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与风骨高中 风骨心得体会(精选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与风骨高中篇一

风骨，不仅仅是指在外貌上的儒雅与自持。它更是一种内涵，
体现了一个人的品质和气质。风骨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
种精神内涵的体现。在我多年的生活中，不断地体会和感悟，
我发现风骨的内涵是深远而广泛的。下面我将就风骨的主题
展开探讨，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风骨的根基来源于内心修养。风骨这个词本身就体
现了一种精神和品质。一个有风骨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
遇下都能保持一种理性和淡然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来源并不
是来自外界的条件，而是我们内心的修养和自持。正如卢梭
所言：“风骨是心志的力量。”

第二段，风骨要求我们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不
懈。一个有风骨的人内心充满了对事业和理想的热爱和追求。
他们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反而能够在困境中找到突破的方
法和意志力。正如我们常说的：“风骨是闯关的态度。”

第三段，风骨是一种理性与淡泊的境界。风骨不同于世俗的
虚荣和功利，它更加关注内心的自我追求和对简约生活的向
往。一个有风骨的人会懂得拒绝虚华与物欲，追求精神的自
由与心灵的宁静。正如让-雅克·卢梭所言：“风骨不取决于
财富，而是属于那些在财富中找到自己的人。”



第四段，风骨要求我们在与人交往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
原则。一个有风骨的人会在面对外界的诱惑和困扰时坚守自
己的信念和原则。他们不会轻易妥协和迎合，而是会保持自
己的立场和独立性。正如康德所说：“风骨不是奴隶的本性，
而是公民的品质和品格。”

第五段，风骨要求我们要秉持人道主义和善良的心灵。风骨
不仅仅是一种修养和精神，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
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一个有风骨的人会善待他人，宽容他人
的过失，并且乐于助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言：“风骨是爱
心的滋养。”

在我多年的生活中，我深深体会到风骨的珍贵和重要。它不
仅是一种精神和品质的体现，更是我们修身养性和提高自己
内在素质的必修课。要拥有风骨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用心
去感悟和修炼。唯有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锤炼自己的心志和意
志力，我们才能真正拥有风骨。风骨的修炼不仅仅是对自己
的一种负责和对生活的态度，更是对社会责任和对他人的尊
重。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去追求一份内心的风骨与真诚。

与风骨高中篇二

第一段：风骨的定义与重要性（200字）

风骨是指一个人的品质、气质以及敢为人先的勇气和独特性。
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追求卓越，塑造个人独特的风格与形象，
是风骨的体现。风骨代表了一个人的品格和自信，是在面对
困难时能够坚持自我信念与价值观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
风骨尤为重要。人们需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良好的专业素
养，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第二段：取得风骨的方法和途径（300字）

要取得风骨，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自信



自强的心态会让人看到生活中的机遇与挑战。其次，实践和
实践尤为重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
经验，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寻找平衡。此外，多读书、多思考、
多交流也是塑造风骨不可缺少的过程。通过阅读和思考，我
们可以积累知识和见识，培养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方式。
在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中，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智
慧，增强自己的修养和风骨。

第三段：风骨的价值与影响（300字）

风骨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和影响是巨大的。首先，风骨可
以赋予一个人独特的个性和魅力。他们能够独立思考，拥有
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力。其次，风骨还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社交
能力。一个有风骨的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与他人交流，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此外，风
骨还有助于发展个人的领导能力和影响力。在职场上，风骨
的人总能够以他们独到的见解和气质赢得领导的器重和同事
的合作。

第四段：风骨的局限与挑战（200字）

尽管风骨对一个人的价值和影响不可否认，但也存在一些局
限和挑战。首先，风骨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付出时间和努
力，不断修炼和提升。其次，风骨也需要与社会文化价值相
协调。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对风骨的定义和取得方式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应该保持
开放的心态，尊重他人的观点与选择，与人为善，做到风骨
与包容的平衡。

第五段：总结（200字）

风骨是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品质和能力。通过树立正确的
人生态度，不断实践与学习，我们可以取得风骨，并赋予自
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风骨塑造出的个人形象和价值



