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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读后感（精选 16 篇）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1

　　最近，我在网上读了《曾国藩传》。

　　这篇文章令我感动的是：曾国藩的一生好学和他的忠诚。曾国藩

一生忠诚勤俭为根本，灵活多变的处世态度。

　　曾国藩 出生于湖南长沙 府湘乡 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

双峰县荷叶镇 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他并不是一个天资聪

明的小孩，但他讲究学习方法。他要求自己遵守克己之道，不断地自

新和反省自己。最后成为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倡导洋务运

动 ，创立湘军 。在治家，治军，治国，教育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

　　我们在生活上要学习他的 勤俭作风。在学习上要学习他的善于

积累经验和教训，日日不断地反省自己。正如他所说：“人要无一日

不读书。正是他的一生好学，忠诚的品德，造就了他成为中国近代史

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2

　　近日，拜读了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传》，感慨良多。纵观曾公

之一生，从科举“七不中”到翰林帝师，一介书生，草创湘军，平内

乱，几经生死，倡洋务，开眼看世界。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

将、为相，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名满天下人不妒，功高盖

主主不疑，无愧千古完人。曾公之智慧值得终身学习领悟，我年少浅

薄，妄自分享两点个人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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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下笨功夫。“大道至简”，“天道忌巧，去伪守拙”、“唯

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结硬寨，打呆仗”是曾公大智慧的

最好体现。要终生保持“笨小孩”的空杯心态，下笨功夫，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平凡，不走捷径，不学投机取巧，不计较眼前得失，踏踏

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用恒心和毅力扎实走好每一步。保持韧性，

日拱一卒，死磕到底，终能星火燎原、水滴石穿。

　　二是心诚。“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有善念，方得

始终”、“其身正，不令而行”，心诚要有必胜的理想信念，更要有

真诚待人的坦荡从容。曾公之一生，光明磊落，心胸豁达，内圣外王，

把一个“仁”字发挥到了极致。不耍小聪明，不阳奉阴违，不两面三

刀，学会感恩，有包容万物之心，保持一份善念，恪守君子之道，精

诚所至，方能金石为开。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3

　　虽是囫囵吞枣式读完第一次，却也是获益良多。以前了解甚少，

读完却被曾文正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无论从学识、人品、性格还是

格局，都深深被折服。感触最深之处有五：一是其立志做圣人之后，

几十年如一日的自省自律；二是对于左宗棠，真正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相比于左，足现其胸怀；三是对于大局的思考以及当前形势的预判及

把握，足见其格局；四是其开放的心态以及对知识的学以致用；五是

其与家人及朋友的联系，书信的往来，也让我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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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读人物传记，正是喜欢从别人的人生阅历，去提取丰富自己

的人生。这本书读完已经深深地被曾文正公所折服，这是值得多翻阅

的一本书。不过读来可以觉察，作者写作中的个人感情色彩还是很浓

的。

　　最后，也发现了历史的了解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切入，

正如这之前对于太平天国的了解就知之甚少，只有历史书上学到的，

只知道被镇压而失败，所带的感情色彩都是偏向太平天国一方。而从

本书所处的角度，却让我认识到不同的另一方，也是读本书最大的一

收获。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4

　　今天读到曾国藩在军事、政治上都不顺利，被咸丰皇帝解除兵权，

47 岁陷入人生低谷，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

著作，静下心来反思过往。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

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

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

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

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此时曾国藩终于认识

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在家蛰

伏两年的曾国藩不断反思自我，再出山时为人处世脱胎换骨，待人接

物，前后势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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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叹于曾国藩的“中年变法”，自我反思得那么彻底那么奏效，

是我们该学习的榜样。20xx 的奋斗目标豁然开朗！其实人的成长就

是一个不断反思自己，剖析自己的过程！读着曾国藩，随着他的起起

落落也时时刻刻在重审着自己，虽不能做曾国藩，但他的人生之道是

值得一学的。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5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功、

立德、立言，大巧若绌，大智若愚，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

　　文正公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末期儒家历史上最后一个圣人，真正的

实现了每一个儒家传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愿景，在风雨飘

摇的王朝后期硬生生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

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一甲子。

　　文正公一生功名赫赫，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叛乱，追剿捻军，

兴办洋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公费派遣学子留学，家书谆谆教诲，

一言一行影响后世。

　　文正公的成功，很好的佐证了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可以很好

的阐释了“空疏无用”等指摘，于今人也是莫大的鼓舞。我们亦当如

文正公一般志存高远，并时时反省自己，不虑人人如龙亦当做一个有

为之人。最后以其最杰出的弟子——李鸿章之评价来结尾：师事近三

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

难逢天下才。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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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为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关键是学到领悟了什么，而不要

