对近代史的兴
趣，我就买来认真阅读。

唐浩明先生是研究湖南近代史出身的，汗牛充栋的古籍，大
量的史料，在睿智的思考与探索之后，透彻的认识与读书人
揭真批伪的使命感使他开始动笔写一部大书。上千个日日夜
夜过后，《曾国藩》终于出炉，而且炉火纯青。

据白岩松讲，1993年这部书一出版，就迅速在两岸三地的文
化圈中流行起来，而且，它也是对白岩松人生第三个十年影
响最大的一本书。

读之前是疑惑的，读书时是享受和思考的，读完后是沉重的。
一本文笔、故事、内涵、真实性都极佳的历史小说，写出了
一部传记所不能表达得当的意味。

“写历史小说就像是在刀尖上起舞。”唐浩明如是说。诚然，



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故事性，在某种层面上有着深刻的矛
盾，但如果处理得当却能发挥各自的效力：既准确地阐述了
历史，又能在故事中引人入胜，使人沉思。

这部书中虚构了两个人物――康福与康禄两兄弟，二人性格
相似，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又同样本领高强，但却走上了
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道路――康福做了曾国藩的贴身护卫和
亲信，康禄成为太平军的一位将领，到最后，康禄在天京保
卫战中殉职，康福离开曾国藩归隐山林。

但两个虚构人物的加入并未减损全书的真实性（即使假定为
真实人物，其对历史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反而成为这本书
的一个剖面和作者对于这段历史及其主要人物反思的一个窗
口。历史并没有严格的正确和错误之分，太平军建军初期的
平等口号和民主作风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曾国藩振衰起
疲、经邦济世的士大夫精神难道就有错？历史的矛盾和作者
对它的反思，借两个虚构的人物含蓄地表达着。

我相信，读书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我也相信，读书正如吃
饭，奶蛋鱼肉果蔬都应该吃一些而且良好搭配。我更相信，
读书对于人的作用是持续而升华的。但若非要谈一谈这本书
对于我的人生启示，那就是《道德经》（又称《老子》）对
于曾国藩的影响。

曾国藩在江西战场屡屡败于石达开，而且受到江西官场上上
下下所有官员的一致排挤，困厄之时，曾国藩父亲去世，他
索性撇下军队回乡奔丧，咸丰皇帝则借机解除了他的兵权。

百般困顿之时，曾国藩重读《道德经》，惊觉字字珠玑，深
以为然，出山以后，曾国藩引以为人生准则，从此左右逢源
于官场，报国报民于实践。可以说，没有《道德经》，曾国
藩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曾国藩的每一次反思，亦是我的每一次反思。一次次地向书



中寻求思想，一次次地拷问内心――我究竟想要什么？从那
时到现在已是两年过去，我想，有一些答案我已经找到，前
路上永远亮着一盏灯，不管，这夜有多黑，多久。

曾国藩读后感篇二

左宗棠比曾国藩只小一岁，自称当今诸葛亮。他家挂着二副
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身无半文，心
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你能感受到他的志向抱负和
雄心气魄嘛。他耿直成性、刚勇忠义、嫉恶如仇；他满腹经
纶却又不只会满口之乎者也；所以他时常觉得曾国藩虚伪做
作；靖港惨败曾国藩受挫跳江寻死，左宗棠敢说敢言，骂其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一番慷慨激昂的议论让曾国藩重拾信
心；樊燮事件，左宗棠身陷囹圄，曾国藩上书力保；金陵一
战，左宗棠又毫无情面的直指曾国藩欺上瞒下，这次之后两
人长达八年没再有私人联系；天津教案，左宗堂再次尖锐的
直指错误也是伤透了曾国藩的心；后来曾国藩纵论天下人杰，
纵使他伤心失落，他仍认为左宗棠之才为当今海内第一人；
他能清楚的认识自己的长短，爱才惜才用才，补己之短、扬
己之长；这又恰恰是他最擅长的。再后来左给曾写了副对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也；同心若金、攻错若
石，相期不负平生。怎么说呢，同道中人相爱相杀又惺惺相
惜吧。

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是喜欢莺歌燕舞的，他还曾为一个歌楼女
子写过挽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生而为凡
人，谁又能够做到六根清净，摈欲绝缘呢。曾国藩就做到了。
他作为理学门徒，秉承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谨言慎行，
规规矩矩；后来为打造一支军容整肃的湘军，他更是不近女
色，真正做到六根清净。后来娶妾也是因为常年在外行军打
仗，确需要一个女人照顾，经彭玉粼介绍娶了如夫人陈春燕。
这个女人应了他的要求，长的不过于漂亮、性格温和、识字，
把他的生活照顾的井井有条，他慢慢的爱慕上春燕。可惜好
景不长，春燕患疾，在她将要离世的时候，他竟然去处理公



