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沉思录读书报告(优秀7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一

公元121年，那是离现在无比遥远的`一段岁月。那一年在西
方古罗马，一个卓越的罗马帝王哲学家，来到了世上，他就
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121—180）。他的伟大也许不在于
他的战功，不在于他的励精图治，而在于他留给后人的一本
书，一本他写给自己的书，一本2000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
震撼人心的书：《沉思录》。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人学会了思考,就不会使自己迷
茫，沉沦，见识肤浅。

拜读了《沉思录》，我只能说是稍有意会，尚不能参透其精
髓，可能是我阅历浅，也可能是我思考不够深刻，但我还是
被这本书吸引，至少它让我震撼同时让我学会了思考。

“你错待了自己，我的灵魂，而你将不再有机会来荣耀自身。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足够的，但你的生命却已近尾声，你的灵
魂却还不去关照自身，而是把你的幸福寄予别的灵魂。”作
者好似一个人站在镜子前面，告诫镜子里头的自己,这不是简
单的内心独白和情绪倾诉，这是本我与自我的交谈，这是自
我灵魂解剖，对自己进行告诫。孔子也说：“吾日三省吾
身”，人这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人，
便能战胜一切，而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不要不
情愿地劳作，不要不尊重公共利益，不要不加以适当的考虑，
不要分心，不要虚有学问的外表而丧失自己的思想，也不要



成为喋喋不休或忙忙碌碌的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多将思
想放在自己的身上，每日三省，想想自己能为家人、为社会
做些什么。“当你不把你的思想指向公共利益的某个目标时，
不要把你剩下的生命浪费在思考别人上”，因为，注意别人
的缺点和行为，将使我们忽略观察我们自己的缺点和行为。

“虽然你打算活三千年，活数万年，但还是要记住：任何人
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
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
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

有些人活着喜欢缅怀过去，有些人活着喜欢幻想未来，这两
种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挥霍现在，真正生活的智者是活在当下。

我们曾纠结于过去的种种伤疤，桎梏于历史的层层包袱；我
们亦曾迷茫于未来的种种未知，迷茫于将来的袅袅迷雾；我
们郁结，我们痛苦，我们烦躁，我们恨不能穿越时空。不是
过去，不是将来。人们一生中将面临无数个“现在”，我们
所过的生活亦是由无数个“现在”所拼接而成，“现在”对
于每个人来说，它是礼物，也是恩赐。我们唯一可控的只
有“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是不要在懊恼中放任可控
的“现在”流转成不可控的“过往”，在彷徨中措手不及地
迎接“将来”化为“现在”。

“不要去注意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一个人就很少会被看成是
不幸福的，而那些不注意他们自己内心的活动的人却必然是
不幸的。”不是让你把自身隔绝于尘世之外，而是做最真实
的自己，时刻看清自己的内心，不随波逐流，不因他人的品
评或妄言而随意改变人生信条。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
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句话相信大家耳
熟能详，我觉得它与《沉思录》有异曲同工之妙。人应该珍



惜在尘世历练的这次机遇，未必功成名就，并非一定名垂青
史，不求闻达诸侯，高居庙堂，只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
有一颗包容的心，正确对待人生，乐观面对生死，活在当下
才是最重要的。

过往的失意，无碍于今天我们以良好的心态等待旭日的升起，
面对崭新的一天，喜迎身边的人与事。同样，曾经的辉煌亦
不是你今天可以长久炫耀的资本，因为它已经被定格在逝去的
“现在”中，且不同时存在于你当下拥有的“现在”里。

不要等！有爱，请现在说出；有梦，请现在追逐；有事，请
现在去做......“活在当下”——这就是生命最美好的礼物。

《沉思录》是一本朴实无华又真诚无比的书，它就像青橄榄，
第一口咬下去，有点涩口，细细品味，又甘之如饴！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二

马可·奥勒留认为，虽然你打算活三千年，活数万年，但还
是要记住：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
所过的生活。唯一能从一个人那里夺走的只是现在。他告诉
我们在这有限的生命里，我们确实应该倍加珍惜，把握好每
一天，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马可·奥勒留认为，
一日之始我们都会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
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孤僻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
确我们都会遇见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因为，我们是天生
要合作的，犹如手足，唇齿和眼睑。那么，相互反对就是违
反本性了，就是自寻烦恼和自我排斥。马可·奥勒留认为，
不论自己是什么人，都只是一小小的肉体、呼吸和支配部分。
只是血液、骨骼和一种网状组织，一种神经、静脉和动脉的
结构。作为知道做了错事的人们的本性是与自己相似的，我
们不仅具有同样的血液和皮肤，而且分享同样的理智和同样
的一分神性。所以我们要学会忍耐和宽容，不要再让自己成
为一个奴隶，不要再像线拉木偶一样做反社会的运动，不要



