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格言联璧处事类原文释文 格言联
璧心得体会(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格言联璧处事类原文释文篇一

格言是文化的精髓，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和精神。而将多个格言联璧，不仅是对格言的延伸和扩展，
也是对格言之间内在联系的探寻和体现。以下是我对“格言
联璧心得体会”的个人见解和感悟。

首先，格言作为一种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对人们的生活与
处世态度有着指导意义，而将不同的格言串联在一起，不仅
可以增加语境的丰富性，还能展现格言之间的相互关联。比
如，在讲求现实效益的今天，人们常常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
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个格言就能够
指引我们正确的行为准则。只有全力以赴追求目标，才能化
解困境和困难，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要坚守道义，不可追
求虚名。这两句格言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成功的价值取
向应该是建立在道德底线之上的。

其次，将多个格言联璧还能够从不同角度诠释和强化一个观
点。比如，“有志者，事竟成；百折不挠，金石可镂”这两
句格言都表达了一个人在追求目标时应该具备的品质。一个
有决心、坚持不懈的人，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会毫不退缩，
这样的心态是成功的基础。同时，“金石可镂”，强调了一
个人能力的发展和进步是需要通过实践和打磨来实现的，只
有经过不断的努力和锤炼，才能最终达到目标。这两个格言



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不仅要有志向，还要有坚持和努力的勇
气，才能够取得成功。

再次，格言之间的联璧也能够展示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
在价值观念。例如，“礼尚往来”和“爱人者，人恒爱之”
这两个格言都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互助和温
暖的价值观。一个人只有懂得回报他人的善意和关怀，才能
够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两个格言的联璧，我们可
以看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亲友之情和待人接物的宽厚胸怀，
这种互帮互助的价值观正是我们应该学习和传承的。

此外，格言联璧还能够拓宽我们的思维视野和智慧空间。不
同格言之间的联璧，可以使我们有机地联系思考，形成更为
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例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和“知足者常乐；爱人者，人恒爱之”这两个格
言都体现了个人修身、内外一致的价值取向。只有身体力行
地做到守规矩、守诚信，才有资格去要求他人的守规矩、守
诚信。而“知足者常乐”，提醒人们要懂得满足，不贪心不
嫉妒，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快乐。这两个格言的联璧引发了
对个人修身养性和品德修养的反思，使我们明确了一个人真
正的幸福与快乐是在品行端正、心态平和中获得的。

最后，格言联璧还能够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和处事方法。当
我们内外统一认识到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就能够更好地找
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比如，“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和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两个格言都强调了及时弥补和修
正错误的重要性。在人的一生中，难免会犯错，但关键在于
能否勇于承认错误、及时改正和弥补，提高自己在生活和工
作中的表现。这两句格言结合在一起，给了我们在处理问题
时不断改进和追求卓越的指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
和困难。

综上所述，格言联璧是一种能够拓宽思维、指导行为的学习
方式。通过将不同的格言联璧在一起，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



领悟格言中蕴含的智慧和精神。格言的联璧不仅能够为我们
的生活和处世态度提供指导，还能够拓宽我们的思维视野、
引发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认同。让我们坚持学习和
传承格言的智慧，用格言联璧的方式开启一段灿烂而丰富多
彩的人生旅程。

格言联璧处事类原文释文篇二

格言是一种经过提炼的智慧箴言，具有简洁、深刻、引人深
思的特点。格言中的智慧指导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取得成功。
而“联璧”则是指将不同的格言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更加
有深度、有内涵的道德准则。在实践中，格言联璧常常给予
人们指引和帮助，下面我将从个人成长、人际交往、工作学
习以及社会责任四个方面，谈谈我对格言联璧的体会与心得。

首先，个人成长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个人成
长过程中，我们常常需要明确目标并坚定信心，才能在道路
上坚持不懈。其中有两条格言，一条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提醒我们在付出前要做好准备，另一条是“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告诫我们要抓住机遇。这两条格言联璧，顺利地帮
助我在个人成长中取得进步。比如，在考试前，我会提前做
好复习准备，保证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而在生活中，当我遇
到选择机会的时候，我会果断地抓住，不会再留下任何遗憾。

其次，人际交往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环节，通过交往，我们
可以获得友谊和支持，也能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在人
际交往中，我发现两个格言特别有帮助。一条是“诚实守信，
朋友才多”，另一条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两条格
言相辅相成，使得我的人际交往更加和谐。通过诚实守信，
我维护了与朋友之间的信任，使得友谊得以长久保持。而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则，则使得我的情绪不会被外在的环
境左右，可以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从容面对人际关系
中的各种挑战。



