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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道 是“ 君 子

之泽，五世而斩”，

但是曾国藩的家族

却是例外，曾氏家

族不仅十代没有出

过“败家子”，更是先

后走出了 200 多位

杰出人物，其中不乏

学术、科技、文化领

域的精英，打破了大

多数官宦世家“盛不

过三代”的魔咒，这

一现象至今仍被世

人津津乐道。

一个位于湖南

娄底双峰的边陲小

镇，为何会孕育出

英才辈出的家族？

近日，我们走进了

曾国藩故居，通过

与文物的“对话”，

来寻找藏在历史迷

雾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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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厚堂
概况：富厚堂是清代重臣曾国藩的第

三处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
由半月塘、半月台、宅东门、宅西门、全宅围
墙、毅勇侯第门楼、宅南公记书楼（求阙
斋）、朴记书楼（归朴斋）、宅北芳记书楼（艺
芳馆）、八本堂前后进主楼、思云馆、缉园十
景组成富厚堂建筑群。2006 年 5 月，富厚
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

②白玉堂
概括：白玉堂始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是曾国藩祖父曾星冈所营的住宅，是曾
国藩的第一故居，曾国藩在这里出生和长
大。建筑坐南朝北，砖木结构，沿中轴线对称
的典型明清湘中建筑风格。分两正四横，另
有私塾利见斋及粮仓。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
村白杨坪

③曾国藩家庭教育博物院
概括：由曾国藩第六代嫡孙曾樾先生领

衔倡办，建筑面积 2000余平方米，是曾国藩
故里文化旅游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
要配套场馆，也是国内首家曾国藩家教家风
主题博物院。馆内展陈曾国藩家族相关文
献、文物2000余件，许多文物具有可及性、专
题性、独有性、多样性和不可复制性。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荷塘
村涤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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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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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曾国藩次子）凭借在外交
场上的顽强交涉，不仅将损失减到最小，
还迫使沙俄退还侵占的两万平方公里土
地，这在鸦片战争后的中俄交往史中堪称

‘破天荒’的大事件，真好比‘熊口夺食’。”
在曾国藩故居的富厚堂里，讲解员葛振
宇说起曾氏家族子孙的成就时，游客们
时常会发出由衷的赞叹。

来自湘乡的罗艺萍就是游客中的一
员，她和丈夫带着刚上大学的儿子来到
曾国藩故居，参观完富厚堂后她感触良
深，尤其是 3座藏书楼让她印象深刻。
据了解，富厚堂共修建了公记、朴记、芳
记3座藏书楼。藏书楼里最多时收藏了
30多万卷书籍，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
私人藏书楼之一。

罗艺萍告诉我们，在曾氏家族看到
了良好家风的重要性，尤其是曾国藩每
天坚持读书，哪怕是军务最繁忙的时候，
也要骑着战马吟咏古人诗词，让她意识
到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富厚堂总占地面积 4万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
是当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乡间侯府，被
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它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曾国藩故居，因为富厚堂从
建成到曾国藩去世，他一次都没有去住
过，主要是供曾国藩的夫人及子女和儿
媳居住。

但是，富厚堂却是曾国藩立身处世、
修身治家的“精神坐标”，不仅影响了他
的子孙后代，更成为了传承湖湘文化、弘
扬家国情怀的重要基地，每天吸引着大
批学者与游客。

富厚堂内悬挂的“八本堂”横匾高度
概括了曾国藩家风家训的精髓：读古书
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
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
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
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在曾国藩家庭教育博物院内，一位
女性的故事让我们找到曾氏能成为百年
望族秘密的“最后一块拼图”，也让我们明
白了让曾氏家风家训真正具有富有生命
力的，还在于代代传承，并且与时俱进。

在公公曾国藩、婆婆欧阳夫人、丈
夫曾纪鸿、夫兄曾纪泽相继去世后，郭
筠成为富厚堂的主人，她亲手订立了
《曾富厚堂日程》教育后代。郭筠对曾
国藩家教思想体系的重大贡献，不仅是
摒弃了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传统观
念，赋予了家中女性与男子平等的受教
育权，而且还拓展了家教的影响范围，

“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把家
教的内涵上升到了乡风纯正、强国固根
的层面。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这个家族的精
神面貌真的是遥遥领先那个时代啊！

白玉堂位于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
坪村高嵋山下，是曾国藩的第一故居，曾
国藩便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白玉堂”三
字出自汉乐府古辞《相逢行》中的“黄金为
君门，白玉为君堂”。