再不满意你现在的命运，或者躲避将来，我们要积极正视周
围的事和周围的人，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

“当你不把你的思想指向公共福利的某个目标时，不要把你
剩下的生命浪费在思考别人上。”因为，注意别人的缺点和
行为，将使我们忽略观察我们自己的缺点和行为。马可·奥
勒留说，“不要不情愿地劳作，不要不尊重公共利益，不要
不加以适当的考虑，不要分心，不要虚有学问的外表而丧失
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成为喋喋不休或忙忙碌碌的人。”因为
那些在生活中被自己的活动弄得精疲力尽的人也是放浪者，
他们没有目标来引导每一个行为，总之，他们的所有思想都
是无目的的。人这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能战胜自己
的人，便能战胜一切，而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
点。“待人宽，责己严”的古训人人都知道，但是在工作和
生活中，却不容易做到。我们应该做的，是多将思想放在自
己的身上，每日三省，想想自己能为家人、为社会做些什么。
“你只有有限的时间，如果你不用这段时间来清除你灵感上
的阴霾，它就将逝去，你亦将逝去，并永不复返”。

马可·奥勒留认为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而是循环往复的。
永恒的纪念只是一个虚无。一切都只持续一天，任何人失去
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现在过的生活，死后，身后的
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你忘记所有东西的时刻临近，你被所
有人忘记的时刻也临近了。虽然已逝去的并不相同，但现在
对于任何人都是相同的。一个人只拥有现在，那么就不可能
丧失一件他并不拥有的东西。宇宙是流变，思考这种变化的
迅速性，你将看不起一切会衰朽的东西。满足于宇宙分派给
你的身体重量和分派给你的时间长度。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
一天度过，既不对刺激做出猛烈的反应，也不麻木不仁或者
表现虚伪。

恶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无论什么事情对你发生，都是在
整个万古永恒中就为你预备好的，因果的织机在万古永恒中
织着你和与你相关联的事物的线，你天生被创造出来忍受这



一切，你要依赖自己的意见使它们变得可以忍受。自然给了
人某种别的力量，作为一种抵制愚蠢的人、疯狂的人以及另
一种人的解毒剂。当你碰到骗子、背信弃义的人以及一切以
某种方式行恶的人时，也使同样的思想在你心中呈现，因为
这样你马上可以提醒自己，不存在这种人是不可能的，你将
变得对每个人都更为和善。没有必要谴责他人，因为错误显
然是你自己的，你相信了一个有这些倾向的人将遵守他的诺
言。亲自报复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变成一个像作恶者一样的
人，不要烦恼和生气地对待那些生你气的人，用你的善让他
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继续走你的路，完成摆在你面前的
工作。

忍受事物的变化，接受宇宙本性。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宇宙的
本性发生的，当你十分烦恼或悲伤时，想一下人的生命只是
一瞬间，我们都很快就要死去。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要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做不是别的，只是
组成一切生物元素的分解。这种对死亡的无惧的理解，恐怕
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具有的。但马克的这种无畏死亡的乐观
人生态度确实令我敬佩。在我们短暂的人生旅途上，会遇到
许多的挫折与困难，成功与失败在于你保持一份怎样的人生
态度。

加缪把人看成是古希腊神话中终生服役的西西韦斯，他命中
注定要永远推一块巨石上山，当石块靠近山顶时又滚下来，
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而歌德在回顾自己一生时谈
到，自己就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一个是屡战屡败，一个是屡败屡战;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
观的。面对种种的不幸和困难，不要将其看作是人生的绊脚
石，反而将其视为磨砺个人的必要过程。笑对人生，奋勇前
进。

由一种行为引起的愤怒和烦恼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这种行
为本身带给我们的痛苦多得多。如果你因什么外在的事物而
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而是你自己对它的判断。



