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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咸

丰年间19世纪中叶。《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

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30年的官场生涯，所

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

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

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

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

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

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

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

精神偶像。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

和他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研究

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本书收集

及整理了曾国藩家书之精华部分，按年代顺序并合

为：修身篇、劝学篇、师友篇、人才篇、军政篇五

章，基本包括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思想，展现了这

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的成长脉

络。著名学者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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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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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篇

1.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
是不欺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与诸弟书）

原文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

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

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

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

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

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

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

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

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

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

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

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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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①，

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

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②，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

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

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

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

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

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

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

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

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

不大也。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

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

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

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

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

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

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

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



8

曾
国
藩
家
书

书
立
方
系
列

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

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

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

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

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

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

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

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

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

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

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

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 ；究其

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

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 ；切己体察，

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

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

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

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

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

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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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

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

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

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

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

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

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

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

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

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

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

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 ③，令人对之肃

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

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 ；何子贞

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④。

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

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

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

执贽⑤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

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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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

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

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

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

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

现已全好。李碧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

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

已升陕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临候。英夷

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

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

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国藩手具。

注释
①负薪：背负柴草，史载汉代名臣朱买臣背

着柴草时还刻苦读书。牧豕 ：放猪。汉代函

宫一边放猪，一边听人讲解经书。

②数奇：指运气不好，事情不顺利。

③ ：指胸襟开阔。

④符契：符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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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贽：拜见师长时所持的礼物。

译文
十月二十一日，我收到了九弟在长沙发出的

家信，信中有九弟在旅途中的见闻日记六页，此

外还有一包药子。二十二日，又收到家中九月初

二日寄出的书信，获悉家中情况聊以自慰。⋯

自从九弟离开京城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心，

害怕道路上发生变故，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等读到家信，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历尽千辛万苦

才得以到达，幸运！真是幸运啊！姓郑的旅伴不

值得信任，我早知道了，郁滋堂这样好，我实在

感激不尽。九弟到达长沙时为何没有提到彭山屺，

这是什么原因？听说为祖母买了皮袄，这非常好，

足以弥补我不能尽孝的过失。

四弟来信写得很详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

都是发奋自励的志向。不过他一定要外出求学，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过是说家塾学堂离家里

太近，容易影响学习，不如外出能有一个安静

的环境。然而外出求学，不会有杂事影响学问。

可如果是外出边学习边教书，那耽搁的时间恐

怕比在家塾里还要多。康企鹅真要发奋自励，

那么不但家塾可以读书，就是在荒郊野外，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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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闹市也一样可以读书，背柴放牧都可以读书；

如不能发奋自励，那么不但家塾里无法读书，⋯

就是再清静的地方、神仙的居所也无法安心读书，

何必要选择地方，何必要选择时间，只要扪心自

问：是不是真的想要发奋读书！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表同情。

不过，仅仅因为科考遇到小小的不利就大发牢骚，

我心中也会暗笑你志向太小，成就不了大事。君

子确立志向，应该有包容万民万物的器量，有内

修圣人德行，外建王者武功的

信心，这才不辜负父母的养

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

完美无缺的圣人。所

以君子会为自己不如

舜、周公而忧虑，会

为自己德行没有进

步，学问没

有长进而忧

虑。所以，

君子会

为 顽 固

不化的

小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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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会为蛮夷侵犯华夏而忧虑 ；会为小人得志

而贤人远处江湖而忧虑 ；会为升斗小民没有得到

朝廷的恩泽而忧虑。这就是圣人通常所说的悲天

命而怜悯穷苦的百姓，这才是君子的忧虑。至于

个人的荣辱得失，一家人的饥和饱，世俗的富贵

贫贱，褒贬毁誉，君子才没有工夫为这些事情去

忧虑。

六弟科举受挫，就抱怨命运不顺，我私下里

笑他所忧虑的东西太小了。如果不曾读书也就算

了，只要自称为读书人，就应该按照《大学》中

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领有三个核心：明德、

新民、止于至善，这都是读书人分内的事情。如

果读了圣贤书却不能学以致用，提到这三点就认

为与己无关，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就算能写

文章能作诗篇，自命风雅地吹嘘自己，也只能算

得上一个识字的牧童！这种人怎么能算是明白事

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以制艺来录取士

人，也是希望士人能代替圣人立言，能够明白圣

贤的道理，按照圣贤的教诲行事，可以为国家管

理百姓，接人待物彬彬有礼。如果将明德、新民

看作分外的事情，那虽然能写文章能作诗篇，可

对于修身治人的道理还是茫然无知，朝廷用这种

人做官，和用牧童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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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就是自己立身需

要关注的事情，《大学》应修的科目共有八个方面，

在我看来，使人取得功效的地方只有两条 ：一条

是格物，一条是诚意。格物，是弄清事物由来的

原理；诚意，是凡事要身体力行。物是什么？物

就是事物的本和末。身体、心灵、意念、知识、

家庭、国家、天下都算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

我们日常所用的、所做的都是物。格是什么？就

是考究事物，研究其原理，比如孝敬父母，定期

探亲是物。研究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就是格物。追

随兄长是物，研究为什么应当追随兄长就是格物。

我的心，是物。研究自己存心的道理，广泛研究

心的省悟、⋯观察、涵养的道理，就是格物。我的

心是物，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是格物，我的身

体是物。研究如何爱惜身体就是格物。每日所阅

读的书，句句都是物；联系自身的情况，认真研

究书中每一句话的含义就是格物，这就是对事物

的认识。所谓诚意，就是明白的道理就要努力去

实践，这才是诚实的态度。明白一句就实践一句，

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做法。格物和诚意并重，这就

是下学和上达的境界了。

我的朋友吴竹如的格物工夫很深，每件事物，

都要弄清其中的道理。倭艮峰先生诚意工夫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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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写日记。一天之中的一念之差，每件事情

的过失，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用楷书工整书写，

每三个月合订一本，从乙未年起，至今已经装订

了三十本。因为他处世谨慎严肃，虽然偶尔也会

出现杂念，但马上就能克服，并记录下来。所以

他读的书，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药，现在我把

艮峰先生的日记抄写三页寄回家中，给弟弟们看

看。我从十月初一日起，也效仿艮峰先生，将每

天一闪而过的念头、每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记录

下来，以提醒自己改正错误，字体也写成正楷。

冯树堂和我同一天开始写日记，树堂非常虚心，

爱护我如同爱护兄弟一般，敬重我如同敬重老师

一般，将来一定有所成就。

我做事向来缺乏恒心，这次从写日记开始，

可以保证一生有恒心。有良师益友的帮助，我的

修养只能前进不能倒退。本来想把我的日记抄写

几页给你们看，但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要将本

子带回，所以来不及抄写了。如果十一月再有通

信，一定抄写几页寄回家中。

我的朋友中，倭艮峰的端庄严肃，令人肃然

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的精研究义，一言一事，

实事求是，都力求完美。吴子序、邵蕙西谈论经

学、深思明辨；何子贞喜欢谈论书法，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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