务，没有陪她最后一天，最终没能给她一丝最后的温情与安
慰。看到这里，我在想能陪在这样男人身边的女人得有多大
的胸襟，不知道春燕闭眼的最后一刻心里有多少期盼和怨言。
春燕死后的第四天，他半夜悄悄去了她的灵柩前，抚摸着春
燕生前他送的唯一的一件红木梳礼物，久久坐了一夜，一遍
遍默念着“未免有情，对帐冷灯昏，一别竟伤春去了；似曾
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铁汉柔情，不动声
色，深藏于心，可惜这份绵绵柔情春燕到死也没感受的到，
又怎能不是薄情寡义呢。

康福的结果我最意外。两人于“康福残局”上欧阳兆熊的解
围而相识；曾国藩以识人用人闻名，他称奇康福的武艺和棋
艺，通过几次对弈观察，他认为康福是一个孝母爱弟、正直
诚实、情趣高洁、才智超俗的君子；而康福也因为堂堂侍郎
大人的人格魅力和知遇之恩从此生死追随，成为了曾国藩最
得力、最信任的贴身助手。康福曾三次救过曾国藩的命，回
荷叶塘奔丧被太平军掳走险些被砍头，是康福冒死营救；初
建湘勇靖港惨败，曾国藩纵身跳江，又是康福跳水营救；转
战江西，曾国藩三败石达开，最后一次在樟树镇中计险些被
活捉，又是康福以身阻挡避免大祸；后来用传家之宝深入敌
营策反太平军将领韦俊；正直正义的他为了权术争斗、为了
保护他的曾大人，甚至亲手除掉了宿敌德音杭布。曾国藩率
领湘军对抗太平军的十几年里，一切的荣辱得失康福全部见
证，于他公立下了汗马功劳，于私更是有天大的恩情。战天
京的一战，康福遭算计被同伴枪击，曾国藩对这个出生入死
的伙伴好像并没有过多的询问和挂念；他写了奏折为所有将
士论功讨赏，可偏偏没有康福；后来借韦俊头颅裁撤湘军更
是让康福对他的曾大人彻底失望。最后一局围棋，这个片段
我读了三遍。我理解康福用最后一局棋划清界限的决绝；曾
大人身在权术界，不管是不是身不由己，一将功成终归是骨
山血海；他的博学、智谋、手段都注定了他是一名了不起的
政治家，而不是，英雄。

曾国藩临终前给他的孩子们留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是他一生



总结的家教。一是慎独则心安；二是主敬则身强；三是求仁
则人悦；四是习老则身钦。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也是从《道德
经》这里豁然开朗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曾大人说不为
圣贤，便为禽兽，所以他一生坚持自律，勤奋有恒，小事易
为难坚持，坚持下去就能起到大作用；于是他坚持早起，每
天早晨必做练字临帖；每天不管事情多忙，坚持看史书5页，
坚持写日记；每天打坐一小时，静心养性；甚至最后戒了烟、
戒了色。自律这件事是很难的，坚持一生自律必定能成大人
物，不得不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谈及读书和写文章读书在
于熟读深思，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看指的默观；读指
的高声朗诵；写指的抄写；作指的是写作练习，这四字诀窍
我印象深刻，想着以后可以尝试实践。写文章呢，他认为字
如其人、文如其人，最高的境界为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做人
也是一样，将刚强藏于柔弱之中，将申韩融于黄老之内，乃
为官之佳境。这些家教也浓缩出那句名言：尽人事以听天，
吾唯日日谨慎而已。正应了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曾国藩读后感篇三

旷世难逢天下才之曾国藩，应该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有
才、但从不刚愎自用且从不持才自傲；有德，但坚持原则，
心思玲珑。

文学家萧佰纳说过：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
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书中所说：“一个人应该和周围
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以退为进才能有一颗平凡的
心，才不至于被外界左右，才能够冷静，才能够务实，这是
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为此，曾国潘懂得变通，
也懂得如何低调做人，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是
位权衡形势的高人。

“一个人仅仅有才智也不行，必须要不断地修炼提升自己的
修养，但其间最重要的是去掉自己的锋芒，少言实干”，否



则，命运就如三国时的.杨修。

曾国藩的才智、德行太值得生活在这个浮躁的世界的我们去
学习，要适时变通，兼顾灵活和原则......

