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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千古第一家训”

2011 年，是《百家讲坛》开坛十周年，也是曾国藩诞辰两百周年。

在《百家讲坛》栏目组的精心策划下，由笔者主讲的《郦波评说曾国藩

家训》系列于是年正式播出。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既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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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一代大儒。

曾国藩平生主要事迹，一是率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是

开启了号称近代变革之始的洋务运动。所以章太炎谈及后人对曾国藩的

评价，曾说：“誉之者则为圣相，谳之者则为元凶。”事实也确实如此，

曾国藩既为孙中山、章太炎、范文澜等人所不齿，但也拥有毛泽东、蒋

介石、梁启超、冯友兰这样的铁杆粉丝。

除却政治上功过是非的争议不谈，曾国藩有一点却是不论“誉之者”

还是“谳之者”都极为推崇，这就是他的家训智慧。

一、何为家训

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

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的家训传统，自古及今，源远

流长。

那么，什么是家训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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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说过一句名言：“他日趋庭，叨陪鲤

对。”说的正是早期的家训。《论语·季氏》篇记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

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

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这是一段对话，也是一幅生动有趣的生活场景：

有一天，孔子站在院子里，他的儿子孔鲤从庭前经过，孔子便叫住

孔鲤问道：“你开始学诗（一说学习《诗经》）了吗？”孔鲤回答说没有。

孔子于是说：“不学诗，怎么会说话呢？”于是孔鲤退下，开始努力学诗。

又一天，孔子又在院中看见儿子从面前经过，于是又叫住他问道：

“你开始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说没有。孔子于是教训说：“不学礼，不

知礼，怎么能立身于世呢？”于是孔鲤退下，开始努力学礼。

虽然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但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对儿子的教育，所以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

一，而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

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当然，就文献而言，《论语》所载孔子对孔鲤的教育还不是我们所

能看到的最早的家训。作为商周时期文献的合集，《尚书》中收录着更多、

也更为典型的家训作品。其中最为有名的《无逸》篇，是周公辅政时，

周公教导侄子成王如何勤俭执政的。那句“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

艰难”，也成了后世诸多帝王教育后代不要贪图安逸奢华生活的名训。

通过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及周公所

说的“君子所其无逸”，我们可以知道，家训其实也很简单，不过就是

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教育子弟或晚辈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十分宽泛，

包括家庭生活、言行举止、个体修身、交友处世，乃至出仕从政、建功

立业等各个方面。这些内容中的精华被行之于文、传乎后世，便形成了

中国古代独特的家训文化。

先秦以后，由于儒家学说渐成社会主流，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仰与素来的家训教育不谋而合，在“家天

下”的文明模式中，家训遂一跃成为社会教育的主流。这集中地表现在

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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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家训所代表的家庭教育形式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形式。

我们一般以为古代教育的主要渠道和我们现在一样，是课堂，也就

是学校教育。事实上，标准的学校自商周以来确实也早就存在。比如商

周时期的庠序、辟雍，两汉的太学、学宫，唐宋以后的国子监与书院

等。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不论哪个时期，能进入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在

整个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都是寥寥可数的。（古代私塾、族塾俱

属家庭教育形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事实上，因为儒家对“修

齐治平”、“家国天下”信仰的推崇，“修身齐家”的行为模式最终决定

了家庭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教育形式。

换句话说，中国人最重家，从来都把家庭教育当作人生安身立命的

根本。《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说明

教不教，是父母的责任；教的程度如何，才是老师的责任。所以就“教”

