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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前言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
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
井百姓，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
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
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
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
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
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
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
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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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
也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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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内容概要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套装上下册)》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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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物心灵世界的袒
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
评点者在曾氏千余封家书中选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面
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家族
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一下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秘淀。
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破译一个家族的密码，探求一个民族文化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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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费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
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炎，堪称
曾氏的异代知已。
　　 这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系唐浩明从曾氏存世千余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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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书籍目录

上册　翰苑生涯　　禀父母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评点：破天荒翰林　　禀祖父道光二十一年
四月十七日　    评点：一个不同凡庸的乡村农民　　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评点：为学
譬如熬肉　　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评点：读书之要在格物致知　　致诸弟道光二十
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评点：何绍基之字与汤鹏之文　　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评点
：戒烟写日记主静　　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评点：同意诸弟外出求学　　禀父母道光
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评点：和睦兄弟为第一　　禀祖父母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评点：
升翰林院侍讲　　致温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评点：感春诗慷慨悲歌　　致诸弟道光二十三
年六月初六日　    评点：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　　禀父母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评点
：清代官员的薪俸　　致诸弟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评点：罗泽南　　致温弟沅弟道光二十
四年三月初十日　    评点：盈虚消息之理　　致诸弟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评点：作如火如荼
之文　　禀父母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评点：妹夫来京不能安置　　致诸弟道光二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评点：治学以有恒为主　　致诸弟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评点：送妹夫王五
诗　　致诸弟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评点：诗之门径　　禀叔父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评点：江忠源乃义侠之士　　禀父母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评点：以杜门谢客为好　　禀父母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评点：祖母的福分欠缺点　　致诸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评点
：回家有三难⋯⋯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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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章节摘录

曾氏与诸弟辩论馈赠戚族银两事，此封信中已见着落，即家中最后是“酌量减半”，即拿出二百两银
子来送人。从曾氏以后的家书中可知，在他再三催促下，家中才将分送名单寄到北京。看来曾氏家人
是不大情愿办此事的，只是碍于赠银人的面子，略微敷衍了一下而已。信中谈了儿女的婚事。欧阳夫
人的哥哥牧云欲与妹家亲上加亲，曾氏不同意，理由是血缘太近。由此他指出俗礼中有三不妥处：一
、表亲再结婚姻；二、嫁女本是喜事却要号哭；三、治丧本应悲泣，却使用鼓乐，反而显得热闹喜悦
。反对中表为婚，很有科学根据。嫁女不应哭，也表现了曾氏的开明，而一味指责治丧用鼓乐，却不
见得理由十分充足。殁于天年，寿终正寝，这是白喜事，动用鼓乐，亦不为失宜；即便是大不幸，生
者亦不必过于悲恸，鼓乐之事可减杀伤冷气氛，用用也未尝不可。曾氏告诉诸弟，京城买书贵，已托
人去扬州买。由此可知当时扬州的书业发达，胜过京师。扬州为盐商聚集之地，有钱人多，附庸风雅
的人也就多了。此事再一次证明文化事业必须附丽于经济基础的道理。因沅甫的寄诗，引发了曾氏的
诗兴，一是奉和四章寄回，二是谈自己学诗的门径。曾氏之诗，五古七古学杜甫、韩愈，古诗学苏轼
、黄庭坚，律诗则学李商隐；至于方式，则是这五人的诗“无一字不细看”。这几年来，曾氏在翰苑
做了不少诗文，引来京师文坛的瞩目。他的声名，也由此而起。这种声名又由京师传到湖南，致令“
省城之闻望日隆”（曾氏致诸弟信中语）。曾氏日后的官运亨通与人脉盛旺，实仰仗于此。曾氏自己
对诗文写作亦颇自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给诸弟的长信中说：“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
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将自己与韩、王并列，直觉举世
无对手可言，曾氏的自负真有点“狂妄”的味道。这里体现了曾氏性格的另一面：自负好强，目无余
子。它与谦抑退让、好学精进等一道组成曾氏丰富而真实的性格。他的这种自视，同样表现在和沅甫
的诗中，让我们抄出其中的第三首来做个证明：“杜韩不作苏黄逝，今我说诗将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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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编辑推荐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套装上下册)》是对曾氏家书的点评。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
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
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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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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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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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精彩书评