再次，工作学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工作学习中，
我发现两个格言特别对我有启发。“鞭笞自家人,水到渠成”和
“吹灯可熄，但不可弄灭希望”。这两条格言的联璧让我意
识到，不管工作学习中遇到多大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努力
奋斗，最终一定会取得成功。例如，在我最初做研究时，碰
到的困难实在太多了，但我一直坚信“水到渠成”，只要我
继续努力下去，一定能够取得成果。同时，即使面对挫折，
我也始终保持希望，不放弃追求，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许多看
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最后，社会责任是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承担的义务。在承担
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两个格言的重要性。一条
是“扶危济困，服务大众”，另一条是“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两条格言提醒我，无论是扶助困难的
人，还是保护社会环境，我们都需要付出努力。每个人都应
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持良好的品德，从自己做起，为社
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而言之，格言联璧是一种宝贵的智慧财富，对我们每个人
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通过将不同的格言联结在一起，我
们不仅可以形成自己的理念和准则，还可以在实践中取得成
功。无论是个人成长、人际交往、工作学习还是社会责任，
格言联璧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
们应该不断积累，并运用格言联璧的智慧，不断提升自己，
更好地适应和回应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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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联璧中有一联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
安。



为善最乐。

诸君到此何为。岂徒学问文章。擅一艺微长。便算读书种子。
在我所求亦耍不过子臣弟友。尽五伦本分。共成名教中人。

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聪明
用于邪路。愈聪明愈谬。而文学功名。适济其奸。

祭虽有仪。而诚为本。丧虽有礼。而哀为本。士虽有学。而
行为本。

飘风不可以调宫商。巧妇不可以主中溃词章之士不可以治国
家。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
满。

舍事功更无学问。求性道不外文章。

何谓至行。曰庸行。何谓大人。曰小心。何以上达。曰下学。
何以远到。曰近思。

竭忠尽孝。谓之心。治国经邦。谓之学。安危定变。谓之才。
经天纬地。谓之文。霁月光风。谓之度。万物一体。谓之仁。

以心术为本根。以伦理为桢干。以学问为灾。以文章为花萼。
以事业为结实。以书史为园林。以歌咏为鼓吹。以义理为膏
梁。以著述为文绣。以诵读为耕耘。以记问为居积。以前言
往行为师友。以忠信笃敬为修持。以作善降祥为受用。以乐
天知命为依归。

凛闲居以体独。卜动念以知几。谨威仪以定命。敦大伦以凝
道。备百行以考德。迁善改过以作圣。

收吾本心在腔子里。是圣贤第一等学问。尽吾本分在素位中。



是圣贤第一等工夫。

万理澄彻。则一心愈精而愈谨。一心凝聚。则万理愈通而愈
流。

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观天地生物气象。学圣贤克己工夫。

下手处是自强不息。成就处是至诚无妄。

以圣贤之道教人易。以圣贤之道治己难。以圣贤之道出口易。
以圣贤之道躬行难。以圣贤之道奋始易。以圣贤之道克终难。

圣贤学问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后世学问是两截。不修
己只管治人。

口里伊周。心中盗跖。责人而不责己。名为挂榜圣贤。独凛
明旦。幽畏鬼神。知人而复知天。方是有根学问。

无根本底气节。如酒汉欧人。醉时勇。醒来退消。无分毫气
力。无学问底识见。如庖人炀灶。面前明。背后左右。无一
些照顾。

理以心得为精。故当沉潜。不然耳边口头尔。事以典故为据。
故当博洽。不然臆说杜撰也。

只有一毫粗疏处。便认理不真。所以说惟精。不然。众论淆
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说惟一。不
然。利害临之而必变。

接人要和中有介。处事要精中有果。认理要正中有道通。



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
难。

古之学者得一善言。附于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
人。

古之君子病其无能也。学之。今之君子耻其无能也。讳之。

眼界要阔。遍历名山大川。度量要宏。熟读五经诸史。

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
不徒为章句。

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
欲则胸怀净。

一庭之内。自有至乐。六经以外。别无奇书。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

心不欲杂。杂则神荡而不收。心不欲劳。劳神则疲而不入。

心慎杂欲。则有余灵。目慎杂观。则有余明。

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

鱼离水则身枯。心离书则神索。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
坚不入。锐兵固甲。不能御也。

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
为。



不虚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进入不得。不开悟。便如胶柱
鼓瑟。一毫转动不得。不体认。便如电光照物。一毫把捉不
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车。陆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读书在有渐。渐乃克底有成。

看书求理。须令自家胸中点头。与人谈理。须令人家胸中点
头。

爱惜精神。留他日担当宇宙。蹉跎岁月。尽此身污秽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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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是一种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表达形式，它通过短短的
一句话，点燃人们的智慧火花，激励人们追求成功和幸福。
而当多个格言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产生
了更深远的反思和启示，这就是格言联璧。在这篇文章中，
我将分享我对“格言联璧”这一主题的体会和心得。

