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 大
学原文心得体会(优秀8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通过记录心得
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
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一名大学生，阅读原著已经成为了我日常的必修课。在
这些读书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很多心灵层
面的体验。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希望
对于正在学习原著的读者们有所启发。

一、获得知识，拓宽眼界

首先，读原著让我收获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获得到了丰富的
知识和文化背景。原著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历
史背景下的故事和事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历程。例如，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
戏曲的文化知识，也深入了解到了清代官场、家族制度、男
女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原著的阅读，我感受到了人类智
慧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增强思维能力，锤炼语言表达

其次，在原著阅读过程中，我也受益于思维能力的提升和语
言表达的锤炼。很多原著的内容十分深奥，需要我们仔细思
考、反复推敲才能理解其内涵。同时，多读原著也能够让我
们更好地掌握语言和修辞的运用。例如，在读完《红楼梦》
后，我发现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的



提升，我不仅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加容易理解
别人的说话。这种方式的阅读让我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并且
是通过不断读书来提升自己。

三、理解世界，感悟人生

阅读经典之作，总让人感到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通过研读
原著，我们不仅能学到生活智慧和道理，更能从中获得对于
生命的感悟。例如，在阅读《老人与海》时，我深深感受到
了人的坚韧和毅力。在面对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人必须坚强，
努力不懈，才能成功。这样的人生哲理，我们在读完原著后
也会立刻反映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受益于原著的道理
和哲学，我们的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和更为高妙的领悟。
良好的人性观也能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形成。

四、享受阅读过程，静心净心

读书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透过阅读，我们可以暂时忘却
外界的喧嚣，进入一个安静的世界，思考生活中最真实的问
题，享受思维的自由和精神的愉悦。通过阅读，那么多美好
的感官都被唤起：眼睛的闪光，紧张的情节，充满魅力的文
字。这一时间，我们沉浸在了思考和探讨之中，收获了内心
的宁静。在这样的逃离与感受中，我们也能够慢慢地调整自
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和简单。

五、激发创造力，提高修养

阅读经典之作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激发和提
高创造力，提升我们的人文修养和审美能力。读完元文后，
我们可以自己进行书评、读书笔记，分享读书的体会和思考。
我们也可以根据原著创造出自己的作品和思考内容，这样的
推敲和提高使得我们的人文修养和创造力更加丰富。我们通
过阅读原著，可以对美学、文学和人文社科知识有一个更为
深入的理解，使得自己在思考和处理时更加全面、深入。



怀着了解人生、领悟生活智慧、提高文化素养等多重目的去
读原著，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一门8学分的阅读中不断前行，看
到更多的世界华彩和全新的生命看法。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
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
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

【译文】

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
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

“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
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
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
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
的人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是谨慎的。

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
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
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
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衍了。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



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
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
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译文】

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缺乏它已经很
久了！”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译文】

孔子说：“我知道了，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聪明的人
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
我知道了，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
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
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译文】

孔子说：“中庸的道理恐怕很难在世上实行啊！”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译文】

孔子说：“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



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
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
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译文】

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
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
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译文】

孔子说：“颜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
了它的好处，就牢牢地把它放在心上，再也不让它失去。”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
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
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
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
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译文】

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
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



横无礼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
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
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
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
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
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
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
不悔，唯圣者能之。”

【译文】

孔子说：“专找歪理，做些怪诞的事情来欺世盗名，后世也
许会有人来记述他，为他立传，但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有
些品德不错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废，不能坚
持下去，而我是绝不会停止的。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
即使隐遁山林、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
有圣人才能做得到。”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
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
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
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
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译文】

君子的道广大而又精微。普通男女虽然愚昧，也可以知道君
子的道，但它的最高深境界，即便是圣人也有弄不清楚的地
方。普通男女虽然不贤明，也可以实行君子的道，但它的最
高深境界，即便是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天地如此之大，
但人们仍有不满足的地方。所以，君子说到“大”，就大得



连整个天下都装不下；君子说到“小”，就小得连一点儿也
分不开。《诗经》说：“鸢鸟飞向天空，鱼儿跳跃深水。”
这是说上下分明。君子的道，开始于普通男女，但它的最高
深境界却昭著于整个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
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
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
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
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
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译文】

孔子说：“道离人不远的。如果有人实行道却故作高深，使
道远离人们，那就不可以实行道了。”“《诗经》说：砍削
斧柄，砍削斧柄，斧柄的式样就在眼前。’握着斧柄砍削木
材制的斧柄，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差异，但如果你斜眼一看，
还是会发现差异很大。所以，君子总是根据不同人的情况采
取不同的办法治理，只要他能改正错误实行道就行。”“一
个人做到忠恕，离道也就不远了。什么叫忠恕呢？自己不愿
意做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
丘连其中的一项也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
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臣民应该对君王做到的，
我没能做到；作为一个弟弟应该对哥哥做到的，我没能做到；
作为一个朋友应该做到的，我没能做到。平常的德行努力实
践，平常的言谈尽量谨慎。德行的实践有不足的地方，不敢
不勉励自己努力；言谈却不敢放肆而无所顾忌。说话顾到能
否做到，行为也要顾到所说的话，这样的君子怎么会不忠厚
诚实呢？”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