而言，父母才是人生第一重要的老师。推而广之，父母对子女，长辈对

晚辈，具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这就是中国人所笃信的教育理念，也

是家训在中国古代得以昌盛的最关键原因。

二是家训所涵括的教育内容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

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虽然一直到南北朝

时期，自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开始，“家训”才开始正式得名，但

在这之前，大量的“家诫”、“家范”与“诫子书”其实都是标准的家训

文献。就算自颜之推后“家训”之说盛行于世，但像著名的司马光《家

范》、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等，还是不以“家训”为名，却也

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甚至像成册成卷的家书、家信，只要有教育的内

容与意义，在古时也一概被目之为“家训”。

这样一来，古代家训典籍中所包含的教育内容一下子变得极其丰富

起来。狭义地看，囊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治家，如何共处，如

何规范，如何发展；广义地看，则囊括人生智慧的方方面面：如何启

智，如何修身，如何成就人生，如何忠孝两全。学习之道、立身之道、

家庭之道、事业之道，莫不成为中国古代家训的关注点，这正是中国古

代儒家教育的核心所在。

正是从广义的角度上看，古代家训愈积累愈丰富，终于在晚清出现

了中国家训的登峰之作——《曾国藩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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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训之首

我们称《曾国藩家训》为“千古家训之首”，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的。因为若从狭义的角度看，《曾国藩家训》于家规礼法所涉及并不为深，

甚至《曾国藩家训》一书的成书也尚存不为人知的悬疑。

作为一代大儒、理学传人的曾国藩，被钱穆先生称为“算得上是一

个标准的教育家”，他一生重视家庭教育，不论在京为官，还是在外带

兵，总是作有大量教育子弟的书信、文章。在他生前，《曾国藩家书》

就已结集出版，并在当时就极受世人瞩目。

除家书之外，曾国藩还曾想专做家训一部。他在家书中谈到这种想

法时曾说：“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也就是说，

他想写本《曾氏家训》，即后人所说的《曾国藩家训》，这种想法还跟九

弟曾国荃详细探讨过。

可最后究竟有没有写呢？

答案十分遗憾，直到曾国藩 1872 年去世，这部他立志想作的《曾

氏家训》也没写出来。

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计划流产的呢？

曾国藩生前曾在家书中说：“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

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

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

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原来原因有两个，一是曾国藩认为要遍览经史子集，尽可能多地掌

握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及学术等各方面的知识后，才可以写

这本他命名为《曾氏家训》的大成之作；二是即使读尽了经史子集，掌

握了那么多的材料，自己也要做到烂熟于心，可以融会贯通后，才可以

写这本大成之作，这就叫“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说起来是两个原因，其实也就一个，也就是曾国藩认为火候还不

到，要待自己阅历极丰富、知识极丰富之后，要在自己的“功夫”达到

炉火纯青的境界后，才可以写作这本《曾国藩家训》。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对这部《曾国藩家训》寄寓了多么高

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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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曾国藩是一个非常自谦的人，虽然水平已经在百尺竿头，

可还总想着更进一步，所以他总感觉自己的功夫还不够深，境界还不够

高，以至于一直到他最后离开人世，也没能写出这部他自己寄寓了厚望

的《曾国藩家训》。

那么，我们通常见到的《曾国藩家训》读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称《曾国藩家训》为“千古家训之首”的原因了。

曾国藩立志要做家训一部，想在人生境界的绝高处书之成册，如此

一来，他的后半生一直都在为这种计划不断地做出实践与准备，加上他

理学传人的大儒身份，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在自觉贯彻着他的家训教育理

念。这样一来，他的家训思想内涵反而不受一本书的限制，反而显得更

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加具有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就像孔明“不求

闻达于诸侯”，最后却能“诸葛大名垂宇宙”。虽然到最后，曾国藩也未

能像颜之推写《颜氏家训》那样写出规范化的家训读本，但他数百万字

留存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教育思想与智慧却因此显得更为博大与精深。这

一点，在曾国藩甫一离世，便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当时李瀚章、李鸿

章兄弟为曾国藩整理、编撰并出版全集，就特意搜集曾国藩家训思想中

的精华之语，在全集中单列“曾氏家训”一章。其后，又有人将其单独

成册发行。再后，更有人不断重新为之编选、出版。再之后，更有梁启

超索性突破家训的藩篱，为其专门编定《曾文正公嘉言钞》，其间的主

体其实也还是曾国藩的家训名言与警句。

至此，《曾国藩家训》声誉日隆，隐然超迈《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等古代家训名作，同名图书遂大行其道，成为百多年来坊间不断流传的

