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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

官风不正、世风日下。《曾国藩家书》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治学、齐家、为官的道

理：修身之德贵在恪守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守则；治学之德贵在不求功名富

贵而求诚正修齐；齐家之德贵在孝悌、勤俭与睦邻；为官理政之德贵在清、慎、

勤。曾国藩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法、榜样教育法、自我教育法、隐性教育法和因

材施教法，很好地解决了子弟的立德问题。曾国藩的道德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化解人与社会的现

代性危机，纠正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偏差，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以官

德修养根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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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琴：《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

大会上强调，“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

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１］。家书、

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道德

价值观与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

多义理相通之处［２］。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湘

乡曾氏家族因其良好家风的影响，至今人才辈

出、长盛不衰。最能体现曾氏家族家训思想的

是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书信，后整理编撰成《曾

国藩家书》，１５００多封家书包含家常琐事、做人

道理、治学方法、为政之道。本文拟以《曾国藩

家书》为蓝本，重点研究曾国藩在修身、治学、

齐家、为政等方面的道德教化思想方法及其在

当代的价值，以求教于学界。

　　一、《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

内容

　　传统儒学将“内圣外王”作为读书人之终

极理想，这一理想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路

径来实现的。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

提，立德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受儒学

影响至深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弟时，非常重视道

德教化，将立德贯穿其始终。

１．修身之德

修身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理想人格

的基础，即一切事业的成败皆以修身为本。曾

国藩一生都在践行修身的功夫，拜唐鉴习

“静”、拜倭仁习“慎独”、订日课册、坚持写日

记、改名“涤生”……他提出的“慎独、主敬、求

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既有对先贤的继承和

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省悟。

（１）慎独则心安

慎独即谨慎独处，是指个体在无外在监督

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高度自觉，遵守道德规

范，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之事。曾国藩曾说，“独

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

生一念之妄……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

诚”［３］，认为慎独的伦理价值是用于区别君子

与小人的，而慎独的实践意义在于心安。自修

之道最难是养心，能慎独者，则能省己身；常省

己身者，则无内愧之事；心无内愧之事，则笃定

淡然。因此，慎独乃修身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

乐之方。

（２）主敬则身强

曾国藩认为，主敬即“内而专静纯一，外而

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４］。此“敬”既是道德

规范又是修身方法。在《居敬箴》中，曾国藩把

居敬看成包医百病的良方，将“敬”列为日课之

首，并提出具体实施细则：“整齐严肃，无时不

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５］此后，他便守主敬至

终身，不敢曾稍有陨越。

（３）求仁则人悦

求仁指人要有博爱之心、宽容之心、慈悲之

心。曾国藩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

之量”［６］１５５，意指要爱人和一切物类，要做到己

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曾国藩的求仁思想本

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是对现实社会的

深切关怀。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求仁，则是悖

德之人；如果能够做到求仁，则人有不悦而归之

者乎？人悦即人人心悦诚服，是求仁的结果。

（４）习劳则神钦

习劳指人应该用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

位。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但是，

“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

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

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

莫大于习劳也”［７］７６３。因此，他要求自己和身边

人都要终身勤劳、刻苦学习，强调这不仅是创造

财富的手段，还是磨练筋骨、锻炼意志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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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更是一种道德追求。

２．治学之德

曾国藩将追求知识学问的目标首先确定在

遵德性的人格修养方面，他在家书中写道：“凡

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

明理之君子。”［６］４４０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是

曾国藩治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治学之德的基

本理念，其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１）君子重于大官

君子即有德之人，是自孔子以降儒家知识

分子的人格追求。曾国藩一直以君子之德形塑

自身、教化子弟。他认为“读书明理，志在圣

贤”才是读书的目的，即读书是为了做德才兼

备的君子，是为了德性修养的进步和提升，不能

把读书求学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读书人若做

不到《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至善”，就背离

了求学的初衷。之所以不能把当官作为求学的

目的，是因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而做人是一辈

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德性

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２）进德重于修业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