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
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
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
反求诸其身。”

【译文】

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处
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
做贫xx应做的事；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做的事；
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于什
么情况下都是安然自得的。处于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
处于下位，不攀援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这
样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所以，
君子安居现状来等待天命，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
东西。孔子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不
怪靶子不正，只怪自己箭术不行。”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
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
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译文】

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就像走远路一样，必定要从近处开始；
就像登高山一样，必定要从低处起步。《诗经》说：“妻子
儿女感情和睦，就像弹琴鼓瑟一样。兄弟关系融洽，和顺又
快乐。使你的家庭美满，妻儿幸福。”孔子赞叹说：“这样，
父母也就称心如意了啊！”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
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译文】

孔子说：“鬼神的德行可真是大得很啊！看它也看不见，听
它也听不到，但它却体现在万物之中使人无法离开它。天下
的人都斋戒净心，穿着庄重整齐的服装去祭祀它，无所不在
啊！好像就在你的头上，又像在你左右。《诗经》说：神的
降临，不可揣测，怎么能够怠慢不敬呢？’从隐微到显著，
真实的东西就是这样不可掩盖！”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
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
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
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
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

【译文】

孔子说：“舜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吧？德行方面是圣人，地
位上是尊贵的天子，财富上拥有整个天下，宗庙里祭祀他，
子子孙孙都保持他的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
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
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所以，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
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能成材的得到培育，不能成材的就遭
到淘汰。《诗经》说：高尚优雅的君子，有光明美好的德行，
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任用
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会承受天
命。”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
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



庙飨之，子孙保之。

【译文】

孔子说：古代帝王中无忧无虑的，大概只有周文王吧！因为
他有贤明的王季做父亲，有英勇的武王做儿子，父亲王季为
他开创了基业，儿子周武王继承了他的遗志，完成了他所没
有完成的事业。武王继续着太王、王季、文王未完成的功业，
灭掉了大殷，取得了天下。周武王这种以下伐上的正义行动，
不仅没有使他自身失掉显赫天下的美名，反而被天下人尊为
天子，掌握普天下的财富，世代在宗庙中享受祭祀，子孙永
保祭祀不断。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
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
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译文】

周武王直到晚年才承受上天之命而为天子，因此他还有许多
没来得及完成的事情。武王死后，周公辅助成王才成就了文
王和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制来追
祀祖先，并且把这种礼制一直实行到诸侯、大夫、士和老百
姓中间。周公制定的礼节规定：如果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
父死就要按大夫的礼制安葬、按士的礼制祭祀；如果父亲是
士，儿子是大夫，父死就要按士的礼制安葬，按大夫的礼制
祭祀。守丧一周年，通行到大夫，守丧三整年，就只有天子
才能使用。至于给父母守丧本身没有贵贱的区别，天子、庶
人都是一样的。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



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
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
序齿也。”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
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
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译文】

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真是最守孝道的人吧！所说的孝道，
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善于继续先人未完成的功业。在
春秋两季祭祀的时节，整修祖宗庙宇，陈列祭祀器具，摆设
先王遗留下来的衣裳，进献祭祀应时的鲜美食品。

按照宗庙祭祀的礼制，是要把父子、长幼、亲疏的次序排列
出来；把官职爵位的次序排列出来，就能将贵贱分辨清楚；
在众人劝酒时把执事职位的次序排列出来，就能将才能的高
低分辨清楚，晚辈必须先向长辈举杯，这样祖先的恩惠就会
延及到晚辈，宴饮时按年龄大小来决定宴席座次，这样就能
使老小长幼秩序井然。”

“站在合适的位置上，行先王传下的祭礼，演奏先王时代的
音乐，尊敬先王所尊敬的，亲爱先王所亲爱的。侍奉死去的
人就像侍奉活着的人一样；侍奉亡故的人就像侍奉活着的人
一样，这才是孝的最高境界。

制定了祀天祭地的礼节，是用来侍奉皇天后土的；制定了宗
庙的礼节，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的礼节，大祭小
祭的意义，那么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也就像看着自己手掌
上的东西那样容易明白啊！”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



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
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
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译文】

鲁哀公询问政事。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记载
在典籍上。他们在世，这些政事就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
事也就废弛了。治理人的途径是勤于政事；治理荒地的途径
是使树木迅速生长。说起来，贤人施政最容易取得成效，就
象地上的芦苇快速滋长一样。要得到适用的人在于修养自己，
修养自己在于遵循大道，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
人，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
是最大的义。至于说亲爱亲族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
这都是礼的要求。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
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
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
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
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
国家矣。