观在社交和职业场合中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要明
白，风骨的取得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时需要与社会文化价
值相协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风骨的人，
引领潮流，影响他人，成就卓越的自我。

与风骨高中篇三

清风推开浮云的遮掩，月光洒向壮美的河山。那一轮明月，
经朝历代，圆了又缺，缺了又圆。青山万里，是游子追寻的
脚步;长河百代，是慈母织补的衣衫。流淌的月华，泼洒着浅
淡的水墨，展开一轴无边的温婉画卷。人间万户，在桂花香
影的轩窗外，共此一天皓月星光。

又逢中秋，又是圆月高挂的良夜佳辰。那些沉积在远古的传
统文化，开始被清秋的蛩声唤醒。中秋，最早出现在《周礼》
一书。而中秋节，起先制定于唐朝，又盛行在宋代。古代帝
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这种拜月祭天、祈求团圆
的习俗，从风云的唐宋至烟雨的明清，一直流转到繁华的今
日。

一轮清清朗朗的明月，让多少久别重逢的喜悦挂上桂影婆娑
的枝头，又让多少合家团圆的亲人在月光下偎依取暖。它淌
过千年的时光，见证了无数离合悲欢的故事，依然以纯粹清
绝的风姿遥挂在深邃的苍穹，接受着世人千古不变的虔诚膜
拜，将明净无尘的灵韵付与人间大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依稀记得乡间村落，家家户户围
坐在庭院里，焚香拜月，对着篱畔的菊花，吃上团团圆圆的
月饼。到如今的城市人家，亲友良朋相聚在楼台窗下，饮酒
望月，细数着宁静温馨的流年。丝丝缕缕的记忆，如同菊花
的幽香，在月光下轻浅地浮动。

苍莽的群山一次又一次涌动着潇潇秋意，那来自高古的天空
将目光与灵魂漂洗得莹洁透亮。今夜，谁停下幽雅的琴弦，



在花间月下，独酌一壶佳酿，相期在缥缈的云汉。谁在风清
露白的中宵，空闻凄清的雁声，遥忆故乡的明月。谁在那玉
宇琼楼，乘风而舞，唱一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千古词章。那海上升起的明月，照见如梦的佳期。那无声
栖落的秋思，又悄入谁人的家中。

月光下晶莹的霜露，打湿了远方匆匆的步履。那涉水而来的
是仗剑江湖的李白吗?他飘逸浪漫的诗心在长风万里的云海遨
游。那飘蓬辗转的是寄身他乡的杜甫吗?他忧国忧民的情愫在
天地之间纵横驰骋。那乘风而去的可是把酒问青天的苏轼?他
轻盈灵动的思绪在天上宫阙恣意挥洒。还有吟咏“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还有许多的文人墨客，他们带
着天南地北的风物人情，用浓淡各异的水墨将月亮点染得千
姿百态，留给后人旷达温婉的诗篇。

一曲《彩云追月》从迢递的古道飘然而来，弦声撩拨起一池
的秋水，余音袅袅的意蕴在极远极近处隽永起伏。夜已经很
深了，那轮月亮在很深的夜里更加的圆润亮丽、剔透晶莹。
她轻盈地流泻在瓦屋、窗台、回廊和石径上，弥漫着历史的
深邃无垠，也携带着大自然的慈爱与平和。她沉落在澄净的
秋水中，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样相濡以沫，
不离不弃。秋风打湿了悠远的时空，那轮被水墨浸染的圆月，
沉淀着的千秋不改的如画江山，朝代更迭的煌煌政史，还有
万古长存的天地人和。

一只青鸟，打远处的南山飞过，穿过秋天的帘幕，落在故园
的楼头。青砖黛瓦的院墙衍生了斑驳的苔藓，带着时光的痕
迹，带着岁月的性灵。那株古拙的桂花，像一位安宁的老者，
深情地守望着一段又一段悠远的历史。摇曳的灯光下，慈母
那双渐渐苍老的手，颤抖着思念的抚摸，将远方的游子呼唤。
还有饮露的寒蝉，唱彻了夜晚的梧桐，将经秋的心事风干。