为了一个死人而去计较，陷入我执和法执。一个人本来就是毁誉参半

的，除非他成佛了，但即使是佛祖也被人陷害诋毁过，耶稣也被人背

叛过。而且孔子说了“一个人如果所有人都说他好，那这个人有问题，

是个乡党。”

　　所以，有人骂曾国藩是鹰犬，有人说曾国藩是完人，是正常的现

象。前者可能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出发理性分析所得，后者可能因为情

感，比如我倾向于佩服曾国藩的志向“不为圣人，便为禽兽”，而却

被后人指为鹰犬，因此心里好不难受。由此看来说到底我还是个凡人。

　　我个人还比较倾向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历史为现在服务，所以现

在没必要喷孔老二，而是要建立很多孔子学院为荣；也没必要喷曾国

藩为鹰犬，因为满汉一家亲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学历史人物的优点，

比如马丁路德金有与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一样的待遇——作为美国

节日，但私生活实在不堪，但这不影响他《我有一个梦想》的伟大。

　　即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华盛顿小时候砍樱桃树的故

事都是假的，但还是不影响其伟大。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

的人对其苛刻咬文嚼字，有的人对其宽厚不求甚解，但都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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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神话是揭示人性恶的，中国神话是崇尚人性善的，这是文

化传统。但这个传统断了，总的来说对古代先贤，我们的敬畏心不够，

不过我并不排斥故宫卖萌产业链的发展，也不排斥“杜甫骑马漫

画”，但我就是排斥“鹰犬”这样恶劣的字眼，为什么不能换着用温

和一点的字眼表达观点呢？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左边

两点水右边中，意思是前面说到的“万物负阴抱阳”的阴阳二气，要

像水一样融合在一起。要想完全理解一个人，就是成为他的一部分，

像一粒盐融入海洋，与海水融为一体，它因此全然觉知了海水的咸度。

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谁也没资格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而且对一个

死人单一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本人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法律是可以律人，可以律己的，但道德最好只拿来律己，不要站

在自己的道德立场上要求别人，康德说“头顶灿烂星空，心中道德准

则”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对别人的错误的纠结是对自己的惩罚，何况本来也没什么真的对

错。——清明节记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7

　　这本书的封面有一句话：“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迁之道”，这也

是我看完这本书后一个最大的感受。

　　不过我觉得这个“升迁”应该是指他思想的升迁，格局的升迁，

能力的升迁，而不是官位的升迁。因为纵然曾国藩最后官位做到很高，

纵然他大悔大悟后的为官风格是和光同尘，纵然他确实很在意关系家

族声誉的，官位的大小但这绝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做为国为民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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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手段。因为这中间有太多的挫折和不容易。

　　了解完他的经历后，不得不感慨，曾国藩这个人，他太坚韧了。

从平凡到不凡，他好像早就想好了要用一生的时间。而且他让我感觉，

他能做到的，只要通过努力，我肯定也能做到。就像他当初立志学做

圣人的时候在家书中说的那样，他说：“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

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

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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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来年五次科举不中，22 岁的时候第六次科举院试被悬牌批责”

文理欠通“，他苦苦反思，把自己的文章和别人的同题文章逐股对比，

终于像打通了关节，悟道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

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终于在第七次考取秀才；刚到北京的他是那么

普通，甚至那么不如别人，小地方出来，土里土气，见识短浅，观念

鄙俗，但是当他意识到后，除了自卑和焦虑，他付出了行动，他如饥

似渴的读书，他把交友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向倭仁学习记日记，

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咸丰七年，他被拿掉了兵权，蛰伏在家，除了

郁闷痛苦，他仔细回忆过往种种，写信给朋友让他们给自己提意见，

他意识到这么多年处处碰壁，除了外部原因，自己的性格也是很大一

部分原因。然后再次出山的曾国藩更谦和了，更能委屈求全了，他更

和光同尘了……

　　这一件件都在告诉我们曾国藩永远都不会放弃，他是一个长期主

义者，他有耐心，有毅力，他持续精进，坚持打磨；他是一个终身成

长的践行者；他告诉实践告诉我们：“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

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

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而现实

中的我们往往在经历一次失败后就想放弃，我终于知道，想要一点一

篇文章，本来就是需要无数次修改的，所以不要怕麻烦，麻烦往往是

成功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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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刚开始记日记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