也不要让将来的事困扰你，因为如果那是必要发生的话，你
将带着你现在对待当前事物的同样理性走向它们。一件事发
生了，这并非是一个不幸，而高贵地忍受它却是一个幸运，
因为你对痛苦始终保持着自由，不为现在或将来的恐惧所压
倒。生活的艺术更像角斗士的艺术而不是舞蹈者的艺术;即它
应当坚定地站立，准备着对付突如其来的进攻。而运用你的
原则时你必须像一个拳击手而不是像一个角斗士，因为后者
落下他的剑而被杀，而前者总是用他的手，除了用手不需要
任何别的东西。健全的理智应当是为所有发生的事情准备的。
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人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
更少苦恼，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当你受到困扰时，
迅速转入自己的内心。

《沉思录》不仅是对自我更深层次的探索，也充满对人类道
德的思考。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同时，我
们的精神文明却在悄悄退化，而《沉思录》正是让我们重新
找回逝去文明的钥匙。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三

当脱离质料的外衣的时候，沉思所形成的形式，而那生命本
身的目的，又是多么地遥不可及。一点生命的微光，又究竟
在漫长的岁月中占了几何。光阴的一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便
是全部，但却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微不足道。远古的圣人已
经离去，他的名望在一代代的传颂中也将被时间慢慢消磨直
至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人所生活的一隅不过是无尽的时间
中的一隙，无尽的空间中的一粒，那么所追求的欲望，快乐
又是多么的渺小阿。

但除却质料与形式这种所依附的东西，什么是真正的本我呢?
是理性，是一切存在的根本目的。无理性的个体为有理性的
个体而存在，有理性的个体为有理性的个体而相互存在。让
理性支配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那诱人的快乐，快乐是短暂的，



而理性则如同原子的存在一般永恒。瞽叟即使从来没有见过
太阳，他也能够通过理性去感受阳光的质性。

失去的是现在的，未来的也是现在的，长与短在永恒的尺度
下没有意义。现在是唯一能被夺走的东西。变化是宇宙的真
理。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四

反反复复的徘徊中，我又拿起了那本书，那本封尘已久的书。

叔本华曾经说过，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是他自己。我觉得，
人只有在沉思的时候才是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沉思很
多东西，我们思考宇宙，思考人生，思考自然与社会，思考
时空与死亡。我们有数不清的思考与想法，我们对这个世界
充满好奇与期待。

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思考的更多的是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们的世界观和眼界在变大，我们思考的范围却在变小。不
得不说，沉思有一种力量，每个人都曾为它着迷过。所以我
拿起了那本曾经因为而浮躁摈弃在角落的书。

《沉思录》是斯多葛派的著名“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
的著作。也是斯多葛派的代表著作。《沉思录》是马克·奥
勒留写给自己的书，但与其说是他写给自己的，不如说是我
们写给自己的书，因为每个人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在沉思自己的沉思。

有的哲学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有的哲学家说，人
思考的时候他就是上帝;又有的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人的
确需要思考，可我们思考的来源在哪儿，我们从已知的经验
和知识中汲取营养，来思考未知的东西或世界。奥勒留在第
一卷第二章中说，他从他父亲哪里学到了很多，他学到了很



多优秀品质和处理事情的方式，可我觉得他在沉思中写下了
诸多优秀的品质有些感觉不真实，并不是我不信真的有那么
完美的人，或者是他对父亲有美化的嫌疑。我觉得他在沉思
中写的有一部分是自己，或者说是理想中的自己，他希望自
己有这些品质，他觉得是在父亲身上学到的。

我们写别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影子。

斯多葛学派提倡遵从自然与理性，有一点道家崇“道”和清
净无为的感觉。在《沉思录》中也有这方面的体现，作者在
书中相信命运(天命)，觉得很多事情是命运的安排，这点在
书的开头和结尾体现地尤为突出。这也与奥勒留的本人经历
有关，他以坚定的精神和智慧，夙兴夜寐地治理国家，可依
旧挽救不了古罗玛帝国的颓废，这位拥有智慧和性的“帝王
哲学家”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点抑郁的特征，有人说，哲学家
都是抑郁的，这句话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很多优秀的哲学家
在思考宇宙，思考人类的时候懂得许多可能别人一生都无法
懂得的道理，但他们却无法具体的指导或改变自己的生活。