秋水般明净的风，自悠长的小巷吹来，轻轻拂过沿街高挂的
红灯笼，像一片片流动的红云。清凉的院落围坐着欢聚的家



人，洁净的桌几上摆放着新鲜的水果与精致的月饼。他们品
茶赏月，感受着团圆的幸福，一种简单平实的幸福。轻盈的
桂花飘落在石阶上，弥漫着幽淡的芬芳。不知是谁，临着高
楼，唱起了满月的歌，一轮清澈，一轮明朗，徐徐地向幽蓝
的天幕舒展。

那一轮明净如水的白月光，从远古到今朝，从乡村到城市。
它沐浴过古人，又照耀着来者;它守侯清风，又静待白云。它
流淌过江南的水乡，跋涉过塞北的烟尘，抵达了清秋的人间，
将祥和与宁静，团圆与温馨留给天涯的旅人，留给纷纭的众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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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骨高中篇四

看到明月，总是会不经意地想起《西游记》女儿国里的片尾
曲。“人间事常难遂人愿，且看明月又有几回圆?”其实这句
话我在文中多次提起，甚至有些不厌其烦。因为喜欢，铭刻
在心间，才会如此。于是想起了唐僧，一个誓死要将此生交
付给佛祖的和尚。他却在女儿国动了凡心，唯一的一次凡心，
让看客不能忘怀。女儿国的女王，其实只是唐僧的一场情劫。



当时唐僧被女王请去，夜赏国宝，孙悟空说了一句话：“就
看师傅的道行了。”这里的道行，说的也是唐僧的定力，一
个风华正茂的男子，面对一位如花似玉的红粉佳人，确实需
要非凡的定力，才可以坐怀不乱。

今日偶读唐代著名高僧玄奘的一首禅诗，亦知道他就是《西
游记》里唐僧的原型。明代吴承恩是根据玄奘西行印度求法
取经等事迹，衍生而出一部文学名著。历史中的玄奘与小说
中的唐三藏有很大的区别，但相同之处都是不畏艰险，从长
安出发，一路西行。可唐三藏得观音大师点化，收了四位高
徒，一路上骑着白龙骏马，虽历尽艰辛，却也有许多温暖的
情义。当时唐朝国力尚不强大，与西北突厥人正有争斗，官
方禁止人们私自出关。玄奘在夜间偷渡，孤身一人，骑着一
匹瘦马，走过戈壁险滩，雪峰荒原，多少次来到“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地方。他只能默念《心经》，似乎
佛祖就在前方对他招手，那么近的距离，就可以看到莲花盛
开，灵台清澈。

玄奘下定了西行的决心：不到印度，终不东归，纵然客死于
半道，也决不悔恨。所以这一路，无论经历多少灾难，他都
当作是佛祖对他的考验。最后往返耗费了十七年，行程近十
万里，于贞观十九年正月还抵长安，受到唐太宗及文武百官
的盛情迎接。他给中土大唐带来了佛像、佛舍利以及大量的
佛经梵文原典。一部《大唐西域记》蕴含了一百多个国家的
风土文化、宗教信仰，可谓海纳百川、包罗万象。这部书由
唐太宗钦定，玄奘亲自编撰，弟子辩机整理而成。内容翔实
生动，文采流畅飞扬，堪称佛学宝典。

十七年，玄奘将最好的年华交付给漫长的旅程，回来已是风
霜满鬓，手捧用青春岁月换回的经卷，他的一生或许真的可
以无悔了。尽管不能青春重现，至少他能够在舍利、经卷中，
找回点滴失去的记忆。跪于佛祖面前，他可以坦然地说，我
不负所托。他的回忆录足够蓄养他一辈子，佛法追求圆通自
在，所以他记住的应该是拥有的喜悦，而非付出的苦难。岁



