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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因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不同，相隔有如于壤，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不承
认他教子确实取得了成功。
本书初版于一九八六年，原收曾氏教子书一百四十篇今重加增订，加到一百五十九篇，确实以称为前
人教子很成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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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籍奔丧)  八月十二日(在湖北知长沙被围)  八月十三日(绕道益阳赶回湘乡)  八月二十六日(已到家痛
哭母亲)  九月十八日(居乡全守乡间旧样)咸丰六年三篇  九月二十九日(不愿子孙为大官)  十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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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先读胡刻文选)  十二月三十日(当效法高邮王氏)咸丰九年十篇  三月初三日(未读经文勿看经
义)  三月二十三日(学习书法之要领)  四月二十一日(望成余治学之志)  五月初四日(分类摘抄作文词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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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篇咸丰十一年十三篇同治元年十八篇同治二年七篇同治三年十篇同治四年二十一篇同治五年二十
三篇同治六年六篇同治七年四篇同治八年六篇同治九年六篇同治十年五篇附录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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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十月十四日□巴河    ○婚后应率新妇力行早起。
    ○欲求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坐行客止，均须厚重，力戒轻佻。
字谕纪泽儿：    接尔十九、二十九日两禀，知喜事完毕，新妇能得尔母之欢，是即家庭之福。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
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
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
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
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
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
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
尔若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
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
    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
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
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此外教尔之事，则详于寄寅皆先生“看、读、写、作”一函中矣，此谕。
□七月二十四日□祁门    ○看、读、写、作，逐日无间，尚可有成。
    ○言语太快，举止太轻。
    ○皖南有左，江西有鲍，均可放心。
字谕纪泽：    前接来禀，知尔钞《说文》，阅《通鉴》，均尚有恒，能耐久坐，至以为慰。
    去年在营，余教以“看、读、写、作”四者阙一不可。
尔今阅《通鉴》，算看字工夫；钞《说文》，算读字工夫。
尚能临帖否?或临《书谱》，或用油纸摹欧柳楷书，以药尔柔弱之体，此写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
    尔去年曾将《文选》中零字碎锦分类纂钞，以为属文之材料，今尚照常摘钞否?已卒业否?或分类钞
《文选》之词藻，或分类钞《说文》之训诂，尔生平作文太少，即以此代作文工夫，亦不可少者也。
    尔十馀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及今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间，尚可有成。
    尔语言太快，举止太轻，近能力行迟重二字以改救否?    此间军事平安，援贼于十九、廿、廿一日扑
安庆后濠，均经击退。
廿二日自巳刻起至五更止猛扑十一次，亦竭力击退。
从此当化险为夷，安庆可望克复矣。
    余癣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无他病。
皖南有左、张，江西有鲍，均可放心。
目下惟安庆较险，然过廿二之风波，当无虑也。
□八月二十四日□安庆   ○嫁女奁资，限定二百。
   ○处乱世当力戒奢侈，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过于绚烂。
字谕纪泽：    八月廿日胡必达、谢荣风到，接尔母子及澄叔三信，并《汉魏百三家》、《圣教序》三
帖。
廿二日谭在荣到，又接尔及澄叔二信，具悉一切。
    蔡迎五竟死于京口江中，可异可悯，兹将其口粮三两补去，外以银廿两赈恤其家。
朱运四先生之母仙逝，兹寄去奠仪银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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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姑娘之女一贞于今冬发嫁，兹付去奁仪十两。
家中可分别妥送。
    大女儿择于十二月初三日发嫁，袁家已送期来否?余向定嫁奁之资二百金，兹先寄百金回家制备衣物
，馀百金俟下次再寄。
其自家至袁家途费暨六十侄女出嫁产仪，均俟下次再寄也。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
    牧云舅氏书院一席，余已函托寄云中丞，沅叔告假回长沙，当面再一提及，当无不成。
    余身体平安。
廿一日成服哭临，现在三日已毕。
疮尚未好，每夜搔痒不止，幸不甚为害。
满叔近患疟疾，廿二日全愈矣。
    此次未写澄叔信，尔将此呈阅。
字谕纪泽：    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陈家择于正月二十日入赘。
澄叔欲于乡间另备一屋，余意即在黄金堂成礼，或借曾家坝头行礼，三朝后仍接回黄金堂。
想尔母子与诸叔已有定议矣。
    兹寄回银二百两，为二女奁资。
外五十金，为酒席之资，俟下次寄回(亦于此次寄矣)。
    浙江全省皆失。
贼势浩大，迥异往时气象。
鲍军在青阳，亦因贼众兵单，未能得手。
徽州近又被围，余任大责重，忧闷之至。
    疮癣并未少减，每当痛痒极苦之时，常思与尔母子相见，因贼氛环逼，不敢遽接家眷。
又以罗氏女须嫁，纪鸿须出考，且待明春察看。
如贼焰少衰，安庆无虞，则接尔母带纪鸿来此一行，尔夫妇与陈婿在家照料一切。
