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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曾國藩生於清朝嘉慶十六年(1811)，逝

於同治十一年(1872)，享年六十二歲，其一

生事功輝煌，身兼文學家、軍事家、實學家

等數職，堪為一代之能人。其教育子弟之

《家書》，於當時成為治家訓子之範本。不僅

如此，其中之教育思想和精神，對於現在教

育思潮之發展，呈現許多的啟示及意義，故

曾國藩亦可謂為一位成功之教育思想家。

後學研讀過《曾國藩家書》，對國藩以淺

顯易懂的言語，說樸實道理之教育方法；適

合個性，反覆砥礪的教學理念；並躬先表率

以為示範的教育原則，心中欽仰不已。再就

曾家子孫個個成材，子弟們在其專長領域中

皆各有所成就，曾國藩對子弟的教育成功與

否，便無可置喙。因之，後學嘗試由曾國藩

《家書》、《日記》中歸納整理其「教育思想」

之理念論述，呈現其中教育思想之特色、影

響及其啟示，期能有助於了解曾國藩之教育

思想，進而與現今教育相連繫，提供今之教

育工作者或為人父母者，更宏觀之教育思想

和啟迪。

貳、曾國藩教育思想之特色

國藩以重視家庭倫理、規劃生活作息、

崇尚完美人格和注重讀書治學為主體的思想

和言論，造就其一生之豐功偉業，亦充分顯

現中國傳統教育之風範及其特質，其生平事

蹟和教育思想，給予這個時代，具有下列八

個顯明之特色，茲分別論述之。

國藩的《家書》和《日記》中包含著其

治家教子之精華，刊行以來為學人士子所重

視，皆以此做為家訓之典範。畢誠(1994)就

曾云：「《曾文正公家訓》是清末曾國藩教子

書的彙編。這本家教書信集，在清末至民國

年間，數版印刷，廣為流傳。⋯⋯曾國藩的

教子書，反映了他的家教精神與方法。其精

神主要是「愛之以其道」。其教育方去有勸誡

子孫專心致志讀書修身，明確家庭教育目

的。有力戒奢侈，刻苦謹慎，衣食當與寒士

相同，著力培養子孫勤勞謙遜道德。有廣博

學習，嚴格要求，做人和學問方面注意身

教，不一味責備子女，而以自己切身體會來

與子女互相討論。」國藩不僅為子弟講述事

物之道理，更具體的指導子弟怎樣學習，把

方法講得清楚明白，且於學習之態度上要求

甚為嚴謹，凡此種種，彷彿國藩親身立於

前，口耳相授，耳提面命。

國藩重視「身教」，認為「身教」引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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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羨慕欽佩之心，進而啟動模仿學習之契