月的磨砺，早已更换了曾经坚韧的容貌，他有的，只是容忍
过去、宽释未来的慈悲和平宁。

玄奘算是一位被佛祖庇佑的高僧，他并不是第一个到西天取
经的和尚，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寥廓的历史长河中，多少僧
人为求取真经，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离开中土，长途跋涉前
往西域。可是能返回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们都葬身在沙漠荒
野、寒林雪域。无人收拾的尸骨，只能同野兽一起掩埋，在
寂夜时发出闪烁的磷火，告诉苍茫的天地，他们的灵魂始终
不肯离去。是佛陀的召唤，让他们可以做出如此深远的追求，
只身奔赴险境，只为了度化芸芸众生。都说寂灭意味着重生，
这些不死的灵魂，一定被佛祖安顿，在功德圆满时，终会得
以重见天日。

放下这些沉重的过程，再来赏读玄奘的禅诗：“孤峰绝顶万
余嶒，策杖攀萝渐渐登。行到月边天上寺，白云相伴两三僧。
”此时的玄奘，俨然是一位超脱世外的高僧。策杖攀萝，只
为在孤峰绝境处，寻访山林闲趣。坐落在缥缈顶峰的寺院，
有如倚着明月，澄净得已经找不到一丝烟火。唯有几位闲僧，
在白云中往来，那么悠然自在。他们如今的桑田，也是用曾
经的沧海换来。佛祖不会厚此薄彼，在求道的旅程中，有天
赋和缘法的人，或许悟得早些，但过程其实是同样的繁复。
待到风雨成昨，聚散都成往事的时候，就可以放下一切，禅
寂淡然了。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六十三岁的玄奘圆寂。高宗哀恸逾
恒，为之罢朝三日，追谥“大遍觉”之号，敕建塔于樊川北
原。其后，黄巢乱起，有人奉其灵骨至南京立塔。太平天国
时，塔圯;迨至乱平，堙没无人能识。百代浮沉有定，世事沧
桑迭变，渺渺尘路，没有谁可以做到一劳永逸。想要抛掷一
切，坐看云起，就必须先经历劫数。走过灾厄多袭的漫漫黑
夜，站在黎明的楼头，才知道，谁是真正走到最后的人。

人生一世，如同浮云流水，过往是覆水难收，我们有的就只



是现在。做一个忘记苦难的人，在残缺和破碎中学会感恩。
在生命空白的书页里，我们填充着自己，漂染不一样的颜色，
涂抹不一样的烟火。直到有一天，灵魂宁静如拂晓的幽兰，
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圆满了。

与风骨高中篇五

这些年，总会有一个奢侈的念头，就是开间茶馆，或称作茶
坊、茶庄。当然，茶馆应该落在江南某个临水的地方。而茶
馆的名字，叫云水禅心，或是茶缘过客。云水禅心，这几个
字，带着一种大风雅、大寂寞的洁净。似乎皆与有佛性、有
慧根的人相关，而红尘俗子，大凡都不忍心去惊扰。茶缘过
客，却带着淡淡的烟火，让路过茶馆的人，都想要停下脚步，
走进去，喝一壶茶，掸去一身的灰尘。是的，我要的茶馆，
不仅是为了自己筑一个优雅的梦，更是为了众生在那里，可
以安宁地栖息。

每一天，都会有许多不同的客人，他们品尝一壶自己喜爱的
茶。而茶，却甘愿被客人，用沸腾的水冲泡，在杯盏中开始
和结束一生的故事。茶馆里应该有被岁月洗礼过的门窗、桌
椅，以及款式不一的茶壶、几幅古老的字画、几枝被季节打
理过的野花。茶馆的生意也许很清淡，浮华被关在门外，只
有几束陽光、细微的尘埃，静静地落在窗台、桌上，还有茶
客的衣襟上。客人喝完茶，又要匆匆地赶往人生的下一站，
无论前方是宽阔的大道，还是狭窄的小巷，都风雨无阻。而
我却不要赶路，这茶馆，就是我的栖身之所，让我可以安稳
地在这里，静守简单的流年。

喝茶，自然会想起陆羽，他是茶业之祖，被世人称为茶仙、
茶圣、茶神，著有《茶经》，其间涵盖了太多的茶文化以及
壶文化。千百年来，岁月的炉火一直燃烧着，青翠的茶叶在
山泉水里绽放着经年的故事。多少旧物换了新人，品茶的心
境却始终不曾更改。想起陆羽，亦会想起一位与他不相伯仲
的人，一位被称为诗僧、茶僧的佛学高僧，皎然。他的名气