远看白玉堂，犹如在群山之间观赏一
幅水墨画——水塘、白墙、瓦檐、古树，这
座明清湘中建筑风格的住宅，一下子就把
人的思绪拉回到历史长河，仿佛曾国藩的
童年就发生在昨天，他在屋檐下避暑乘
凉，在水塘中游泳嬉闹，在田野间飞奔疾
驰……

在白玉堂，有一个影响曾国藩一辈子
的人——曾国藩的爷爷曾星冈。曾家世
世代代勤奋劳作，到了曾星冈这一代，他
们家不仅拥有了一大片土地，还积攒了一
定的财富，使得曾星冈在少年时代衣食无
忧。但是，年少的曾星冈过于贪玩，喜欢
在街头与同龄人嬉戏，未能珍惜最佳的学
习时光。

人到中年，多次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后，曾星冈忽然意识到家族要兴旺，就要
靠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纵然有积银
积钱积谷积产积书也是枉然。

顿悟后的曾星冈开始重视对子女的
教育，立志要在务农世家里培养出一个秀
才，并且定下了“书、蔬、鱼、猪、早、扫、考、
宝”八字家训，其中读书、种菜、养鱼、喂
猪，为居家之事；起早、打扫、诚修祭祀、善
待邻里，是治家之法。这八个字后来逐渐
完善成“耕读传家”的家风。

在曾星冈的严格教育下，曾国藩的父
亲曾麟书自幼便勤勉读书，但是科举之路
并不顺畅，直到43岁才考上秀才，据说考
了17次。虽然屡次名落孙山，但曾麟书没
有气馁，他一边参加科举，一边在私塾当老
师，悉心教导自己的儿子曾国藩。曾麟书
教书的地方就是曾星冈营建的私塾——利
见斋，距离白玉堂只有几十米。

两代人的付出，最终实现了鱼跃龙门
的传奇。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连续落
榜后，曾国藩在第七次院试中考中秀才，
时年 21岁。随后，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开
始变得顺利，28岁进京考中进士，进入翰
林院。据统计，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
龄为 38岁，因此曾国藩考中进士的年龄
算得上比较年轻。

从白玉堂驱车数公里便到了“思云
馆”，这是曾国藩故居另一处重要居所，
中年的曾国藩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龙
场悟道”。

进入官场之初，曾国藩的仕途平步
青云，十年间七次晋升，连续跃升十级，
这在道光皇帝在位期间很少见。然而进
入咸丰七年，即 1857年，曾国藩遭遇了
人生中的“内忧外患”，一方面父亲过世，
另一方面他受到了领导的猜疑、同僚的
排挤。此外，他在江西与太平军的作战
中，屡屡受挫。

为了给父亲守制，曾国藩告假回到
了老家，并且亲自营建了思云馆，这一住
就是一年。

在丁忧期间，曾国藩整日忧心忡忡、
精神不振，于是他找来医生欧阳兆熊给
自己看病。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兼至交，
欧阳兆熊一下就看穿了曾国藩的心事，
于是他开了一本“药方”——《道德经》，
目的就是让曾国藩信奉道法自然的思
想，学会以柔克刚。

在思云馆的门口有一副曾国藩亲自
撰写的对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
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或
许这就是他参透自我后内心的真实写
照。

完成“悟道”回归官场后，曾国藩该
刚强时刚强，该退让时退让，收放自如，
游刃有余。最终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朝

廷的擎天一柱，被人称为晚清中兴第一
名臣，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
身。

在平定清朝内乱之后，曾国藩将主
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开眼看世界上，积极
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安庆军械所，与李
鸿章合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还安排了第
一批赴美的留学生，其中就有日后的中
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毋庸置疑，曾国
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对中国近
代史有着深远影响力。

作为一个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教育
的知识分子，却能以包容的心态学习外
国先进的知识，这与曾国藩从小生长的
环境密不可分。曾国藩的家乡正是湖湘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心忧天下、坚韧不
拔、经世致用、兼收并蓄、敢为人先便是
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

知名文史学者刘安定介绍，曾国藩
不仅精读船山书籍，还倾力校点、刻印
《船山遗书》，更难得的是他们这一代人
把王船山请进了孔庙，把他的学问作为
正学，让广大学子“效法前贤，澄清天
下”，继承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风。

自曾国藩起，湖湘文化开始“出圈”，
向来不怎么显然的湖南一时间英杰辈
出，近代开国将领中湖南人数众多，其
中，仅少将以上军衔的就多达 200 多
位。这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小镇做题家”的逆袭1

湖湘文化的“出圈”2

家风家训的传承3

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

鸟瞰曾国藩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