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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评&ldquo;千古第一家训&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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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晚清中兴名臣之首&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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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誉之者则为圣相，谳之者则为元凶。
&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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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誉之者&rdquo;还是&ldquo;谳之
者&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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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人必有家，家必有训&rdquo;。
中国的家训传统，自古及今，源远流长。
　　那么，什么是家训呢？
　　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说过一句名言：&ldquo;他日趋庭，叨陪鲤对。
&rdquo;说的正是早期的家训。
《论语&middot;季氏》篇记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ldquo;学诗乎？
&rdquo;对曰：&ldquo;未也。
&rdquo;&ldquo;不学诗无以言。
&rdquo;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ldquo;学礼乎？
&rdquo;对曰：&ldquo;未也。
&rdquo;&ldquo;不学礼无以立。
&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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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你开始学诗（一说学习《诗经》）了吗？
&rdquo;孔鲤回答说没有。
孔子于是说：&ldquo;不学诗，怎么会说话呢？
&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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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你开始学礼了吗？
&rdquo;孔鲤回答说没有。
孔子于是教训说：&ldquo;不学礼，不知礼，怎么能立身于世呢？
&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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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不学诗无以言&rdquo;和&ldquo;不学
礼无以立&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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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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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不学诗无以言&rdquo;、&ldquo;不学礼无以立&rdquo;，以及周公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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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ldquo;君子所其无逸&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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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rdquo;的人生信仰与素来的家训教育不谋而合，在&ldquo;家天下&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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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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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修齐治平&rdquo;、&ldquo;家国天下&rdquo;信仰的推崇，&ldquo;修身
齐家&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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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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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教&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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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家训&rdquo;才开始正式得名，但
在这之前，大量的&ldquo;家诫&rdquo;、&ldquo;家范&rdquo;与&ldquo;诫子书&rdquo;其实都是标准的
家训文献。
就算自颜之推后&ldquo;家训&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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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家训&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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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家
训&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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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曾国藩家训》。
　　二、家训之首　　我们称《曾国藩家训》为&ldquo;千古家训之首&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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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教育家&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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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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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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
&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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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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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p;&hell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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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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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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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功夫&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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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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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千古家训之首&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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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不求闻达于诸侯&rdquo;，最后却能&ldquo;诸葛大名垂宇宙&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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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曾氏家训&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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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rdquo;成为坊言流传颇广的&ldquo;警世通言&rdq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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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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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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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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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立足家教思想主题，全新阐释传世典范，集家教智慧和励志功能于一体
，令广大读者朋友深受启发。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主要从四个部分来全新阐述曾国藩家训的智慧与思想。
其中上册第一部分为“识己篇”，即修身、养性，这就是自立、自达；上册第二部分为“识人篇”，
即识人、用人，这就是立人、达人。
这两个部分浑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正因为曾国藩能够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他的家训智慧与思想，才会令后人所传颂和景仰。

　　当然，仅仅有了思想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深层次的论证和阐述真正能做到既自立又
立人，既自达又达人的关键所在——知行合一，作者在本书下册的“识事篇:
刚柔并济”与“识道篇:明强挺经”中，具体介绍了曾国藩家训在面临现实环境与具体事务时的超人智
慧，即曾国藩家训思想中行动力与执行力的培养。
行动力与执行力是我们现代社会常提的两个词，在曾国藩的时代，他只把这其中的智慧归结为两个字
：“柔”与“刚”。
曾国藩所谓知行合一、明强挺经，其实都离不开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也是他处世智慧、行动智慧的关键所在，本书具体阐释了柔和刚里各自有的丰富内涵，指出
《挺经》之“刚”是一种临事之刚，强毅自胜的“自胜之刚”,是一种克难、克惰之刚，它是一种临事
、遇事时“刚”的智慧，更是一种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刚”的智慧。
因此，刚柔并济的内涵不仅有强大的行动能力，还有完美的执行力。

　　另外，本书下册中还提到了曾国藩的家训中有一个著名的“五到”理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
、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
这是对家人子弟提出的一种修身乃至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的要求，并因此开辟了中国由农业文明开始
向工业文明跨进的洋务运动，这些都说明曾国藩的身上有着强大的行动力，也就是鲜明的实践精神。
所以他在家训中教育子弟时有一句名言，叫做“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总之，本书令读者可以亲身感到受曾国藩家训的精神与其情怀。
曾国藩常说“人生需有根柢，方可撑持世间变化”（《曾国藩全集?家书》），这种可以撑持人世间风
雨、坎坷、挫折、变化的人生“根柢”，就是那种精神、信仰、理想与情怀。