若贼氛日甚，则仍接尔来此一行。
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
    纪鸿县府各考，均须请邓师亲送。
澄叔前言纪鸿至书院读书，则断不可。
    前蒙恩赐遗念衣一、冠一、搬指一、表一，兹用黄箱送回（宣宗遗念衣一、玉佩一、亦可藏此箱内
），敬谨尊藏。
此嘱。
字渝纪泽：    正月十三四，连接尔十二月十六、廿四两禀，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缄，备悉一切。
尔诗一首，阅过发回。
    尔诗笔远胜于文笔，以后宜常常为之。
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
今年亦当间作二三首，与尔曹相和答，仿苏氏父子之例。
    尔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
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来丁带至营中。
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
    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
今之奇观。
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外之钜制，文字中之
尤物也。
    尔于小学粗有所得，深用为慰。
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教子书>>

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从事戎行，未能卒业，冀尔竟其绪耳。
    余身体尚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积压。
癣痒迄未甚愈。
家中索用银钱甚多，其最要紧者，余必付回。
    京报在家，不知系报何喜?若节制四省，则余已两次疏辞矣，此等空空体面，岂亦有喜报?□二月十
四日□安庆    ○贼屡犯上海，洋人助守，尚幸无恙。
    ○刻刻谨慎，时存临深履薄之想。
    ○鸿儿赴考，须请寅师往送。
字谕纪泽：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廿三日来禀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
二女正月廿日喜事诸凡顺遂，至以为慰。
    此间军事如恒。
徽州解围后贼退不远，亦未再来犯。
左中丞进攻遂安，以为攻严州保衢州之计。
鲍春霆顿兵青阳，近未开仗。
满叔在三山夹收降卒三千人，编成四营。
沅叔初七日至汉口，十五后当可抵皖。
李希帅初九日至安庆，三月初赴六安州。
多礼堂进攻庐州，贼坚守不出。
上海屡次被贼扑犯，洋人助守，尚幸无恙。
    余身体平安。
今岁间能成寐，为近年所仅见。
惟圣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
已。
    今年县考在何时?鸿儿赴考，须请寅师往送。
寅师父子一切盘费，皆我家供应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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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前人教子很成功的记录                                                    钟叔河    在戏台上，“衙内”是不受欢迎的脚色
；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绔的别名。
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一回很有一点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这跟花柳病不同
，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
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哥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风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
雏凤。
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出名的“不肖”。
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嚟诗钞。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一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
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逼女不食而死的海忠介公，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
凤，至少也得攀龙附风；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变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
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成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戏台上和街谈巷议提供
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日不宜呢?    我喜欢读历史，这里说的，当然只限于过去皇帝老子统治下的
情形。
可是，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
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
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
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
得相当成就。
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昭璚和曾约农这
样的学者和教育家，这是什么缘故呢?    据我看，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
以其道”。
其成功之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早
成名。
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
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
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
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
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
⋯⋯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文章早已有成，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
藩也不允许，谕之日：“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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