即使懂得了所有的大道理，也依旧过不好自己的生活。

但《沉思录》带给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回忆与感叹。

在高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放学的路上，或是在午夜的街
头，或是在下着雨的玻璃窗前，我停不住地沉思，我思考，
我焦虑，我抑郁，我思考一切，我几乎无时不刻地在思考，
吃饭的思考，走路的时候思考，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甚至
在梦中我觉得我还在思考，我思考着宇宙，我思考着人类社
会，我思考着人生，在我的世界里，我就是上帝，我也曾经
觉得我就是上帝，这个世界都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只有我
的意识是真的。当然，我知道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可能在那
一段时间里我有点问题，我也可能抑郁了，也可能到了青春
期，但我真的想了很多自己不敢想的事，一些深刻的只有哲
学家会思考的问题，有灵光一现，也有推理探究，在那段时



间，我觉得我是自己。

可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思考地越来越少，我们习惯地接收来
自世界的各种信息，不加推理和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
们学的的东西不一定是越多越好。我们学的越多，我们思考
的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好多好多曾经你思考的问题，别人
都思考过并给出了“标准”答案，你会发现自己思考的东西
好傻，好幼稚。你会发现，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自
己不过也是个凡人。你再怎么思考，也跳不出别人的框架。
渐渐的，你只需要学就够了，学哪些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东西。
每个人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需要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觉得，人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不断扩大，又逐渐缩小的过程。

很多年后，当我们习惯了被动接受各种知识灌输进脑子，习
惯了被动接受手机，电视，电脑带给我们的各种思想，习惯
了接受那个平凡的自己。你会不会发现，曾经那段无知无畏，
对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幻想，天天思考一些哲学大道理的自己
是多么的快乐，因为那才是真实的自己啊。

人只有在沉思的时候，他才是他自己。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五

《沉思录》成书于公元2世纪，作者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
留。它是一部个人哲学思考录，主要思考人生伦理问题，兼
及自然哲学。这是一本奥勒留写给自己的思想散文集。与自
己的十二卷对话，内容大部分是他在鞍马劳顿中所写。因为
是写给自己的，所以词句凝练，情感真诚。

《沉思录》的内容由小段叙述组成，彼此独立，偶有关联，
更像一本格言集。从读者的角度看，书中充满了自己标榜和
说教，如第一卷第一句，“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到了



和蔼待人之道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意思就是，“做
人要懂得和蔼待人，控制情绪。”看起来平凡无奇，似乎已
经说滥了，但是作者的君王身份使这句话顿时成了至高的真
理，熠熠生辉，充满了圣贤的智慧。

同样的话，为什么从不同的人口里说出来，价值会有天壤之
别呢？那是因为语言的含义远远超越了呈现它的文字本身。
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这本《沉思录》
凝结了他半生的实践，背后是一个哲学家的深刻思考，一个
伟人的成长历程。同样的文字也可以通过任何一个识字的人
鹦鹉学舌念出。只有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才是真理。说话的人
不能身体力行，听话的人就不能认真对待。

书中有许多具有生活指导意义的警句，如：“为了未来，不
要消耗你的思想在别人身上，除非是共同的利益引你这么做。
因为费尽心机地探讨他人的事情，细细回味别人的言谈、幻
想和用意，揣测别人的目的与动机……这一切不过是使你忘
掉自己，使你背离自身的指导原则而漫无目的的奔突闯
荡。”一个戎马倥偬的皇帝和一个八卦势利的平民面对着同
样的困惑，智慧是相通的。

马可·奥勒留是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和书中众多平实无奇
的格言一样，他对哲学的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实践和总
结。他在书中多次陈述理性和神性对一个人获得幸福的重要
性。当代人的教育资源远胜于1800多年前的马可·奥勒留，
但大多数人并不懂得怎样运用知识指导自己过一种高贵的人
生，多么令人惋惜！多少才智没有用在正道，却用来引诱人
们堕入庸俗或卑劣。我们可以轻易读到这本《沉思录》，却
不容易通过实践汲取其中的智慧。至少我们可以从翻开本书
开始，一睹一个高尚的人是怎样看待生活的。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六

今天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了，于是翻看了一下午。还没
看完，就看了卷一和卷二。先把一些想法记下来。

卷一里，奥勒留一直在类似感恩的记录，谁谁谁让他认识到
了什么，谁谁谁又让他学习到了什么。这部分的内容并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但这种反思方式却值得学习。

读它的时候我想到，如果是我，旁边的人都有哪些是值得我
学习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管是谁，都有自
己的亮点，无论我喜欢与否。所以，接下来，我应该写一篇
关于身边人的优点，以及她们对我的影响。不仅能让我更加
客观的看待他们，也能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和解剖自己。

