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曾国藩阅读后感(大全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
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一

以诚待人，这是一个做人的首要条件。我想每一位家长在教
育子女的时候，最注重的词句之一肯定有“诚实”。以真诚
去缔造真诚，换回来的才是别人对你的真诚。它包含了丰富
的内容：在事业追求中，把集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视为高
于一切，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这种前提下来谈待人，应
该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到言行
一致，表里如一；在生活中要严格要求自己，以平常心处事，
不与他人攀比，堂堂堂正正做人，真真诚诚待人。无论何时
何地，用堂堂正正做人，真真诚诚待人的标准去规范自己的
言行，才能成为他人的楷模。

诚信为人，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对同事，对社会，对客户，
对合作伙伴，我们诚实守信，恪守承诺，对家人，对朋友，
对社会，我们坦诚相待，推心置腹。

我们做人就要待人和气，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生
命的天空是多么广阔。我们不要在一些锁碎小事上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天空很大，但人的心灵比天空更大。

当我们扬起智慧的风帆，整理好行装，就要出海驶向社会时，
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告诉我们：一定要以“和气”导航。驶进
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港湾，“和气”以它独有的光辉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以和待人，放飞一切真的、善的、美的感受，折射出你我心
灵领土上的光环，倾听心与心碰撞的声音，追溯到心灵的脚
步。跌倒时，它给人们阳光般的援助；迷惘时，它给人们星
光般的鼓励；失落时，它给人们清风般的慰藉；无助时，它
给人们波涛般的勇气。

以诚待人，以和待人，只要我们做到心与心的坦诚交流，人
与人的和善相待，相信世间有的只是快乐、财富和爱心，缺
的才是悲伤、贫穷和仇恨，就让我们为此努力吧！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二

从小至今读过的书籍很多，似乎哪本书看完后都有感触。但
仔细一想，十多年前我看过的《曾国藩》这部小说给我的感
触最深。

这部三卷本的小说是我省现任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的成名之
作，对100多年前清朝的大人物曾国藩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和
描写。记得我当时从书店买回这套书，只花两个通晚就看完
了。

曾国藩历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誉之为圣贤、毁之曰元凶。
但掩卷长思，曾国藩的确是个能人、是个功德近乎完美的人。
大致说说吧：

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值得学习。他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乡下
孩子，通过科举考试，先是秀才、再考举人、最后考中进士，
并进入当时朝廷的最高学问机构—翰林院。这条路径绝不是
一般人所能走下去的，但他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居然成功了。
除开天份、机遇之外，更多的是他那顽强的学习精神使然。

二是他那超人的洞察力值得钦佩。他从一介书生投笔从戎，
通过自己募兵、训练出战斗力很强的湘军，最终将太平天国
起义镇压下去，为保住大清的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当然，在



此不多评说他的政治立场，这方面的评价已经很多很多，有
人谓其为“元凶”就由此而来。单从他在军事行动和复杂的
政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超人洞察力这点，就颇令人觉得他很
不一般。他的裁撤湘军、他的忍辱负重、他之后大力促进洋
务运动，等等，无不证明他不愧是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
谋略家。这种洞察力的形成，离不开广博知识的积累、离不
开善于审时度势的头脑。

三是他的慎独精神值得借鉴。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
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日记中，他不断地反
省自我每天的得失成败。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不惜痛
责自己，并在今后有意识地加以改正。数年下来，成就了一
个人格完整、立身修德堪称楷模的曾国藩。也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现在有如此多的人研究曾国藩、崇拜曾国藩了。

当然，曾国藩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了。

唐浩明先生写的这部小说，基本上遵循史实，为我们今天完
整地了解曾国藩可谓是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谢谢唐先生、
更谢谢曾国藩老先生，是你们教会了我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三

看了《曾国藩》后，实际上已找到了答案，曾国藩就是一个
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的身上有着民族和文
化的负载，并且他的经历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处在变革
时期浮躁不安的现代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
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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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得亲切、实用，
也更有效。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但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



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
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
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也许读懂这本书，便与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通了
一次话。通了一次话，就明白了很多事理。感觉挤压在心底
的那些惑事竟然轻轻化解了。

也许读得有点狼吞虎咽，还没完全读透。好书不厌读，待有
时间再细细品味咀嚼吧。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四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
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
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
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
人，也可以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
办得来。

曾国藩本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他一生的中最重要的分水岭
是在三十岁。自此之后，他做了几件常人做不到的事，而后
成就其巅峰人生。

一立坚韧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人的巨大潜力往
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
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
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中立场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
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即每天所有事情他都
要自省，自我监督，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此，一直在



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未间断过，即使在最最紧张的带兵作
战年代。可想而知，他的这个坚持最终会带给他什么。

二善于借力，用环境逼自己坚持

归要结底，人是被决定之物。所以从根本上说，外力远远大
于内力。一个人，自制力再强，也肯定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
所以曾国藩就想尽办法找人来监督自己。他用的这个办法就
是把自己的日记公布于众。他定期会把自己的日记，用副本
的形式寄回家跟自己的兄弟、儿子阅看，也会寄给自己的亲
人阅看。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建立社群，用团队规则的形式来互
相约束，其实本质上也是类似的方法。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
也是不断脱胎换骨、气质变化、增长本领的一生。

梁启超曾盛赞曾国藩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
转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
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
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读曾国藩的传记，是充满希望的。我们的人生，只要有立得
下远大的志向，吃得了苦中之苦，能耐下性子从最不起眼的
小事做起，则人这一生将能做出远超自己所能想象的成就。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五