機，嘗曰：「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教子

侄，不在誨言之諄諄也。」國藩成長於健全

美滿之家庭，有嚴格之家訓和榜樣供其倣

效，故以教育諸弟子侄為己任的國藩，即須

有擔負子弟榜樣之作為。故當曾家家境，因

國藩考取功名擠入富貴世家，輒其亦不改祖

訓所遺「勤儉習勞」之本，以身作則，帶頭

示範，敦敦教誨諸弟子侄，從事「書、蔬、

魚、豬、早、掃、考、寶」等諸業，得知國

藩教育諸弟子侄，抱持著「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之觀念。

現今世人價值觀模稜兩可，導至於資訊

傳播之發達，傳播者經常出現於大眾之前，

其對學習者之影響力甚至超過教育者，故教

育者以身作則之示範，即需擔負起更重之責

任。

國藩認為兄弟之間的鼓勵和諫言為最真

誠，故在其教育思想中，存以與諸弟互相砥

礪之態度，做為事業相互扶持之助力。國藩

曾言：「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

不欲愛之以姑息。」知見國藩重視兄弟間互

相激勵之親情。

現今兄弟鬩牆之事件層出不窮，起因於

家庭倫理觀念的薄弱，及缺乏相互扶持的家

風，而國藩之教育思想特色之一，即認為家

人之間的鼓勵和規勸是最可貴、真誠的親

情，故此觀念是值得我們深思和重視。

曾家諸弟子侄，以至後代子孫皆有所成

就，深受國藩教育子女方法正確的影響，其

以「愛之以正」之方法教育他們。而「愛子

以正」為宋代朱熹所主張之教育觀，其曾

說：「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

欲其如何，則邪矣。」即是父母給予子女的

愛，應出自一種理智的愛，非過於寵溺的疼

愛之教育方法。故國藩教育子女以愛為始

點，以子女需更多關愛、更多教育為終點。

近人劉躍儒(2001)將國藩教育子女成功

之條件，歸納整理出以下三條：

（一）於子孫，只求其讀書明理，不求其

做官發財，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

名。

（二）絕不為子女謀求「特殊化」待遇。

（三）無論在讀書或做人方面，曾國藩對

子侄晚輩的要求都極其嚴格，但又不是一味

督責，而是視其身教重於言教，根據自己親

身體會，出之以討論研究的態度，所以指導

切實中肯，收效也就十分顯著。

曾國藩鼓勵弟子盡力而為，腳踏實地，

未曾利用官場之地位和聲望，為諸弟子侄謀

得一官半職，此種關愛子弟，卻不願子弟不

勞而獲的心，即是國藩教子「愛之以正」之

實例。

國藩認為子女之資質性情個個不同，若

僅是以制式之教育方式教學，子女的成長將

受到限制，因而國藩於教育子弟上，採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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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個人個性之教學，特舉出「養成性格」、

「培養興致」及「待人接物」三方面，說明國

藩以「適性而教」做為其教學之原則。

（一）養成性格

國藩常於家書中告訴諸弟子侄，其性格

之缺失，應如何克服改進。例如國藩曾分析

二子之行為舉止，提醒紀澤應注意穩重，紀

鴻應「勤」奮於事物。又三弟國華性情急

躁、好逞一時之快，國藩以言相勸，規勸其

應持溫文儒雅之性，勿逞強行出頭之慾，並

改國華字號為「溫甫」，期能時時引以為戒。

知見國藩教育子弟是針對個人的缺失，提出

改進之方法。

（二）培養興致

國藩教子弟讀書治學以「完善自己」為

其目的，非為他人而讀，亦非受功名利祿引

誘，亦非搪塞父輩，是故國藩談及讀書在於

讀之有味，讀出自己之興趣，進而以讀書為

樂，從讀書中取得無窮之好處，可見國藩教

育子弟讀書之態度上，是以培養自己讀書之

興趣為主要。

（三）待人接物

國藩曾就其子弟之資質、才識之多寡，

深入明白子弟性情，做為教育子弟待人接物

之依據，其在〈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與九弟

國荃書〉曾說：「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

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欲以養體，存倔

強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國藩深知諸弟

剛毅之性情，於待人接物上，輒以倔強之脾

氣招惹橫禍，故要求諸弟應存倔強之性情，

堅強意志力，即能於待人接物上顯得更為圓

熟。

國藩曾發「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之誓

言，期望能於德性術業上，創出一番事業。

故國藩本著儒家士子之思想，效法古代前賢

之作為，立定「民胞物與、內聖外王」之志

業，以修身養性增進品性為目標，終至完成

其一生事功名望。梁啟超稱讚國藩說：「曾

文正公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

之大人物也。然而文正固有超群軼倫之才，

在並時諸賢中，最稱純拙；其所遭遇時會，

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仍立德立功立言三並

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

得力在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

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利，銖積寸

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

以恆，勇猛精進，卓絕艱苦（梁啟超，

1962）。」國藩成就「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之事業，其達於儒家聖賢之色彩顯而