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

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６］４８

曾国藩认为，读书只为两件事，即进德和修业，

所谓进德，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核心是孝

悌仁义；所谓修业，即诗文作字，看读写作，提高

自身本领。在此二事中，曾氏始终把进德放在

首位，认为只有德行上进步，学业才能真正上

进。所以他说：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

《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

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

与我身子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

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８］。

（３）为学最要是虚心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常见朋友中有美

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傲气既长，终不进功，

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故吾人用功，力

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冷笑，乃有进步

也。”［６］曾国藩曾谆谆教导诸弟子为学要戒骄

戒傲，认为虚心是一种学习态度，是个人求知和

进步的动力，亦是一种美德。他反对读书人轻

率下结论，认为只有学习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评

论古人，读书人不要热衷名利，对知识还一知半

解就想著书立说，这是心态浮躁的表现。

３．齐家之德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承继了其祖父的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宝思想，其

中，“书”为读书学习，“蔬、鱼、猪、扫”表示耕作

自立，时刻保持寒士之风，“早”即不晏起，“考”

为孝敬长辈，“宝”乃敦亲睦邻。他终身实践并

将之写入曾氏家训中，坚持将读书修身、俭朴持

家、孝悌睦邻作为“八宝”的核心精神，成为曾

氏一门对子孙后代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

（１）孝悌乃齐家之本

孝是曾国藩齐家之德中最基本、最核心的

内容，也是其一生躬行履践的道德规范。在他

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涉及孝友之道的就有数百

封。曾国藩在写给长辈的信中，基本上都是先

写日常琐事：一段时间内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

事、家人身体如何等，看似繁琐嗦，实则是为

了让家中长辈放心，也是在实践其“事亲以得

欢心为本”［７］４１２的理念。他还要求子弟将孝的

范围扩大，不仅要对自己父母尽孝，也要对族中

长辈尽孝。

作为长子的曾国藩，把悌即教导关爱诸弟

作为孝敬父母的一部分，认为“为人子者，若使

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

孝”［６］７２。他时刻谨记家族使命，认为自己要成

长也要帮助兄弟进步。曾国藩家书中大部分内

容都是写给其兄弟的，内容涉及治学、做人、持

家、教育后代、带兵打仗、为官之道等。他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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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淳教导，时而严厉斥责，时而自我反省，时而

与弟共勉。当兄弟对其无端怨恨和有不情之请

时，他反省道：“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

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

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

兄弟为第一。”［６］８１对待弟弟的不满，不责弟而

责己，又曲意为之满足，体现了长兄的大度。

（２）勤俭乃齐家之魂

曾国藩时常教导子孙要保持耕读之家本

色，俭朴勤奋地过日子，不染官宦子弟的纨绔习

气，“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

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

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

等事，亦时时学习之”［６］３４８。曾氏时常教育后代

要自立、自强，并多次表示自己不会为子孙留钱

财，说“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

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

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

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

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６］２５０。他相信节俭既

是美德也能养德。在其家书中，随处可见他叮

咛家人生活要俭之言。他曾赠联给弟曾国潢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并在信中多次嘱咐：