首先，格言联璧让我们意识到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人
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充满了坎坷和困难。例如，格言“书山
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勤奋和
努力，才能攀登高山和航向远方。另一个格言“失败乃成功
之母”也提醒我们，失败并不可怕，而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和
教训。当我们面对挫折和困境时，这些联璧的格言激励我们
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其次，格言联璧唤醒了我们对于自身行为和选择的思考。格
言不仅仅是一些智慧的陈述，更是一种行为的指引。比
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爱屋及乌”这两句格言告
诉我们，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善待他人。当我们面对
道德和伦理的选择时，这些格言提醒我们要始终以善良和正
直的心态去对待他人，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言辞
是否符合道义的要求。



第三，格言联璧引导我们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宽容。现代社会
充斥着繁杂的信息和矛盾的价值观，人们常常陷入焦虑和困
惑。格言联璧通过引领我们思考生活的真谛和价值，帮助我
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宁静。例如，“知足常乐”和“宁静致
远”这两句格言告诫我们，要学会满足当前拥有的，追求内
心的宁静和平和人生的发展。这些格言联璧激励着我们超越
物质欲望，追求更高尚的精神境界。

第四，格言联璧提醒我们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在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和疏
离。格言联璧通过呼唤我们的关注和理解，让我们意识到人
际关系的重要性和价值。例如，“和气生财”和“和而不
同”这两句格言告诉我们，人际关系的良好是促进合作和发
展的根本要素。这些联璧的格言提醒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
要保持平和、谦虚和尊重。

最后，格言联璧教会我们珍惜时间和机遇。时间是一把无情
的刀子，待在时间的浮沉中，随波逐流很容易被忽视。然而，
格言联璧警醒我们，我们需要珍惜时间，把握机遇。例
如，“时不我待”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两句格言提
醒我们，时间和机遇对于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格言联璧
激发我们抓住当下，发挥潜力，追求卓越。

总的来说，格言联璧是一种思维的碰撞和智慧的传递，它通
过短短的一句话，触发人们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对格言联璧
的体会和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
扩展我们的思维边界，提高我们的行为准则。格言联璧并不
仅仅是一串美丽的词句，它是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是我
们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有力支持。

格言联璧处事类原文释文篇五

《格言联璧》一书是集先贤警策身心之语句，垂后人之良范，
条分缕晰，情给理明。下面是《格言联璧》全文欣赏。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
安。

为善最乐，读书更佳。

诸君到此何为，岂徒学问文章，擅一艺微长?便算读书种子，
在我所求亦恕。不过子臣弟友，尽五伦本分，共成名教中人。

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聪明
用于邪路，愈聪明愈谬，而文学功名，适济其奸。

祭虽有仪，而诚为本;丧虽有礼，而哀为本;士虽有学，而行
为本。

飘风不可以调宫商，巧妇不可以主中馈，词章之士不可以治
国家。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满。

舍事功更无学问。求性道不外文章。

何谓至行?曰庸行。何谓大人?曰小心。何以上达?曰下学。何
以远到?曰近思。

竭忠尽孝，谓之心。治国经邦，谓之学。安危定变，谓之才。
经天纬地，谓之文。霁月光风，谓之度。万物一体，谓之仁。

以心术为本根，以伦理为桢干，以学问为菑畲，以文章为花
萼，以事业为结实，以书史为园林;以歌咏为鼓吹，以义理为
膏梁，以著述为文绣，以诵读为耕耘，以记问为居积;以前言
往行为师友，以忠信笃敬为修持，以作善降祥为受用，以乐
天知命为依归。



凛闲居以体独，卜动念以知几，谨威仪以定命，敦大伦以凝
道，备百行以考德，迁善改过以作圣。

收吾本心在腔子里，是圣贤第一等学问;尽吾本分在素位中，
是圣贤第一等工夫。

万理澄彻，则一心愈精而愈谨。一心凝聚，则万理愈通而愈
流。

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观天地生物气象，学圣贤克己工夫。

下手处是自强不息，成就处是至诚无妄。

以圣贤之道教人易，以圣贤之道治己难;以圣贤之道出口易，
以圣贤之道躬行难;以圣贤之道奋始易，以圣贤之道克终难。

圣贤学问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后世学问是两截，不修己
只管治人。

口里伊周，心中盗跖，责人而不责己，名为挂榜圣贤，独凛
明旦，幽畏鬼神。知人而复知天，方是有根学问。

无根本底气节，如酒汉欧人，醉时勇，醒来退消，无分毫气
力。无学问底识见，如庖人炀灶，面前明，背后左右，无一
些照顾。

理以心得为精，故当沈潜，不然耳边口头尔。事以典故为据，
故当博洽，不然臆说杜撰也。

只有一毫粗疏处，便认理不真，所以说惟精;不然，众论淆之
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说惟一;不然，