易見。

細讀《家書》和《日記》之內容，國藩

傳授其諸弟子侄之思想，如家庭教育中人倫

常理之重視，生活教育中養氣保身之觀念，

人格教育中慎獨德性之修養，治學教育中修

業衛身之理想，皆不離中國傳統文化之特

色。故此觀之，可謂國藩堅守儒家思想，給

予我們一個顯明之士子形象（張玉法，

1993），欲傳承此思想及精神於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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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國藩學術之成就，為樸拙務實之個

性，保持追求卓越之積極心態，加以「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之也」的踏實作

法，使國藩能承繼清代桐城一派之學風，並

發揚光大。胡適先生曾評價說：「平心而

論，古文學之，自然要算古文（自韓愈至國

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

可見國藩之古文造詣，於清代佔有一席之地

位，且有桐城派「中興者」或「繼承者」之

美稱。

反觀現今世人皆自虛自誇其智，而疏於

學、懶於問，以至虛有其表。國藩則自知其

性，勤於讀書治學，遇挫折非立即自餒，反

以務實之法，一步一趨完成使命，成就其豐

功偉業，是故國藩之作為，實是世人學習之

典範。

國藩曾曰：「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

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亦曰：

「人苟能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為

達此目標，國藩廣泛涉獵、認真研讀，提出

質疑，追求事實，盡其最大之努力。尤以在

京為官的十餘年，國藩得以進宮飽覽各代經

典古籍，扎扎實實的提升學術之基礎。

除此，國藩與一般人不同，在於其常反

省檢討自己學業是否有所進展，以鞭策自

我，能更透徹明瞭的掌握學問之根本。國藩

嘗言其讀書治學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

為其態度，以「終身學習，求真求實」為其

精神。如虛心向師友之聞問，使國藩讀書治

學之域更上層樓。嘗曰：「至鏡海先生處，

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竹如以一『耐』

字教我。」等等，皆為國藩虛心聞問而得。

參、曾國藩教育思想之影響

國藩《家書》自光緒五年刊行之後，於

當時取得不錯之反響，世人將其做為治家訓

子之範本。其中所呈現之「人品修養」及

「讀書治學」兩方面，對中國學子士人產生極

為深遠之影響。茲將此兩方面，略述如下：

舉世濁浪之晚清社會，國藩之人格表

現，可謂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朵奇葩。

入仕不久，其即立「不慕名利」之志向，以

為官者汲汲於升官發財為恥，發「拔於流俗」

之誓言，至始至終皆保持清正不阿之操守。

此一觀念，歸功於國藩出身於淳樸無華之一

般家庭。國藩不僅秉承此家風優良之習尚，

並以此為教材，教育諸弟子侄，做為傳承曾

家家風之樞紐。故國藩能從根源上懲窒貪

慾，即所謂「無慾則剛」，「無所不為」而後

方能「有所為」，此是國藩人格修養為人所稱

頌之處，亦是其博得群士、建功立業之基

礎。國藩雖非無瑕疵之「完人」，但其於傳統

文化，確有不可磨滅之貢獻，亦為吾人樹立

一個進德修業之典型，其影響力之廣無遠弗

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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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國藩讀書治學方法上，從《家書》