历史上著名的贤臣曾国藩曾说过一句传诵千古的名句：“人
败皆因懒，事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的确，他的名言给
予了我们无限的启示和教训,并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从古至今，人才倍出，但他们却未能干出多大的成就，要么
是因为政府衰败，统治无能，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
缘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懒惰。要实现一个远
大的理想，最重要的是要有努力和坚持，要是这个人连一点
儿奋斗的精神都没有，那更别说成功，更别说战胜无数困难
了，连一个估计都打不败。只有像曾国藩那样，尽管多次科
举都未能入仕，但仍然坚持不懈地一次又一次考试，最终步
入了仕途，创造了自己的幸福人生。

令人可惜的是，有些名人名士获得些权力和威望之后，就开
始骄傲自大，为非作歹，把社会搅得一团糟，轻点的，降个
级；重点的，炒了鱿鱼；再重点的，流放边疆；再重点的，
被杀头腰斩；最重的，干脆就一股脑儿地诛灭九族了事。正
所谓是“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后来尽管平定了太平天
国，为清国的江山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从未骄傲过，
反而主动请求降职，巧妙地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内乱，
平安无事；反观当时一些手握兵权的大臣们，死在了腐败的
政府手中，这些家族也一落千丈，甚至消隐无踪。

“家败皆因奢”这句话更是印证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不光
是家败，国败也是一样的道理。如商纣王、秦二世，都是因
为没有丝毫的满足，花动大量人力，财力，打造一座座豪华
奢侈的宫殿，到处寻找美丽的金银珠宝，搜刮天下美女，百
姓游离失所，战火侵袭每一块土地，民不聊生，尸横遍地，
血流成河，造成史无前例的恐怖灾难。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
了这一点，他于是以廉立身，以俭持家，平安地生活着，永
远立足于中国大地。

曾国藩所讲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到多少，只要一
遇到困难，我不会像他那样通往直前，背水一战，而是心存
后退之心，战战兢兢，不敢往前，而在偶尔获得一次成功时，
我会手舞足蹈，十分满足，从而放松了自己，功亏一匮。所
以，我要从现在开始，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榜样，努力学习，
坚贞不屈，实现自己的梦想。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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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七

据老爸介绍，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也喜欢读《曾国藩全
集》，他们关注的重心大约不会是历史怎么写，曾国藩怎么
评价，其中曾经有人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老爸，应该好好向曾
国藩学习。

如今读完《曾国藩全集》和其他关于他的书籍，整理出他的
一些历史印迹――曾国藩，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
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他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
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去世一
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
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
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
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
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
《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他
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的动荡岁月里，既无家学，
也无根底，却以一介儒生，仅凭自己的刻苦努力，在封建科



举制度下考取了功名，踏上了仕途，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
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查中科
事务、礼部侍郎及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最后升至
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
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
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
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
一人。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
第一所兵工学堂，翻译印刷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
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治军，讲仁守义，自筹湘军，另立纲纪。
他创作的《爱民歌》使湘军士兵行为有所遵循。

曾国藩写的《讨粤匪檄》文，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衫，
心甘情愿地投入同太平军的作战中。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王朝得以生存。

他学习西方文化，整肃政风，“匡救时弊”，心存高远，使
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

他廉服人心，远权避祸，重礼慎法，编织了最结实的关系网。

他知人善任，量才器使，推荐保举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其中，
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余人，实现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大事业。

他官升得最快，十年之内，连跳七级，37岁便官至二品，能
有此殊荣者，清代仅此曾国藩。



他官做得最稳，侍奉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君王，历时34
年，恩宠不衰。

他官做得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因而有“从政要学曾
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美誉。他君子为学，明道经世，
宁静致远，淡看得失。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良好，
他的《家书》堪称中国古代家教范本。

我对曾国藩做了这样的归纳：曾国藩，富家子弟，靠读书而
升官，凭沙场征战而权重。既要秣马厉兵，叱咤风云，又要
哼哼哈哈，唯唯诺诺；既要建功立业，又不功高震主；既要
兼济天下，又要独善其身。虽然他仕途起伏坎坷，却终能善
始善终，这在腐败险恶的封建官场实在不易。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八

我对于曾国藩的记忆，在之前还仅仅停留在高中历史课本的
水平，还只是知道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组建湘军力挽
狂澜，只是知道曾国藩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积极促进中
西方文化交流等。读了这本《曾国藩的启示》，才让我更进
一步的理解曾国藩的奉行要义和其带来的长远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结合曾国藩的一生经历、亲身感悟及经验
教训，为读者清晰呈现曾国藩通过一生坚持修业而改变命运，
由出身平凡、资质平庸之人逐渐蜕变为“立功、立德、立
言”的.三不朽完人，由粗浅之人转变为鉴人用人大师这一非
凡历程。

曾国藩的“恒”有三方面：在忧患中成长；持正道以开新；
恒久中行善德。我们这一辈中有很多人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自
己要如何如何改变自己，如何如何变得更加优秀，然而真真
正正身体力行每日坚持的又有多少人呢？又有多少人深刻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刻刻保持着对目标的饥渴呢？一个人有
了改变自己的恒心，也就有了改变了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



所以曾国藩总结出：“恒不是策略，而是信念，信念就是自
己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的东西，我从此一定要有恒、有恒、
有恒。”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是曾经很火的一
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当官，就算是为人，也是需要
学习曾国藩的“恒”和“稳”。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
物，作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任，曾国藩给我们
带来的启示还有很多，这本书需要不断品读。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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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阅读后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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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