卷二里，奥勒留表达了一些很经典的观点。一看这些句子的
眼熟程度，就知道被引用了很多遍。比如：

“你的每一桩行为、每一句话，事实上只有这个是他所有的，
而他所没有的东西，他当然也不会失掉。”

“要记取，一切事物均取决于我们的看法。”

“人生之过程不过是一个点，其本质是变动的，其知觉是模
糊的，其整个身体构造是易于腐朽的，其灵魂是一个漩涡，
命运是不可测度的，名誉是难以断定的。”

这些哲学思想，到现在仍然是时尚又经典的，被许许多多的
人所认同。

沉思录读书报告篇七

《沉思录》是一本需要用心慢慢品读的书，它为古罗马帝国



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所著，该书充满睿智而富而哲理，
朴素无华，平淡无奇，却直达心灵。它引导我们冷静而达观
地对待工作和人生。作为从一名纪检干部，《沉思录》启迪
我，要干好纪检工作，先从内心的修炼开始：

一、持续一颗宁静的心。

《沉思录》告诉我们“宁静但是是心灵的井然有序”，“如
果你因什么外在的事物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
而是你自己对他的决定”。红尘滚滚，世界喧嚣，纪检干部
要持续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质，守护心灵的净土，
历练内心的从容。这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照照“党章”的镜
子，学学“廉洁准则”的标准，按照“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的要求，常作思考，反省过去，审视自己，清理一下
思想的污垢，找找自己的不足，看看应对名和利，能否持续
平常心，瞧瞧对待功和禄，是否迷失方向。“人到无求品自
高”，纪检干部要始终持续一种沉稳、宁静和清醒的心，耐
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要用平常心对待自己，以心灵的超
越对待个人得失，以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境界不断塑造自己。

“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
和更少苦恼”，我们要不断地审视自己的思想，洗涤自己的
灵魂，守住心灵的宁静，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
品质，不争名夺利，不沽名钓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
为利所动，不为名所惑，时刻持续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
不断磨砺情操，持续一身正气，做一个正直、高尚和有道德
和的人。

二、常守一颗坚定的心。

“那操纵你的是隐蔽在内部的信念”。一个人的理想和信念，
是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总开关。一个纪检干部，他选取了
这个工作，他也就选取了一种人生方式和态度，这就要求纪
检干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内心的信念，坚持原则，旗



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趋利媚俗，不畏权贵。“要像峙立于
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石，它巍然不动，驯服着它周围海
浪的狂暴”。

不可否认，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些干部丧失了立场和原则，
一失足成千古恨，令人痛恨和腕惜。一个人如果理想漂浮，
信念缺失，失去立场，迷失方向，《沉思录》告诉我们，那
他的结果将是“你错待了自己，我的灵魂，你将是不再有机
会来荣耀自身”。

信念决定方向，我们要坚守信仰，身处逆境时不泄气，不放
下，身处顺境时不骄傲、不折腾。要持续一种平和的心态，
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社会，讲党性，顾大局，克服急躁、
消极和抱怨的情绪，要坚定心中的理想和信念，理性地认识
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正确地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履行好神圣
职责，以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气概和勇气去完成理想，成
就事业。

三、激发一颗向上的心。

纪检工作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应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我们
不能冷眼旁观，更不能消极和泄怠。《沉思录》告诉我
们“当你做摆在面前的工作时，你要认真地遵循正确的理性，
精力充沛，宁静致远，不分心于任何别的事情。”“只要我
们遵循着理性行事，便无所畏俱，因为只要我们是向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对于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每时每
刻都要持续着一颗用心向上的心，坚定地“怀着友爱、自由
和正义之情感去做手头要做的事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要珍惜好岗位，持续清醒，
遇到诋毁不失志，遇到苦难不自卑，要荣辱不惊，经得起风
浪;一份权力就是一份职责，在其位谋其职，我们要加强学习，
不断进取，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办法，以认真负责
的态度耕好手中的“职责田”。



引用书评的话：“《深思录》是一本能够安顿灵魂的书，是
一本能够启迪智慧的书，更是一本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纯
净和高贵的哲学自省书”。愿各位纪检干部能从此书中得到
启发，不断修炼自我的精神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加强道
德和人文修养，持续宽广的胸怀，以从容豁达的心态、理性
清醒的认识，饱满向上的精神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创造更
加完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