“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

勤俭二字，别无做法。”［６］１３１７他还曾告诫儿子纪

泽“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的贱愈易长大，富

贵儿女愈看的娇愈难成器”［６］１６３１。曾国藩远过

庸常的眼光，正是他对子孙后代深厚永久的

关爱。

（３）敦亲睦邻乃齐家之道

曾国藩的“齐家八宝”中的“宝”指的就是

敦亲睦邻。他在京为官期间，凡往家中寄钱，总

不忘嘱咐留一份给族人和远亲，以敦亲睦邻。

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一则我家气运过

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

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

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

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

不为，后必悔之。”［６］１０３“持盈保泰”，就是在鼎盛

的时候保持低调谦虚，这样家运才能长久不衰。

这也是他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６］５５的体现，他

时常提醒弟弟们：“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

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６］１４４

４．为官之德

曾国藩一生倡导并践行“居官三鉴”即清、

慎、勤，这是其官德修养的核心准则和行为规

范。他曾作三字箴：“将此三字各缀数语，为之

书解。‘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

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

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９］后来，为了表

述更加明晰，曾氏又将清、慎、勤改为廉、谦、劳。

（１）居官要以清（廉）为先

在官德中，清（廉）、慎（谦）、勤（劳）三位一

体。曾国藩认为，清廉乃为官安身立命之本，是

第一准则。他反复告诫为官的弟弟：“为官莫

作名利双收之想，‘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

……要以‘廉’字自律。‘廉’则己身与随从之

众一尘之染，自无蒙蔽偏祖之虞。”［２３］清廉不仅

关涉官吏个人的德行优劣与官场上的进退成

败，而且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衰存亡。有

学者用大量的史实证明曾国藩在为官期间没有

一笔公款进入个人腰包，他死后的遗产只有３０

万卷藏书和一座藏书楼。这是他清廉的佐证，

也体现了他“藏书万柜可教子，遗金半两常作

灾”的思想。

（２）居官要以慎（谦）治骄

慎（谦）既是曾国藩修身之德的构成，也是

其官德修养的重要准则。宦海沉浮多年的曾国

藩用“以慎治骄，立于不败”时刻提醒自己。他

将“慎”细分为三慎。一曰慎言。“余生平颇病

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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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静中墨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

二者”［６］５０６。曾国藩认识到谨言慎语的重要性，

还指出前世卿大夫之衰、今朝官场之祸皆大多

因多言长傲所致，因此，他认为为官一定要谨言

慎语。二曰慎行。他反复告诫子弟，世间唯有

谦谨是载福之道，骄佚则易败家。他要求诸弟

时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骄佚”二字。三曰慎

交。曾国藩特别注重良友的选择，弟弟们外出

求学时，他告诫说：“择友则慎之又慎……一生

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６］７６

他常嘱咐家人不参与地方事务，不要与地方官

员过多交往，即使交往，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

疏之间。

（３）居官要以勤（劳）为本

勤（劳）不仅是曾国藩的修身齐家之美德，

更是他为官之德的核心道德规范，他认为勤政

是居官第一要务。为官之际，他常反省自己是

否勤政，基本做到了自己在《劝诫委员四条》中

所倡导的五勤，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

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未明而起，黎

明出巡查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幕

僚。以其余时披览书中，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

逸。尝称：时局艰难，唯劳动心力者可以补

救”［１１］。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官德境界不

止于此，他还提出为官要勤而不夸、劳而不求功

名。在家书中，他多次要求“吾兄弟既誓拼命

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

一字，不夸一句”［１２］。

　　二、《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

方法

　　曾国藩认为，在立德、立功、立言当中，立德

最难，其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修养才有所

成，尤其需要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道德教化方

法。《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方法总结起

来有以下几种。

１．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理论教育法与实践锻炼法是现代德育方法

论中的基本方法。前者是向受教育者灌输教育

内容，以理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后者是让受教

育者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其

优良品德和行为习惯。曾国藩对子弟的道德教

化，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事实、摆

道理，此乃理论教育法。除此之外，他还注重实

践锻炼法。他主张“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

之间”［６］９４，如谈及孝道，要求子女做事要让长

辈以得欢心为本；论及节俭，要求子女亲自添茶

倒水、拾柴耕种；论及求知与躬行，他对不善于

诗文的弟弟表明自己的态度，躬行重于求知：

“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

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

只算个名教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

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６］９４他回

家省亲必吃儿子亲手栽种的蔬菜，在京为官必

穿家中女眷亲手做的衣和鞋。通过这些方式，

曾国藩较好地达到了鞭策儿女学会做人、塑造

儿女们高尚人格和灵魂的教育目的。

２．榜样教育法

榜样教育法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进行

示范，帮助和启发教育对象，以提高其道德水平

的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旨在通过活生生的

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来进行教育，激发教育对

象产生思想情感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仿

效。与说理教育法相比，榜样教育法更富有感

染力和可接受性。曾国藩曾说，做好人、做好

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和好榜样。他一生

奉“内圣外王”为圭臬，以圣贤为榜样，严苛要

求自己，在“修、齐、治、平”上有所作为，成为家

族道德学问之楷模。他不但要求自己和诸弟以

身垂范教子侄，还将自己最崇拜的３２个圣贤写

进其《圣哲画像记》中，并言“此三十二者，师其

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１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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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写成后，他要求儿子设法寻找这３２位圣哲的

画像，并一一画好，存于家塾，作为家族子弟学

习效仿之榜样。

３．自我教育法

自我教育法是教育对象进行自我修养、自

我管理、自我鉴定，自觉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

平的方法。在儒家推己及人、修己安人的修身

活动中，修己是根本。因此，曾国藩非常重视

修身养心的方法。早年为克服不恒的毛病，他

订日课册，日课内容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

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

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等，自

３０岁后一生遵守，可见对自己要求之严。他

还坚持写日记，并在朋友间传阅，以督促自己

除掉恶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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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６他总结出一套以