1、二十多块的书，包装还是纸张都很不错。很不好意思，被我当做大便文学整整一年给看完了。汗
。对不起曾文正公啊。
2、历时两个月，昨天终于读完。之前就读过一本曾国藩评传，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也比较佩服，这
次看完曾国藩家书，更是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首先说说为什么选本别人点评的，而不是自己理解。
因为我感觉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读书，能体会到很多自己读书时认识不到的问题，我对曾国藩当时的情
况必定不是很了解，通过对曾写家书时的环境的了解，可以更好的理解他家书的内容，甚至能体会到
他所隐含的意思。而作为学生，我显然没有时间去详细了解，只能寄托给别人，然后站在别人的肩膀
上读书。谢谢唐浩明老师。然后该讲讲我对曾国藩家书的理解，家书，是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所
以里面内容肯定真挚，从中能看出父亲对家人的期望，并且还有给家人指引的奋斗的方向，他们那些
经过世面的人，肯定有很多经验教给弟弟、儿子，而在古代，最主要的途径可能只有写信了。曾国藩
很少能和、弟弟、儿子见面，家教主要肯定是用家书来完成的。家书对后人有重要作用，不仅因为它
的内容都来自父辈的做人经验，而且因为在封建社会，社会变化很慢，更谈不上变革，所以父辈的经
验都是可用的，所以才有家书的重要作用。换在现在，一个农民父亲能教一个企业家儿子经商吗？甚
至一个企业家父亲的经验都不一定适用于儿子做企业的时候了，现代社会变化太快了。那些有用的，
也就是些做人方面的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或许只有修身齐家的经验可以用。不可否认，曾国藩
家书，在他后人中比较适用，因为它中间大都介绍做人的经验、写文章的经验，很少提及其他方面，
或许当时只有这两个最重要吧。曾的家书也体现了他做人的方式，特点。他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位居
六曹也像穷人子弟一样要求自己，要求自己的家人（听不听暂且不说），简朴，禁欲是他一生的主题
，终其一生都是在约束下渡过的。他身上还有很多湖南人的特点，虽然湖南人我接触很少，但关于湖
南人的特点我却听说不少，比如霸蛮，比如倔强，可能是同一个意思吧。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做出了巨
大贡献，好像新中国很多很多将军都出自湖南，而在晚清时候更不用说了。我对湖南人也比较有好感
的。这种精神的确是乱世的中流砥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身上的湖南人特点或许更多，而曾在极力
抑制自己身上的这些特点，而一心像圣贤看齐，不用说，他肯定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格，而只能克制
。对曾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恒”字，坚持写日记，自从看曾国藩家书以来我也每天坚持写日记，很
少有过间断，算是锻炼自己，通过这么多天的写日记，我也能感觉到写日记的好处：自己办事变细心
了，心胸也开阔了不少，字也写的好了。每天都会在意自己做的事，或许这样大学不会很虚度。我要
继续坚持。印象深刻的还有：好汉打脱牙血吞。的确，像俞敏洪老师讲的一样，如果你是一棵草，别
人踩过你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痛苦，因为你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无论你多强大，你的痛苦在别人
的眼中都是一棵草的痛苦，我们与其表现出自己的痛苦不如把痛苦咽进肚子，要一咬牙，提一提气，
继续战斗，反正别人是不会同情你的。所以以后，我遇到什么事都不再会抱怨，抱怨有什么用呢，倾
述又有什么用呢，别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勤奋也是曾成功的原因之一，勤奋又包括有恒心，日积月累
。这些都是有很大联系的，不能画线区分。曾的天赋，虽然说不是天才，但比普通人肯定还是高很多
的，但他一直像要求智商低的人一样要求自己努力，“笨鸟先飞”，别说是一个天赋高的人，即使是
一个普通人，这样如何能够不成功呢，想不成功都难。曾的一个“拖”字，也许是我以后做事的方法
之一，有时，很多事或者只有拖字能解决，既然不能不答应，而如果做了这件事对自己无益，那还不
如不做，一直拖下去，答应别人又算什么，如果答应别人的是一个错的事，那还要坚持吗？？我的答
案是不要坚持，没意义。何必自我埋葬呢。曾的简朴令我印象同样深刻，所以我现在也力争节俭，即
使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比较多，我也把那些钱用在增加自己的知识、阅历上，而不是吃喝。一个位极人
臣的老头都能这样，我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呢。曾据说是军阀的启蒙人，拉帮结伙的圣人，大肆
提拔学生、嫡系将领。当他那些学生，或者他帮过的人，不帮他时，就冠对方以以德报怨的帽子，其
实很多时候，人家都是为了大局考虑，为了国家考虑，而曾不管对方怎么想的，只要不按照自己的想
法做，就对对方不满意，这难道不是自私的军阀吗。所以，他并没有近年来所夸张的那样神，也是一
个人。曾比较是一个理学家，在修身上确实造诣很高，几乎什么事都和理教联系，“敬”“静”“恒
”....严格要求自己，但我也不相信他能改变自己内心的东西，就像我现在一样，即使再怎么伪装，内
心还是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只是这个真正的我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逐渐成熟吧。并且他应该知道他的信
会传给后人看，所以心中肯定不是很敢写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换成是我，知道自己的日记后人将会
看，我还敢写什么真实的、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吗？显然不会。曾对中医的不信，也证实了我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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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我是不会相信中医的，除非能有什么科学的证明。曾对知识的看法更是高明，不让儿子刻意考官做，
他知道，考官所学的那些东西大都是没用的，既然自己已经能荫护家人了，其他人就没有必要再在科
举这一条路上栽死了。所以他让儿女学习有用的东西，让曾继泽学习英语，厉害。他人生的最后一件
事应该是处理天津教会事件吧。其实那些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人，大都是替罪羊，国家的替罪羊。他
们很多都应该是不应该被骂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如果不签，还是会有人来签，拒签的后果就更严
重了。穷国无外交。的确。中国应该先发展，剩下的，比人环境，以后再说吧。就写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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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章节试读

1、《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86页

        和气致祥乖气致戾
 惜福：滥用福的恶果是福将变为祸 骄奢贪懒是滥用的主要表现

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377页

        识人诀窍：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287页

        家之生气：书、蔬、鱼、猪                

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的笔记-第355页

        书：读书 蔬：种蔬菜 鱼：养鱼 猪：养猪
早：起早 扫：打扫 考：祭奉祖先 宝：亲族邻里和睦
养生最重要是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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