中，其強調「看、讀、寫、作」和「專精一

業、專攻一學」之觀點，亦可看出其重視子

弟讀書治學方面之教導。故錢賓四曾評論

曰：「若論近現代人論學，能有親切的指點

者，在清有湘鄉曾氏⋯⋯在其家書家訓中，

有不少方法指點，雖若卑之無高論，卻極親

切。如曾氏所說：治學貴有恆，一本書必須

從頭到尾通體讀。此語豈不只是老生常談，

似不成為一種學術專家之指示。其實讀書若

不能一書從頭到尾通體讀，無論是講科學方

法也好，提倡本位文化也好，總之是空論，

非實學（錢穆，1982）。」侯王渝亦評論：

「曾國藩以『涵泳』二字作為讀書方法之一

種，去教導他子弟，這種方法的確有他好

處：涵是如春雨之澗花，如渠之溉稻，雨之

潤花，過少則枯稿，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

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為學也是如此。適度不多也不少，如得魚水

之快的樂趣，才能成功（侯玉渝，1982）。」

事實確如錢、侯二氏所言，曾家子弟在國藩

嚴格要求及循循誘導之下，於讀書治學上承

繼其父之遺風。再者，國藩之讀書方法，對

於清末民初乃至整個中國的影響亦不能低

估，尤其是嫡傳子弟李鴻章、薛福成、黎庶

昌等人皆一秉師承。近人余英時讚嘆國藩讀

書治學之流傳深遠，曾曰：「從清末民初他

的《家書》、《家訓》流行甚廣，他的讀書觀

因此影響了好幾代的青年讀書者（余英時，

1993）。」可見國藩之讀書治學方法亦可為

現代所借鑑。

肆、曾國藩教育思想之啟示

現今教育正值混亂時期，蒙混不明之改

革，使得為人父母者憂心忡忡，不知所措。

學校教師亦為變動之教育政策所苦，幾乎無

法勝任教職，在如此惡劣之教育環境下，吾

人應回顧從前，參考先人所留下之寶貴經

驗，知往鑑今，開展視野，重新思索，追尋

問題之所在。故舉出「強調家庭之教育」、

「注重人格之培養」、「讀書為一切之本」、

「重視學習之過程」四個啟示論述，期能有助

於現今教育之進展。

國藩的教育內容深受古人之影響，其教

育內容目的，皆以延續曾家家族命脈為其目

標。然國藩更深入體認，家庭教育為任何養

成教育之原點。吾人可由國藩之生平和其教

育思想中，可觀察理出以下三點原因，堪能

啟發今人於教育子女之種種問題，以下述

之：

（一）人一出生即接觸家庭，家庭成員之

言行舉止和融洽氣氛，是學習者最直接，亦

是最親近之學習。

國藩生長於美滿家庭，祖父母及父母皆

是樸拙踏實之人，國藩深受其影響，故在其

性格上講求實際，在教育思想上亦甚務實。

再觀現今，吾人之行為舉止偏差，追究其家

庭之狀況，大都支離破碎，此因是無法給予

學習者一完整之示範是其一，父母雙方無法

嚴格管教是其二，造就出學習者之行為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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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戾，及人格性情之不健全，可知家庭教育