家训典范。

回首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国藩曾经被作为历史文化的热点人物被全

社会所关注，开风气者当属唐浩明老师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随

后，“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坊言流传颇广的“警世

通言”。进入新世纪后，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改革开放持续多年

后的加速变革，住房、教育、医疗，渐成民生三大切肤之痛！就教育而

言，汲取古代教育思想与智慧的精华，已成当务之急。此时，曾国藩与

他的家训智慧再次跃入大众的视野，实在应属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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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所评说的《曾国藩家训》并不以哪一本同名图书为标的，也

不仅限于曾国藩的家书或日记，更不是囿于传统家训家庭伦理规范的狭

义解读，而是从识己、识人、识事、挺经四个方面入手，把曾国藩一生

教育子女、指点子弟，甚至培养后人的教育思想与智慧，力图做一个全

景式的评述。

学力不逮之处，颛此就正于方家！

是为序。

郦  波

辛卯孟春于金陵水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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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小孩

公元1825 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五年，一个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一个腊月里数九寒天的晚上，在湖南湘

乡，也就是今天湖南双峰县一户人家的一间屋子里，一个 14 岁的

男孩儿正在刻苦地用功读书。

因为是在腊月里，天气很冷，一般人家早早地就熄灯上床睡

觉了。这种天气下，只有被窝，才是最理想、最温暖的地方。这

样寒冷的夜晚，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能歇着就歇着，能不工

作就不工作，连学生也不愿做作业了，也就只有一种人还愿意在

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种人，不是读书的孩子，而是小偷。

道理很简单，别人都睡了，小偷们的工作环境就变得理想了。

于是有这么一个贼，早早地就趴在这户人家的屋梁上，就等

着这家人家都熄灯睡了，他好下来“上班”，下来偷东西。

说起来，既然小偷肯光顾，说明这户人家的家境还可以，还

算富裕。但富裕人家的孩子往往吃不了苦，要不哪会有那么多的

有关“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呢？

这个小偷也是这么想的，他正好就趴在这孩子读书的这间屋

的房梁上。他想这大冷天的，这孩子点着灯读书，大概读一会儿

也就得睡了。所以他一直在房梁上候着，就等着这孩子读完书熄

灯上床睡觉。

要说这个小偷的打算一点也没错，因为屋里这个 14 岁的男孩

不过在背一篇古文。这古文也不是很长，大概也就是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那样的文章，这种文章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背过，也没

什么特别难背的。按理说这孩子一会儿肯定就背完了，他背完了

就该上床睡了，这样，总共也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房梁上这位

梁上君子就打定了主意，等这孩子背完文章再下来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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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成想，这个在灯下背书的孩子特别笨，一遍一遍地在那儿背：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

具兴……”