为了写好日记，他把他的日记抄写给他的亲人朋友老师们看，让他们

监督自己，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总有盲点。他说“天下事

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

者居其半。”最后一句很好理解，前两句我最近才有所领悟。反观自

己这么多年走来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一方面是因为不自律，没有恒心，

易放弃，另一方面就是“太佛系“，逼自己还不够狠，然后用佛系掩

盖了自己的无能。我害怕冲突，害怕社交，把自己藏在一个厚厚的壳，

以为这样就安全，其实不然，所以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像学习曾国藩严

格管理自己，正面自己的欲望，用努力个汗水换来自己想要的生活。

　　《曾国藩传》读后感 篇 8

　　敬慕曾国藩的生平成就、为人处世由来已久。前几天，翻开梅寒

所著的《曾国藩》传，其中精彩，诱人神往，竟至欲罢不能，直至卒

读之。读毕全书，有点不舍，就像和一位聊得甚投机的睿智老友于某

个岔路口就此拜别一般。思来想去，遂凝练几许浅浅的感悟，以资记

忆。

　　“二四秋举二七进，八六升迁六一人，三生有幸壮门庭。”这是

传闻曾国藩呱呱落地时候，门口经过的一和尚的没头没脑的谶语，有

点类似衔玉而来的贾宝玉，日后注定不凡一样。其实，这三句话，却

也确乎地概括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

　　二十四岁中举，二十七岁中进士，在京做官八年，连升六级，寿

命止于六十一岁，一生中经历三次自杀，皆被救起，终成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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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壮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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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曾国藩起落有致的一生，其言其行不仅耐人寻味，更给后世

之人留足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透过曾国藩功成名就又起起落落的一

生，我们或许能窥探出关于修身治学，关于为人处世，关于依势进退，

关于后代教育与家族运势绵延的几点思考和启示。

　　关于修身治学。曾国藩不算聪明，但却有难得的坚韧和可贵的自

律。书中最让我拜服的表述是：其一生都保持着天未亮即起，开始忙

活一天事务的习惯。严格的修身自律，加上超乎常人的坚韧不拔和超

强意志，使天资一般的曾国藩不断走出更远更广的天地。湖南程朱理

学和经世致用的文化环境给年少的曾国藩以极大极深的影响，使得他

不仅饱读古代诗书文选，成为大儒；更学以致用，成为后面洋务运动

办厂的开创者和派遣第一批留学生 30 人到欧美留学的促成者。在修

身治学方面，曾国藩的勤俭有道，发奋治学，虚心求教等优良特质，

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哪怕时代的车轮已前行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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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人处世。在为人处世方面，从征讨太平军初期的湖南办团

练，募湘勇，奋御敌，到太平军征战后期及北上剿捻军，曾国藩经历

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前期，曾国藩经历了几次官场升迁的时来运转，

恃才傲物，张扬跋扈，凡事不给同僚留以余地和情面，致使后期战斗

中与各大将领心不齐，隔阂、摩擦不断，最终使自己落入进退两难、

举步维艰的境地。到后期，其为人处世的棱角慢慢被磨平，开始懂得

更加圆润与众官僚处理好关系。每逢大的战斗，必修书与朝中要员，

言辞恳切，有理有据地提建议、说策略；而且，每到一处新官上任，

必拜访当地权贵，以期和他们打成一片。就如其朋友所言，后期官场

上的曾国藩更懂得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也更加圆滑世故，全然失去

了年少时候的直言敢谏和铮铮铁骨。但是，不可否认，曾国藩在为人

处世的勤反思，懂反省，能适时收敛毕露的锋芒，确实也助其走上了

更大的历史舞台，建立了更大的功业。

　　这其中的道理，或许仍有深思的必要。每个人生来带有棱角，年

少的狂傲就像刺猬身上又长又尖的刺一样，等到真正出了社会，融入

了群体和团队之中，身上的棱角和芒刺，难免需要经历一次动态的.

调整。毕竟，人，到底是趋利避害的。这处世的哲学，确乎是一辈子

都要修行的学问。

　　关于依势进退。曾国藩在依势进退方面，确实处理得真有几分高

明之处。当其弟弟曾国荃率领日益壮大的湘军攻破太平军首都天京后，

面临着朝廷的浩荡洪恩和各种追加赏赐，曾国藩难能可贵地看到“机”

中蕴含的“危”，及时自剪羽翼，适时示弱，以免功高盖主，加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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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对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排挤。这其中的智慧和格局，自然是常人难及

的。

　　细致想去，曾国藩是一个很会依势而动的人。依势而动，借势打

力，从来都是历史上有谋略之人的常用之策。世间万物，真如太极八

卦上的阴阳两面，不断动态地依存流转，好坏相依，互证互转，互相

借力。这或许也是乐极生悲这个朴素道理的由头吧。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凡事给自己，也给他人留有一定余地，

不是圆滑，而是圆融之策。唯有这样，你才能有游转之地，而不至于

全盘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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