显然不及陆羽，但他与陆羽是生死相依的忘年交，正是在他
的提携与帮助下，陆羽才完成了中国茶业、茶学之巨著《茶
经》。这世间，有许多无名高人，他们愿意被岁月的青苔遮
掩，守着自己的一寸光陰，足矣。

换一种心情，读皎然的诗，那缕清新的自然之风，从唐朝缓
缓拂来，让人心动不已。篱笆小院，三径秋菊，几声犬吠，
山深日暮，此中意境，犹如清风明月一般的温朗。像是品尝
一壶秋日刚落的茶，唇齿间萦绕着白菊香、茉莉香、桂花香。
而浮现在我们脑中的画面是，一位眉目爽朗，风骨清俊的高
僧，踏着夕陽行走在山径，于山脚下一间简洁的`篱笆院前驻
足，叩门无人应答。只有几束未开的菊花，在淡淡的秋风中，
低诉摇曳的心事。

这位高僧就是皎然，唐代诗僧、茶僧，俗姓谢，南朝山水诗
创始人谢灵运十世孙。他访寻之人陆鸿渐，即是陆羽。两人
因茶而邂逅、相识。陆羽自小被家人抛弃，被龙盖寺的主持
智积禅师在西湖之滨拾得，带回寺庙收养。陆羽十二岁时，
因过不惯寺中日月，逃离龙盖寺，到了一个戏班，做了优伶。
后机缘巧合，结识了杼山妙喜寺主持皎然大师，陆羽才有幸
结束了飘摇不定的生活，得以潜心研究茶道。

皎然比陆羽年长十多岁，游历过庐山、泰山、嵩山、崂山等
许多名山，世间风物尽入眼底。他对名山古刹里的僧侣饮茶
颇有心得，所谓茶禅一味，茶在寺院里早已成了一种习俗和
文化，与僧侣的生活息息相关。纯净的茶汤、清香的茶味，
给修佛者洗去尘虑，荡涤心情。一壶香茗，一轮皓月，一剪
清风，几卷经书，陪伴他们度过无数寂寞的岁月。而茶，也
在他们的杯盏中，有了性灵，有了禅意。皎然将他所悟的茶
理、茶道与陆羽交流，使得陆羽的《茶经》在盛世茶文化中，
抵达至高之境。

饮酒是自欺、自醉，品茶则是自醒、自解。世间之人，多半
恋酒，认为一切烦恼之事，可以一碗喝下，却不知醉后愁闷



更甚。而饮茶则可清神，几盏淡茶，似玉液琼浆，品后烦恼
自消。真正的好茶，来自深山，没有尘埃，只浸染云雾和清
露。真正的好壶，却是久埋的尘泥和水调制而成，被时光之
火炙烤，再经过岁月的打磨。品茶的人，则是深邃纯净之人，
在一杯清澈的水中，禁得起世间的诱惑。任凭世间风烟弥漫，
只在一盏茶的柔情里，细数光陰的淡定。

人生要耐得住寂寞。世间总是有太多的繁华，撩拨我们本就
不平和的心境。倘若浮躁或是疲惫了，必定会有一个娴静的
茶馆，将你我收留。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心情，
喝出来的茶，会有不同的味道。也许我们不懂得陆羽《茶经》
里那许多的茶文化，不懂得各式品种的茶所隐藏的玄妙，也
不懂得壶中的日月，但在茶馆里只需要品一盏适合自己口味
的茶，不为风雅，只为清心。再捧读皎然的诗，不是所有的
人都懂得其间的诗韵，但是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份平实简朴
的意境。当世人都以为禅意高深莫测时，其实禅就是野径的
桑麻，是篱院的菊花，是一声犬吠，几户农家。

转眼又是清秋时节，莲荷褪尽了洁净的霓裳，只余残叶瘦梗
铺陈在荷塘，守候未了的心事。无人的时候，还有几枝秋菊，
几树桂子，在陽光下孤芳自赏。如果你打天涯而来，恰好经
过一间叫茶缘过客的茶馆，请你记得，那里有一盏茶，属于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