　　本书体例新颖，既有精心提炼郦波老师经典评说的“郦波励语”，为家长和广大读者朋友指点迷
津，又有集中收录的涉及相关历史知识链接，为本书提高了丰富的附加值。
由此，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编排体例而言，本书堪称是优于同类图书的上乘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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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郦波，1972年4月17日出生，祖籍江苏省丹阳市。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
2009年10月初，他在《百家讲坛》主讲《大明名臣：风雨张居正》后一炮走红，被誉为百家讲坛"学术
小生"。
2010年8月，《百家讲坛》连续播出他主讲的《大明名臣：抗倭英雄戚继光》、《大明名臣：于谦》、
《大明名臣：海瑞》，新书《抗倭英雄戚继光》、《清官海瑞》和《救时宰相于谦》也同步与读者见
面，形成"大明四大名臣"系列。
他在百家讲坛主讲的《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也将于2011年2月与观众见面，同名新书也将由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同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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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上册）
　序：评“千古　第一家训”
　识己篇　修身齐家
　　第一讲　从笨小孩到一代大儒
　　　笨小孩
　　　小气与遗憾
　　　华丽的转身
　　第二讲　纳妾风波与人生信仰
　　　风波
　　　传说
　　　信仰
　　第三讲　无一日不读书
　　　落榜
　　　买书
　　　耕读传家
　　　读书之法
　　第四讲　贫穷的富豪
　　　真假“穷”
　　　保身与善身
　　　“穷”道
　　第五讲　曾三戒
　　　父亲的忠告
　　　倭老师的方法
　　　唐老师的绝招
　　　淡与静
　　第六讲　最败人的两个字
　　　敲打李鸿章
　　　防惰
　　　克勤
　　第七讲　“八宝饭”与“八本堂”
　　　分钱惹的祸
　　　家国天下
　　　曾国藩的“家”法
　　第八讲　打脱牙，和血吞
　　　出山记
　　　长沙之辱
　　　忍字经
　　第九讲　养活一团春意思
　　　春意思
　　　趣字经
　　第十讲　我与我周旋
　　　男人戒烟
　　　日课十二条
　　　不死不休
　识人篇　立人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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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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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曾氏家训之谜　　有关曾国藩家训，有一个一直以来被人忽视的巨大悬案，即到底有无《曾国藩
家训》这本书。
　　多数人的回答都十分肯定&mdash;&mdash;当然有！
市面上早就有这本书，很多人都见过、买过、读过。
甚至早在晚清，就在曾国藩去世后没多久，他的学生李鸿章与李瀚章兄弟俩为他编撰的《曾文正公全
集》里就有一个单列的部分，与&ldquo;曾国藩家书&rdquo;并列，名日&ldquo;曾国藩家训&rdquo;。
　　可即使这样，我也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市面上不论有多少种版本的《曾国藩家训》，也没有一
种是曾国藩自己编写的。
所有的《曾国藩家训》都是后人以曾国藩的名义替他辑录的，当然，家训的内容都是曾国藩的原话，
只是成书的结构、布局、顺序却是出于后人的编排。
　　这样一来，至少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至少在曾国藩生前，虽然已经有（（曾国藩家书》这
本书面世，但绝对没有《曾国藩家训》这本书。
　　那好了，既然没这本书，我们为何也讲《曾国藩家训》呢？
　　这就要谈到曾国藩自己一个莫大的遗憾了，事实上曾国藩确实曾想写一部（（曾国藩家训》，但
可惜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写出来。
　　曾国藩在家书中谈到这种想法时曾说：&ldquo;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
&rdquo;（《曾困藩伞集&middot;家书》）也就是说，他想写本《曾国藩家训》，这种想法还跟他的九
弟曾国荃探讨过，看来是确有其事的。
　　但为什么又没写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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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家书对中国近代社会很有影响。
从解读他的家书入手来解读这个人物，角度选得好，值得一读。
　　&mdash;&mdash;著名历史学家唐浩明　　国有法，乡有约，家有训。
《曾国藩家训》经郦波先生评说，生动可读，足资借鉴。
　　&mdash;&mdash;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　　曾国藩在中困近代史上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但是，
曾国藩的家书却受到争议各方的一致重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曾氏家书在曾氏子孙的培养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mdash;&mdash;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　　郦波足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样的人所讲述的《曾国藩
家训》，才会更真、更新、更深刻。
　　&mdash;&mdash;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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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讲了曾国藩家训思想中&ldquo;修身齐家&rdquo;和&ldquo;立人达
人&rdquo;的智慧，也就是识己与识人的智慧、&ldquo;自立立人、自达达人&rdquo;的智慧。
下部讲的是家训思想中临事与处世的智慧，也就是行动力与执行力的培养。
两本书互为补充，令读者感到受曾国藩家训的精神与情怀。
曾国藩常说&ldquo;人生需有根柢，方可撑持世间变化&rdquo;，这种可以撑持人世间风雨、坎坷、挫
折、变化的人生&ldquo;根柢&rdquo;，就是那种精神、信仰、理想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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