思诚为根本，以居敬、主静、慎独相配套，以日

课、研几等为操作途径的内省修心方法体系，

并将之传给后人。

４．隐性教育法

隐性教育法是将德育内容渗透到日常生

活、工作和学习中，使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受

到熏陶的一种教育方法。曾国藩认为，环境好

坏对一个人成功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

庭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在给父母兄弟

子女的书信中，他反复叮嘱要打造“耕读孝友

之家”。他还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

影响。为了让孩子远离京城官宦子弟以免养成

不良习气，他虽在京为官，却让夫人带着孩子在

湖南老家居住学习。他积极为兄弟子侄择良师

选益友，为他们营造好的教育环境。在选择老

师方面，他的标准是不但要学问好，更要人品

好，在给儿子曾纪泽选择老师时他写道：“研生

兄（纪泽老师）亦山林寒苦之士，决无官场习

气，仅可放心。”［６］３８９“明年请师，仍请邓寅皆先

生。人品学问，皆为吾邑第一流人。”［６］５５９在择

友方面，他告诫诸弟和子侄，一生成败皆关乎朋

友之贤否，一定要慎之又慎。

５．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法是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即个

体差异出发进行有差别教育的一种方法。曾国

藩曾经用诗对三个弟弟分别做出了鉴定：“辰

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１４］辰君是曾

国潢，天智才干平平；午君是曾国华，很有才华；

老沅是曾国荃。针对几个兄弟的不同特点，他

分别对之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对于敢闯敢

干却狂傲的曾国荃，在肯定其优点的基础上指

出了其不足：“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

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３５］；而对于

为人谦卑的曾国葆，则在肯定其谦虚可爱的同

时，指出他还要自信自强、勇于进取；而对于才

智平庸的曾国潢，则安排其在老家主持家务，上

孝父母，下教子侄。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曾国藩

亦同样在深入了解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

教育方法。他因材施教的方法，有的放矢，针对

性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主持家务的曾国潢

秉承半耕半读之家风，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曾国荃军功赫赫，封一等伯爵，成为封疆大吏；

大儿子曾纪泽成为晚清知名的外交家，二儿子

曾纪鸿成为近代知名的数学家。

　　三、《曾国藩家书》中道德教化思想

之当代价值

　　不可否认，一切传统的道德思想和文化都

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思想精华不会

因朝代更迭、历史变迁而失去其价值。习近平

总书记曾说：“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

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

德的生活。”［３６］《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

想在今天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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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修身为本的内向超越修补现代性危机

儒家推行的修身之道是一种内向超越的方

法，作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认为修身是其“成

圣”的必经路径，践行《易经》所言的“穷理尽性

以至于命”的终身学习理念。他曾写下“不为

圣贤，便为禽兽”的警句以自勉，一生无时无刻

不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以追求至善为目的，坚

持自修之道，以内向超越为本，将内向超越与外

向超越结合起来，力争做到“内圣外王”，被后

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

相一完人”。重视内向超越的人，不会怨天尤

人，凡事都反求诸己。有此境界，生活自然幸

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社会应鼓励人们

从内向超越中找寻智慧，重视修身，有效地约束

自己的物质贪欲，进而克制征服性技术的发展，

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粗放型发

展方式。唯如此，才能走出现代性危机，提高人

们的幸福指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２．以至善为学观纠正功利主义教育的偏差

现代社会，功利性教育倾向越来越严重。

为就业前景而学、为晋升加薪而学、为职称名声

而学，盲目求学、跟风求学、读书无用论等，都是

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反映。过分强调教育的功利

性，会导致受教育者情感的逐渐缺失和人格的

逐渐矮化。在那些通过教育而“成功”的人士

中，不乏自私和失德之人，发展到最后，有可能

出现坏人统治好人、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如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将教育回

归其本真目的。《大学》将教育的目的界定为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曾国藩将此看作为

学的最高目标。他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

是为了做明礼诚信之君子；读书重在进德与修

业，在二者发生矛盾时，进德重于修业。他还主

张读书要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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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