他是一遍遍地读，然后一遍遍地背。读嘛，读得慢得要命；背嘛，背得磕

磕巴巴！

这小偷听得着急啊，听这孩子翻来覆去地倒腾这篇文章，可就是背不会。

按理说，这贼的文化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可他听这孩子读一遍，背一点，再

读一遍，再背一点，这样来来回回十几遍下来，这贼对这篇文章都熟了，他都

快背下来了，可让他纳闷的是底下这孩子还是背不顺。

因为梁上这位是小偷，是贼啊，所以他也不敢贸然就下来。尤其是他原来

打定了主意要等这孩子背完才下来的，要等黑灯瞎火了才能下来偷东西的，这

也算是小偷的职业操守啊，所以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这贼虽然等得很不耐烦，

可他也只好在房梁上趴在那儿等着。

这样又过了大半夜，那贼在房梁上都趴着睡了一觉了，可底下这孩子还在

那儿背课文呢，而且还没完全背顺溜呢！

等这贼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睡了再醒，眼瞅着天都快亮了，他以为背了

大半个通宵的孩子总该背会了，总该要去睡觉了！可出乎意料，这孩子还在那

儿磕磕巴巴地背着呢，一点儿要睡觉的意思也没有。

梁上这位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哪儿来这么笨一孩子？那首有名的《笨小

孩》可不唱的就是他嘛！这可真够倒霉的，大冷天在房梁上都快睡了一宿了，这

又不是练轻功，弄得什么东西也没偷着，这不是影响咱们小偷的工作效率嘛！

所以他后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着天也快亮了，再不走都走不掉了，

所以他突然“蹭”的一下就从房梁上蹦下来了。

底下这孩子手上捧着本书，突然头顶上蹦下一大活人来，也吓了一跳，愣

是没反应过来。

结果这贼劈手把孩子手里的书一把给抢了过来，然后“啪”的一下摔在书

桌上，边摔边气愤地说：“瞧你笨得那样！你说这破文章有什么难背的！”

说完他一张口：“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哗哗，哗哗，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一篇古文在这个没文化的贼嘴

里，极其流畅地就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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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贼怎么能背这么溜呢？

很简单，他听了一夜，听了无数遍，早已经是“被背诵”了，不想记也记

下来了。等到把书背完，他又指着这孩子说：“你看你笨成这样，读什么书

啊你！”

说完，这贼一甩袖子，东西也不偷了，一脸激愤地扬长而去！

也难怪贼生气，耗了一晚上，挨了一夜冻，什么也没偷着。不过严格说来

也有收获，他毕竟偷到了一篇文章！

这个聪明的贼，很可惜，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这个背书连个贼也

背不过的学生，我们有幸知道他的名字，他姓曾，当时名叫曾子城。这个名字

我们不熟，但后来，他改过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尽人皆知，那就是——曾国藩。

你看，人人都说曾国藩天纵奇才，小时候怎么怎么聪明，后来怎么怎么神

奇，要不然也不能被称为清代“中兴第一名臣”！要不然也不能被那么多后人

景仰！像毛泽东，据说年轻时最佩服的就是曾国藩，他说过一句名言：“愚于

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死后谥号文正公，曾文正就是曾国藩。那意思是

说就近代的人物而言，我毛泽东只佩服曾国藩！

那么，近代之前的人物他又佩服过谁呢？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毛泽东也没

佩服过。所以古往今来，毛泽东袒露心扉明言佩服过的人，也就只有一个曾国

藩而已。

有趣的是，不只是毛泽东，就连跟毛泽东斗了一辈子的生死冤家蒋介石，

一生最钦佩的人也是曾国藩。据说蒋介石一生在床头只放两本书，一本是《圣

经》，那是取悦他老婆宋美龄的，因为宋美龄信奉基督教。另一本就是《曾国

藩家书》，或者是《曾文正公全集》，而放曾国藩的书，那是取悦他自己的。

也不止毛泽东和蒋介石，自近代以来，崇拜曾国藩的人多了去了。可以说

他是有清一代对后来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后来有无数的历史名人从

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但我们说，不能因为他后来成就巨大，就得说他小时

候一定是个天才。事实上，完全如那个贼说的一样，小时候的曾国藩，他是一

个标准的笨小孩！

可是，虽然他笨，虽然他比那贼还笨，但他最后成为了曾国藩，而那个比

他聪明得多的贼，最后不过还只是一个贼而已。可见一个人的人生成就，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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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跟你聪明与否有必然的关系。

当然，有关曾国藩背书背不过贼的故事，虽然在当时就流传得很广，但据

说，当友人亲口向曾国藩求证时，曾国藩也只是莞尔一笑，不置一辞，亦不置

一辩。所以，有人说其事不可信。可曾国藩也并未否认，再加上他在家书中也

承认过自己少年时不擅背书，所以这个故事恐怕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关于曾国藩原来并不是一个算得上聪明的人，其实不仅有史实为证，也还