曾国藩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我读了《曾国藩家训》虽然没读完，但其中的故事
让我感触很深。曾国藩，他被称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
又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理学大师和一代大儒。大家想，
这样一位名人，肯定是聪明绝顶吧！那让我们来看一个小故
事吧。在公元1825年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很冷，一般人都
早早上床睡觉去了，只有小偷在这时“工作”。有一个小偷
早早地趴在一户人家的房梁上等待最佳时机。这户人家里的
一个孩子正在背书，小偷想，等他背完了我再下去“工作”
吧。这孩子背的文章并不长，按理说一会儿就背完了，可这
孩子背了一晚上还没有背过。小偷在房顶上又冷又饿，眼看
着再不走天就亮了，冻了一晚上什么也没偷着，他气得不得
了，“蹭”的一下就从房顶上蹦了下来。小偷一把抢过小孩
手里的书，“啪”的一下摔在地上，说：“不就是一篇文章
嘛！有什么难的。”小偷一下就背了出来，原来，小偷趴在
房顶上一晚上，听都听会了！这个笨孩子是谁呢？原来他就
是曾国藩。那么，曾经小时候那么笨的孩子后来怎么就成为
那么有才能的人了呢？我看过书后才知道，原来，曾国藩虽
然笨一点，却是一个特别勤奋好学的人，他每天都坚持学习，
坚持写日记，每天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检查过错，加以
改正，不是坚持一天两天，而是一辈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奋斗后，他才成为了一代大儒。今后，我也要向他学习：学
习他勤奋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坚持每天写日记，时
刻提醒自己的言行，努力做一个“自立、自省、自信、自
强”的'人！

成语聪明绝顶：聪明：聪敏有智慧；绝：冠绝。形容极其聪
明，无人能比如：清·无垢道人《八仙全传》第五回：“他



本是夙根极好、聪明绝顶的人，当时都已领会。”

曾国藩读后感篇五

11月某日网上看见消息说，河南文艺出版社新推出唐浩明
《曾国藩》全集，是唐先生唯一自己作序并重新校对的全本
书，另外湖南朋友近期微信圈晒唐先生，于是便毫不犹豫买
了一套。此书热时，买过若干套（自己看和送友人），也读
过两遍。收到书后便迫不及待的读了第一本，到是有序，是
为短序，所谓全本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河南人民言过其实
了，不过书的质量和纸张不错，拿在手中阅读的感觉很好。

近几年有幸加入了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湖南微信朋友圈，
先先后后与若干位湖南人近距离接触，前年也深入了一下湖
南。湖南人的确性格鲜明，人才济济，和我们陕西人似乎有
相通之处，区别可能在于一个受古风影响多一些，一个受近
现代影响多一些。由于朋友圈的关系，或许是有相通的地方，
想带家人或与三五好友去湖南游历一下竟成了我近两年来的
心结。

曾国藩，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洗礼的社会精英，正常情况
下行走朝廷、衣锦还乡是他们的毕生追求。可曾国藩生活在
一个风云变幻改朝换代的时期，成就一番事业是他们内心的
呐喊，但身处乱世，世风日下，社会落后，朝廷岌岌可危，
潜规则盛行，想做事无事可做的无奈、苦闷，成就一番事业
过程中的激越、纠结、挫败，做大事不拘小节不拘手段的气
魄，对改朝换代内心深处的挣扎，一个个鲜明特点的人物，
在唐先生穷尽八年的书写下，一本丰富鲜活引人入胜近些年
难得的好看的大气的书出炉了。

再读‘血祭’有以下几处印象深刻，一是对左宗棠这个人物
的刻画，尤其是助张亮基守长沙巡抚衙门中的洪门宴一节中
不多的笔墨，便使一个活生生的左宗棠跃然纸上，让我觉得
有身边熟人的影子；二是世无艰难何来人杰一节和之后两节，



把曾国藩出山前的纠结顾虑描写叫一个透，今后谁有什么事
想不明白了，看看这三节，会大有收获的；三是对塔布齐、
康福、彭玉麟的使用，对罗泽南金松龄青麟的处理，与刘蓉
的相处，皆是经典之处。另外，有几句话印象深刻，如：当
文官的不爱财，再平庸亦是良吏，当武官的不怕死，再粗鲁
亦是好将；读书人附逆匪，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曾国藩传读后感曾国藩全集读后感

