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家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曾国藩家书>>

13位ISBN编号：9787534763250

10位ISBN编号：753476325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大象出版社

作者：曾国藩

页数：3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家书>>

前言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也最有争议
的人物。
他仕途亨通，十年之中连升十级；他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
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并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背诵参悟
。
《曾国藩家书》首现于1879年，由李瀚章编、李鸿章点校，传忠书局刊刻传世，收录了曾国藩在清道
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的近1500封家书。
这些家书显现了曾国藩近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为学为政为人之理、立德立功立言之道充斥字里行
间，是后世学习和了解曾国藩最详尽也最真实的资料。
本书即以传忠书局刻本为蓝本，汇编了曾国藩200余篇家书精品，内容涉及修身、治学、治家、为官、
理财、交友、待人、养生等八个方面，以待参详。
曾国藩学问的核心在于“修身”，他在家书中反复提到勤勉、有恒心、坚忍，告诫自己时时反省。
正是他的道德睿智，让他在晚清政治风雨中屹立不倒，几次沉浮后依然受到重用；正是他的谨言慎行
、不贪功自大，让他避免了官场的龃龉；正是他的恭谨修身，让他的亲朋戚友受到熏陶而走向成功。
曾国藩“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亦来自“有恒”，来自不“兼营并骛”。
他在家书中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
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读了这一段金玉之言，才更坚定了自己专心致志的治学原则。
虽然著名革命家章太炎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但是世人仍然奉曾国藩为“官场
楷模”。
从曾国藩的家书中不难发现，他对官场之道的领悟，他积淀的一整套官场绝学，足以让人叱咤中国官
场，故而让后人趋之若鹜。
曾国藩为官清廉，且精于理财之道。
从他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开销、迎来送往上，曾国藩非常善于调度；通过捐输、厘金和协
饷等途径，以及靠人格感化使地方绅士、豪强纷纷解囊，他也妥善解决了湘军的粮饷问题。
曾国藩极善治家，所以曾氏家族百年来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
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的交友之慎、知人之明、用人之法也备受赞誉。
他精于选拔，任人唯贤，礼贤下士，其幕府人才云集，他的很多门生幕僚后来都成为晚清政坛上的重
要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等。
曾国藩的家书中有慈父般的谆谆教诲，有兄长般的斥责，还有密友般毫无顾及的精神文化修养的交流
。
曾国藩的家书，是写给父母兄弟的，也是写给后世之人的。
我们应当见贤思齐，慎独内省，躬身践行，成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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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他在清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
这部家书包罗万象，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让他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
誉，并使他成为连毛泽东、蒋介石都备加推崇的精神偶像。