忧也”［６］１５５。在曾国藩的教育理念中，教育的最

终目的是形成个人的小善和社会的大善。这种

教育理念提醒我们：只有将德性道德教育、人格

完善教育当作教育之终极关怀，才能实现个人

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

３．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细胞，家与国紧

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千家万户都好，

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

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

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１］近几年，国人热议家风，表面上看是对

一己之家的关怀，其实是对当下家庭道德领域

中诸多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下中国的家庭结构

与曾国藩时代有很大不同，现代家庭基本是

“一代化”“小型化”模式，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的

主要形式，老人逐渐被边缘化，家庭代际关系模

式、家庭功能、家风传承方式亦发生了变化。但

是，若能将曾氏的孝悌、勤俭、敦亲睦邻进行现

代性转化，依然能给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以

启示。

经久传唱的歌曲《常回家看看》，道出了现

代社会父母子女的关系越发向着平等相处、超

越功利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曾说“事亲以得欢

心为本”，这实际上是提醒现代人孝顺父母应

该关心父母真正需要什么，子女平安幸福、抽出

时间用心陪伴，或许是当下许多老年父母最在

意的。曾国藩认为，践行“兄友弟恭”既是一种

家族责任，更是孝顺父母的一种方式，在男女平

等的今下社会，悌道可以转换成兄弟姐妹之间

和睦相处的原则，即家庭内部责任和义务重于

回报与索取。

曾国藩常以书信告诫家人要敦亲睦邻，将

谦虚待人、为家族创造好的周围环境，视为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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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当今天社会的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变

化，与曾氏所处的传统社会相比亦有许多不同

的新特征，但是曾国藩处理邻里关系的经验和

道德要求，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现代城

市人生活节奏加快，大多数社区不是以血亲关

系或同事关系为基础的聚居，邻里关系生疏，互

帮互助亦少见，造成了城市家庭生存的孤独感，

邻里之间因为私占车位、噪音扰民、宠物惹事、

乱扔垃圾等而产生的矛盾层出不穷。法律和规

则不能完全解决这种现代城市病，还是要回归

到道德和人心，要让人们认识到“和”与“恕”的

价值，要让人们意识到良好的邻里关系于社区

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４．加强官德修养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做官先做人，

从政先立德”，官德淳则民风正，领导干部的官

德修养关乎政治清明、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

安。曾国藩的官德修养虽然有其时代性和阶级

局限性，但其中的道德力量对当下的反腐败工

作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１７］道德准则既有

时代性，又有历史联系性和继承性。我们应该

将曾国藩为官的“清、慎、勤”理念进行创造性

转化，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作为党员干部为政

的基本准则。曾国藩深知“吏畏吾廉、民服吾

公”的道理，坚持“唯俭可以养廉”的理念，始终

以“节俭、节用、节欲”自律，反复训诫家人不要

追求奢靡、贪图享受，要求下属不贪财、不苟取。

这些做法启示今日为政之人：为政清廉方能取

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公务人员必须

恪守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观，不廉不足以立身，

要坚守规矩、把牢道德底线，坚决抵制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曾国藩将为官之“勤（劳）”细分为五到：身

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启示我们：要大

兴实干之风，勤政为民，谨记“功崇唯志，业广

惟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下，我们应

将曾氏的“五到”与当前社会形势和工作结合

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身到”就是要亲自深

入到群众中去，探访民意，了解民情；“心到”就

是要做到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时时以民生

为念；“眼到”就是要及时了解各种公文、文件，

把握相关政策会议精神，及时关注民生新情况

新问题；“手到”就是要及时处理工作，不推诿、

不拖拉，并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工作方法做好

备案总结；“口到”就是要做好党和国家政策、

法律法规的宣讲工作，与民众平等细心交流，及

时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四、结语

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

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官风不正、世风

日下。对于这些问题，《曾国藩家书》给我们以

很大的启示。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

时，我们应寻觅一条走出困境的道德教化之路，

重构传统德性道德价值体系，将德性道德与规

范道德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

到自己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准确位置，处理好个

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关系。

要实现德性道德与规范道德的恰当融合，

构建新的德性道德价值体系，我们要做到：用规

范道德来约束人、完善人、引导舆论、改善民风，

让道德规范像法律一样成为调解人们基本行为

之必需；使传统独白式道德教化走向现代对话

式道德教化，引导个体对行为和动机进行深刻

反思，不断在反省中自我扬弃、净化心灵、提升

觉悟；加强道德教化的载体建设和环境建设，让

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与传统道德教

化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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