利害临之而必变。

接人要和中有介，处事要精中有果，认理要正中有道通。

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

古之学者得一善言，附于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

古之君子病其无能也，学之;今之君子耻其无能也，讳之。

眼界要阔，遍历名山大川;度量要宏，熟读五经诸史。

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
不徒为章句。

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
欲则胸怀净。

一庭之内，自有至乐;六经以外，别无奇书。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

心不欲杂，杂则神荡而不收;心不欲劳，劳神则疲而不入。

心慎杂欲，则有余灵;目慎杂观，则有余明。

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

鱼离水则身枯，心离书则神索。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
不入，锐兵固甲，不能御也。



把意念沈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
为?!

不虚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进入不得;不开悟，便如胶柱鼓
瑟，一毫转动不得;不体认，便如电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
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车，陆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读书在有渐，渐乃克底有成。

看书求理，须令自家胸中点头。与人谈理，须令人家胸中点
头。

爱惜精神，留他日担当宇宙。蹉跎岁月，尽此身污秽乾坤。

戒浩饮，浩饮伤神。戒贪色，贪色灭神。戒厚味，厚味昏神。
戒饱食，饱食闷神。戒妄动，妄动乱神。戒多言，多言伤神。
戒多忧，多忧郁神。戒多思，多思挠神。戒久睡，久睡倦神。
戒久读，久读枯神。

性分不可使不足，故其取数也宜多。曰穷理，曰尽性，曰达
天，曰入神，曰致广大、极高明。情欲不可使有余，故其取
数也宜少，曰谨行，曰慎行，曰约己，曰清心，曰节饮食、
寡嗜欲。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
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清明以养吾之神，湛一以养吾之虑，沈警以养吾之识，刚大
以养吾之志，果断以养吾之才，凝重以养吾之气，宽裕以养
吾之量，严棱以养吾之操。

自家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不好处，
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天。



以虚养心，以德养身，以仁养天下万物，以道养天下万世。

涵养冲虚，便是身世学问。省除烦恼，何等心性安和!

颜子四勿，要收入来;闲存工夫，制外以养中也。孟子四端，
要扩充去;格致工夫，推近以暨远也。

喜怒哀乐而曰未发，是从人心直溯道心，要他存养。未发而
曰喜怒哀乐，是从道心指出人心，要他省察。

存养宜冲粹，近春温;省察宜谨严，近秋肃。

就性情上理会，则曰涵养。就念虑上提撕，则曰省察。就气
质上销镕，则曰克治。

一动于欲，欲迷则昏。一任乎气，气偏则戾。

人心如谷种，满腔都是生意，物欲锢之而滞矣，然而生意未
尝不在也，疏之而已耳。人心如明镜，全体浑是光明，习染
熏之而暗矣，然而明体未尝不存也，拭之而已耳。

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因循人似闲，人中常有余忙。

寡欲故静，有主则虚。

无欲之谓圣，寡欲之谓贤，多欲之谓凡，徇欲之谓狂。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人之心境，多欲则忙，寡
欲则闲。人之心术，多欲则险，寡欲则平。人之心事，多欲
则忧，寡欲则乐。人之心气，多欲则馁，寡欲则刚。

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四者，切己良箴。忌多欲，
忌妄动，忌坐驰，忌旁骛;四者，切己大病。

常操常存，得一“恒”字诀。勿忘勿助，得一“渐”字诀。



敬守此心，则心定;敛抑其气，则气平。

人性中不曾缺一物，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君子之心不胜其小，而气量涵盖一世。小人之心不胜其大，
而志意拘守一隅。

怒是猛虎，欲是深渊。

忿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惩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心一模糊，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
执着，万事不得自然。

一念疏忽，是错起头。一念决烈，是错到底。

古之学者，在心地上做功夫，故发之容貌，则为盛德之符。
今之学者，在容貌上做功夫，故反之于心，则为实德之病。

只是心不放肆，便无过差。只是心不怠忽，便无逸志。

处逆境心，须用开拓法。处顺境心，要用收敛法。

世路风霜，吾人炼心之境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
世事颠倒，吾人修行之资也。

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
临深履薄处得力。

名誉自屈辱中彰，德量自隐忍中大。

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
恬淡是养心第一法。



喜来时一检点，怒来时一检点，怠惰时一检点，放肆时一检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