曾国藩读后感篇六

阳光明媚的早晨，捧起《曾国潘》细细品味了起来。曾国潘
是一位晚清的名臣，他花费了大半的时间与太平军作战，他
不顾自己的安危英勇奋战，最终取得成功。

曾国潘出生于湖南长沙，在他六岁时，父亲便教他识字，并
进入私塾读书，他与父亲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虽然屡次失败，
但仍然努力读书。父亲比他先考上秀才，他深受打击，挫折
再一次激励他，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先后考上县学成为
秀才，第二年又考中举人。于是远赴京城参加会试，参加应
试的是人山人海，他的首次考试就失败了，更荒唐的是第二
次考试竟然将诗赋的题目弄错了，显然这次又失败了。他并
没有放弃，凭借平时的优秀，义无反顾将自己的诗赋送到了
老师家中，最终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在老师的举荐下顺利升
官。

记得前两天我们刚学了因式分解，看着课堂追踪上那鲜红的
叉，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这道题究竟错在哪呢，这结果竟然
不对？拿着题目反复验算，绞尽脑汁，可结果仍然和之前的
答案一样。于是打电话和妈妈求证，结果妈妈的答案也和我
一样。此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妈妈也向数学单老师求
证，结果也是一模一样。此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我
们老师给我批改错了。可得意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天单老
师评讲题目时，终于公开了答案，我的这道题原来是少了解



题过程，所以老师毫不留情地打了个叉。此时，我恍然大悟，
原来细节处没有扣住，我将牢牢记住这次失败，抓住细节才
能成功。

曾国潘为官一连三迁，在太平军进犯清朝的多所城市时，曾
国潘被派往消灭太平军，他也从文人正式变为一名武官。他
凭借他的睿智组建了自己的湘军，在日后的战争中湘军也成
为了主力部队。他一向严明，故湘军被训练成了无所不胜的
军队，可正是湘军的多次胜利，曾国潘变得骄傲自大，在一
场大战中险些被擒，眼看着自己组建的湘军任人宰割，曾国
潘不禁想要跳江自杀，幸得被手下救出成功逃脱。

成功逃脱后，曾国潘并没有气馁，曾氏兄弟在连续数日围困
天京时，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骄傲自大，而是小心行事，
等到城内的敌军粮草食尽，一举攻破敌营，这一次大获全胜，
终于结束了与太平军的战斗。

曾国潘回到故乡安度晚年，61岁那年离开了人世。他沉重而
又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

曾国潘是一位历史名臣，在战场上他凭借细节取得了成功，
在职场上他凭借细节取得了重任，这就是他成功的诀窍！

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不正需要他这种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的
精神吗？

曾国藩读后感篇七

曾国藩被称为古今第一完人，看完这本书觉得有些名不副实。
《曾国藩》被称为政商必读书，但对我来说只是一本故事书。
在我看来，曾国藩不过只是一个长于识人用人，善于长远考
虑，老于官场规则，惕于自身修养的普通人而已。至于平定
天平天国的武功，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在于天平天国的“气
运”所致，这也是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湘军战斗力比太平天



国军强点，但不客气的说也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只不过为了
劫掠财富而打仗而已，湘军能取胜，也不过是五十步之于百
步而已。说实话看着这群湘军将领，常常的感叹是“这都能
赢？”。而在文章方面，至少从历史来看，其名并不显。略
为突出的可能是其治家之言吧，然而实际效果为并没有什么
可夸耀的，其弟其子都没有什么建树。

纵观曾国藩所作所为，虽然勠力于重振名教，挽救人心，然
而在晚清烂到骨子里的形势下，也毫无意义。从这里我在想，
为什么几千年的儒家教育，以致程朱理学的更深入的禁锢下，
反而培养出的都是这样一些当官前满口仁义道德，当官后毫
无道德可言的.人呢？从位至极品的官员言行来看，他们早已
看透这一切，道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最多不
过作为粉饰而已。他们既不寄希望于别人的道德，也不强求
自己的道德，一切都以办事为第一，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块遮
羞布也没什么用，但既然都没扯掉，那就心照不宣，继续用
着吧。大家都是皇帝的新衣，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所启发的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时刻自省和他的几次为人处世
的转变。先是儒法治事，屡屡受挫，而后在陈广敷指点下，
杂用老黄，而有起色。这一点可能在现在也是有用的，但并
不感冒，宁愿相信曾国藩所说的以诚为先。

全书让我敬佩的两个人，一个是康禄，一个是彭玉麟。康禄
在哥哥康福来劝降时的话，不只让康福深受震撼，也让我感
动非常，难得这么一个明白人啊，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
来的，难能可贵。而彭玉麟品德高尚，不恋功名，有情有义，
可能是湘军唯一一名还算不错的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