　　本书首现于1879年，由李鸿章汇编、李鸿章点校，由传忠书局刊刻传世。
本书即以传忠书局刻本为蓝本，汇编了修身、治学、治家、为官、理财、交友、待人、养生等方面的
百余篇代表作品，版本正统，内容精粹，堪为曾国藩学问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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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人。
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率者，官至
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他修身、治学、齐家、为官、治军、理财、用人等无一不精，故被评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
为将为相一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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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身篇
 禀父母?谨守父亲保身之则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禀父母?痛改前非自我反省
 （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禀父母?劝弟勿夜郎自大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致诸弟?劝弟谨记进德修业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禀父母?做事当不苟不懈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诸弟?劝宜力除牢骚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致四弟?不宜露头角于外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致九弟?劝宜息心忍耐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致九弟?劝弟须保护身体
 （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
 致九弟?做人须要有恒心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致九弟?愿共鉴戒二弊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注意平和二字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谕纪泽?望雪父平生三耻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谕纪泽?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致诸弟?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九弟?宜平骄矜之气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致九弟季弟?须戒傲惰二字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谕纪泽纪鸿?唯读书可变化气质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做人须清廉谨慎勤劳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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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九弟季弟?必须自立自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见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致四弟?与官相见以谦谨为主
 （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军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只问积劳不问成名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九弟?宜自修处求强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致九弟?时刻悔悟大有进益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致九弟?必须逆来顺受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治学篇
 禀父母?闻九弟习字长进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禀父母?教弟写字养神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禀父母?劝两弟学业宜精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诸弟?述发奋自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致诸弟?读书宜立志有恒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诸弟?勉励自立课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讲读经史方法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六弟?述学诗习字之法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诸弟?劝述孝悌之道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诸弟?温经更增长见识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致诸弟?勿为时文所误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禀父母?教弟注重看书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诸弟?必须立志猛进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诸弟?读书必须有恒心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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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诸弟?按月作文寄京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致诸弟?评文字之优劣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致诸弟?读书宜选一明师
 （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谕纪鸿?读书明理勤俭自持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谕纪泽?勿浪掷光阴应勤劳持家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谕纪泽?读书当勤勉做人需忠恕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谕纪泽?读书须能涵泳体察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
 谕纪泽?教导用笔作文之法
 （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
 谕纪泽?看书要有所择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致四弟?读书不可太疏忽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谕纪泽?应早起有恒举止厚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致四弟?宜劝诸侄勤读书
 （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致四弟九弟?宜居家时苦学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九弟?讲求奏议不迟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九弟?谆嘱瑞侄用功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谕纪泽纪鸿?少年文字，总归气象峥嵘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致四弟九弟?述为学有四要事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月）
治家篇
 禀父母?述家和万事兴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禀父母?教弟以和睦为第一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致诸弟?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致诸弟?祖母葬事谨遵天理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禀父母?勿因家务过劳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致诸弟?无时不想回家省亲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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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诸弟?告诫弟弟要清白做人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禀叔父母?勿因劳累过度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致诸弟?述改建祖屋之意见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诸弟?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拟定于明年归家探亲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诸弟?迎养父母叔父
 （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夜）
 谕纪泽?携眷赶紧出京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在蕲州舟中书）
 谕纪泽?家眷万不可出京
 （咸丰二年八月十二夜武昌城内发）
 谕纪泽?勤通书信不必挂念
 （咸丰二年八月十三夜在湖北省城发）
 谕纪泽?家眷在京须一切谨慎
 （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
 （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致诸弟?勿使子侄骄奢淫佚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禀父亲?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早）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侯父亲
 （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门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四弟?得两弟为帮手
 （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九弟?归家料理祠堂
 （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致四弟季弟?在家里注重种蔬等事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日自江西省河下发）
 致诸弟?宜兄弟和睦又实行勤俭二字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致诸弟?述家庭不可说利害话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诸弟?述六弟妇治家贤慧而命最苦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乱世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咸丰九年元旦）
 致诸弟?述起屋造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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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诀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致四弟?居乡要诀宜节俭
 （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时以子侄辈骄傲为虑
 （咸丰十年十月初四夜）
 致九弟季弟?做后辈宜戒骄横之心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
 致四弟?教子侄宜戒骄奢佚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教子侄做人要谦虚勤劳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去骄气惰习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牢记祖训八字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谕纪泽纪鸿?谨遵八本三致祥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致四弟?教弟必须爱惜物力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惜福贵乎勤俭
 （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
 （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
 致四弟?教子勤俭为主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宜以耕读为本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为官篇
 致诸弟?喜述得会试房差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
 禀祖父母?述与英国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致诸弟?喜述大考升官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禀祖父母?报告荣升侍讲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禀父母?述盘查国库巨案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禀祖父母?报告考差信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禀祖父母?报告补侍读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诸弟?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禀父母?万望勿入署说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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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禀叔父母?报告升翰林院侍读学士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禀父母?敬请祖父换蓝顶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禀父母?拟为六弟纳监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禀父母?报告两次兼职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禀父母?请勿悬望得差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禀父母?附呈考差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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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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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知道《曾国藩家书(传忠书局刻本)》影响了无数人但您知道他们读的是哪一个版本吗？
要读就读最靠谱的版本，曾国藩得意弟子李鸿章亲自点校刊行，CCTV10百家讲坛同步主讲曾氏家训
，大变革时代，每一个家庭都需要读曾国藩，他们曾经影响过世界毛泽东蒋介石朱镕基，但他们都推
崇曾国藩慈禧李鸿章左宗棠，他们曾经影响过思想梁启超胡适陈寅恪，但他们都推崇曾国藩钱基博钱
穆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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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不是曾国藩，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
——朱镕基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梁启超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
——南怀谨《曾国藩家书》是一个学者对读者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
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
——唐浩明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家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