有很多评论为证。比如，曾经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就评论说：“固

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就是说，一般人都以为

曾国藩是个超群绝伦的天才，但其实，不要说跟古往今来的那些天才比了，

就算是跟他同时代的那些历史名人、豪杰相比，曾国藩也只能算是个智商低

下的人。

要知道，梁启超对曾国藩可是极为推崇的，他说曾国藩智商低下的

这篇文章，名字叫《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意思是说曾国藩是

有史以来很难见到的极其杰出的人物，这种评价相当之高。但就在如此

高的人生评价中，他还是说曾国藩原来很笨，智商比较低，那可真算是

实事求是了。

事实上，不仅梁启超这么说，连曾国藩自己给孩子写的家书中也

说过，说自己年少时，在同辈中要算是“愚陋之至”，就是说是最笨的。

这话还真不是自谦，因为紧接着他又说，其实不仅他自己智商比较低，而且他

的几个兄弟都跟他一样笨。曾国藩在家里是老大，他还有四个弟弟。曾国藩

说，在他们兄弟五人中，除了老三曾国华比较聪明，智商天生比较高之外，其

他几个人都跟自己一样笨。

所以说，他说自己笨，那绝不是自谦，自谦也没必要拉着几个弟弟跟自己

一起笨啊！

所以说，真实的曾国藩虽然后来人生成就惊人，但其实他原来真的是一个

笨小孩儿！

那么，这么一个笨小孩，后来怎么就成了名垂史册、震惊天下的曾国藩

了呢？

难道，真的像刘德华的那首《笨小孩》里唱的，是“老天爱笨小孩”吗？

梁启超  (1873 年—

1929 年 )，字卓如，

号任公，又号饮冰室

主人。中国近代维

新派代表人物，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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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与遗憾

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曾国藩除了笨，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缺点。

公元1830年，这时候曾国藩已经19岁了，在跟着做私塾先生的父亲读了

好些年书之后，他爹觉得这孩子实在教不了，就把他送到自己的一个朋友，一

个姓汪的老师那儿去读书。同时还把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曾国华也送过去了。

这时候曾国华才 8岁，而曾国藩已经 19 岁了。可这位汪老师果然像曾国

藩自己说的那样，也觉得曾国华比较聪明，而曾国藩比较笨，所以他喜欢曾国

华，不喜欢曾国藩。有一次气头上，这位汪老师随口骂曾国藩说：“你这个天

生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

背伞就是仆人跟着主人出行的时候，替主人背着书、背着伞。这位汪老师

的意思是说，你曾国藩实在太笨了，你这种人将来肯定没什么出息，你要是将

来有出息了，我当老师的替你背伞当仆人。

据说曾国藩当时一声不吭，闷头退下。后来，参加科举考试，那些聪明的

同学纷纷落榜，反倒是最笨的曾国藩一下考了个举人。这一下金榜题名，荣耀

极了。曾国藩回乡之后特意去拜见汪老师，读书人嘛，要拜谢师恩啊。

去的时候是个大晴天，可曾国藩特意带了把伞，进了汪家后，随手就把伞

放到堂屋的佛龛旁边。寒暄一场，聊完之后，曾国藩起身告辞。汪老师呢，不

敢怠慢，一直送出门来。因为虽然自己是老师，但这学生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

笨小孩儿了，曾国藩考中了举人，就可以实授朝廷命官了，而汪老师不过就是

个私塾先生，哪能再摆当年的老师架子呢！所以汪老师不敢自称老师，一口一

个“曾大人”，一直把曾国藩送出门来。

曾国藩等出了门，才作恍然大悟状，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哎哟，

我把伞落在老师家里了。”说着就要回身去拿。

汪老师一听这话，赶快说：“曾大人留步，我来拿。”说着转身进去给曾国

藩拿伞。

等这位汪老师进去把伞拿出来，再把伞交在自己这位学生的手里，曾国藩

突然一笑说：“谢谢汪老师啊，今天替我背伞啦！”

这位汪老师一听这话，猛然想起当年的事儿来了，一下子愣在当场，哭笑

不得。

你看，曾国藩这个人，虽然说不上是睚眦必报，但当年老师的一句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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