之重要性，於任何時代皆有其積極之意義。

（二）學習者之人格品性，雖可由讀書和

修養來臻於真善美，然學習者之人格素質養

成卻是在家庭中塑造成形。

國藩之性格養成於祖父的「勤儉」，吾人

可由其恪守「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勤

儉習勞之祖訓得知。且遺傳自母親倔強之性

格，促使國藩於處世治事態度，顯現出不服

輸，不自餒之個性，加之承繼父親之認真態

度，和祖母之細心謹慎，亦造就國藩一生認

真謹慎、反省改過。由此觀知，國藩之人格

素質養成於最親近之人。

（三）家庭教育傳承著古代「勤儉戒奢，

習勞戒惰」之優良傳統文化，及奠定社會經

濟生產和秩序穩定之基礎。

國藩承繼著曾氏家族務農樸素之本性，

不因家境之富貴興衰改變初衷，反以歸納祖

訓家規，整理閱歷心得，澤其後代子孫，使

後代子孫皆為社會中有所頁獻之人，可謂國

藩之家庭教育之成功。現今世人由貧苦生活

到富裕奢侈比比皆是。然而，父母若重視勤

儉勞動，未有子女奢逸怠惰，故家庭教育不

完整，而後養成之教育將無法銜接。

古代教育雖未分門別類，然甚為重視個

人「人格」之養成。或可謂古代教育之意

義，在塑造一完整之「人格」，而國藩深受儒

家思想薰陶，為傳統教育中成功之例子，故

國藩嘗曰：「讀書只為『進德』和『修業』

二事。」因自身力求達於聖賢之人之標準，

並將其修養和自省歷程，轉傳授於諸弟子

侄，期望子弟亦能培養符合優家聖賢之完整

人格。

現今社會講求快速，甚少有人會停下腳

步思考切身問題，因而對人格價值茫然不

知。在學習事物過程中，皆僅以知識和技能

為主，反而忽略人格價值之培訓和養成。再

者，現今教育普及，學校教育提供多門之課

程、多元之評量，學生從做中學習知識技能

及人格發展，然家長往往僅注重學科成績，

而未重視其他術科之學習，如此缺乏人格培

養之教育，僅會訓練出一位缺少人文素養、

人格缺陷之高材生。

若觀國藩教育子弟之內容，規定「看、

讀、寫、作」做為子弟之功課，且督檢甚為

嚴厲。及與諸弟子侄談論書籍閱讀心得，以

增加知識累積，甚至要求諸弟子侄讀書來變

化氣質。種種之規定和要求，蓋因國藩認為

一切知識來源，皆得諸於典故書籍。國藩讀

書治學雖亦如古代士子，初為追求功名利

祿，但至京述職後，見古代典籍浩瀚，自覺

其學術涵養如滄海之一粟，即立志勤奮讀書

治學，至此，國藩治學讀書，可謂是為「學

問」而「學問」。不僅如此，應可謂國藩已跳

脫學問之功利面，更上一層追求卓越之成

就，而其實際做法即是終生學習、努力不

懈。

現今資訊傳播、電視媒體的發達，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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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速食文化」之主義下，造成大眾閱讀

習慣的改變，吾人每日閱讀書籍數愈來愈

少，甚至所得的知識或遭到紐曲，或非完整

呈現，或已摻雜眾人意見，其原始風貌已模

糊不堪，簡化而不需思考和體悟。此與國藩

讀書專精一書、宜求明白、有所心得之讀書

方法相去甚遠，是值得讓我們重視和關注。

或有人云今與古不同，實無法如古人讀書治

學之詳閱，或有人言雜務繁忙無時間閱讀。

然國藩治軍打仗，於兵荒馬亂之中，猶能閱

讀書籍，可見無時間閱讀書籍之理由，皆是

無稽之談，僅是於有無此心而已。

國藩雖明確的指示教育之目的，清楚的

指明學習之方法，然卻更重視切實之學習過

程。國藩常以旁觀者角度告知子弟缺失，使

子弟能從缺失中反省遷善，由體悟中了解道

理。如曰：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

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

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成敗勤惰，兒當自省

而圖自立焉。

國藩雖定今秋點畢之規定，然重在使紀

澤能自讀自思，自省自立，得其心得。又期

望子弟以書信寄來心得，做為心得交換，並

指點其中之謬誤，藉以引導子弟修正讀書之

所得，如曰：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

遙深，則如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

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

來。

由以上二則家書得知，國藩於教育子女

之時，雖明確的定下目標，然重點卻在於子

女自我學習之過程。

現今社會任何事物皆講求快速，在直接

要求看到明顯之效果下，往往造成捨本逐末

之現象，尤以教育方面，大時代要求立竿見

影，一般家長要求立見成效，然吾人皆忘古

人曾云：「百年樹人。」得諸知識和技能之

養成絕非一蹴可及。若僅重視目標之達成，

而忽視學習過程之所得，將使學問不夠踏

實。

伍、結論

總而言之，國藩一生堅定其信念，本著

儒家思想，闢聖哲完人人格之大道，達成德

性修養；勤習桐城文學，創清末湘鄉學風之

潮流，成就學術事業；承繼祖訓遺規，教子

弟家庭生活之技能，完成家道興盛責任；體

悟人生閱歷，傳承治世經綸之經驗，教育子

弟處世態度。其思想和言行務實而真切，其

教法多樣而流暢，值得現代或為人師者，為

人父母者借鑑及省思。

教
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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