【译文】

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五项，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



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
这五项是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智、仁、勇，这三种是用
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至于这三种德行的实施，就
是一个“诚”字，这些道理，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它们，有的
人通过学习才知道它们，有的人要遇到困难后才知道它们，
但只要他们最终都知道了，也就是一样的了。又比如说，有
的人自觉自愿地去实行它们，有的人为了某种好处才去实行
它们，有的人勉勉强强地去实行，但只要他们最终都实行起
来了，也就是一样的了。

孔子说：“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知
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
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
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三

大学原文是大学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阅读原文
是对于大学生们学习研究所需的基本能力之一。因此，本文
将分享一些个人关于大学原文的心得体会，目的在于帮助大
学生们更好的应对这个以原文为核心的学习环节。

第二段：重视课前预习

在读原文之前，课前预习尤为重要。预习教材可以让我们提
前了解学习内容，对原文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同时，还可以
让我们在读原文时更加容易抓住重点，减少在阅读中走神或
在不重要的内容上慢慢浪费时间的情况。

第三段：学会精读

在阅读原文时，要学会精读。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阅读原
文的全文，更要对其中每一个细节进行深入理解。在精读的
过程中，可以对文章进行标记，将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



标记，方便后续复习时查找。

第四段：注重应用

阅读原文不只是为了理解文章的内容，更要注重应用。在应
用中，我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记忆体验。因此，在阅读完
原文后，可以进行自己的笔记或思考，将知识内化并进行更
深入的探究。

第五段：总结

在学习过程中，阅读原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课前
预习、精读、应用等步骤，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和记忆原文
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同时，也希望大学生们能够在阅读原文
时，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技能和能力，
以更好地应对大学课程的挑战。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四

【原文】

天命之谓性（1），性之谓道（2），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3）。故君子
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4）；发而皆中节（5），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6）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1章）

【注释】

（1）天命：天赋。朱熹解释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



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中庸章句》）所
以，这里的天命（天赋）实际上就是指的人的自然禀赋，并
无神秘色彩。

（2）率性：遵循本性，率，遵循，按照

（3）莫：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更……”的意思，见（xian）：
显现，明显。乎：于，在这里有比较的意味。

（4）中（zhong）：符合。

（5）节：节度法度。

（6）致，达到。

【译文】

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
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

”。“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
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
繁育了。

【读解】

这是《中庸》的第一章，从道不可片刻离开引入话题，强调在
《大学》里面也阐述过的`“慎其独”问题，要求人们加强自
觉性，真心诚意地顺着天赋的本性行事，按道的原则修养自
身。

解决了上述思想问题后，本章才正面提出“中和”（即中庸）
这一范畴，进入全篇的主题。



作为儒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历来对“中庸”有各种各样的理
解。本章是从情感的角度切入，对“中”、“和”作正面的
基本的解释。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
哀乐的情感时，心中是平静淡然的，所以叫做“中”，但喜
怒哀乐是人人都有而不可避免的，它们必然要表现出来，表
现出来而符合常理，有节度，这就叫做“和”。二者协调和
谐，这便是“中和”。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
平气和，社会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

本章具有全篇总纲的性质，以下十章（2－11）都围绕本章内
容而展开。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五

尚书第俗称“五福堂”，在福建省泰宁县城内胜利二街福堂
巷，为明朝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烨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
1627年)的府第。建筑布局严谨合理，是福建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民居。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
里居民日常饮水，也使用明代的水井，水井井圈上刻着“隆
庆”、“万历”等年号字样。尚书第里设有蜡像馆、民俗馆。
整个府第布局严谨合理，宏伟壮观。

目录风格特点建筑布局相关人物相关记载收缩展开风格特点
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进士，
面积达四千多平方米（南北长87米，东西宽52米），主体建
筑为五幢，辅房八栋，分五道门一字排列，除厅堂、天井、
回廊外，有房120余间，均系砖、石、木结构。甬道、庭院、
走廊、天井全用花岗岩石板铺设，厅堂是方砖地，天井有石
柱花架和石水缸。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门进出，北端有
仪仗厅、接客厅。甬道设五重门楼，横匾分别有尚书第、柱
国少保、四世一品、礼门、义路、曳覆星晨、依光日月、都
柬等石刻。尚书第建筑布局严谨、合理，对于研究明代建筑
具有较高价值。现“尚书第”内还辟有“明代蜡像馆”等。。
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门进出，北端进门设仪仗厅、接客厅。



甬道设五重门楼，全宅门额都嵌有石匾，从南端起分别题刻着
“尚书第”、“柱国少保”、“四世一品”、“礼
门”、“义路”、“曳履星辰”、“依光日月”、“都谏”
等字样，匾额的枋檩柱头雕刻着各种精巧图案。在门斗的石
阶列一对抱鼓石，高2米，宽0.92米，鼓座雕着双狮戏球、云
龙、花卉。门墩墙基刻有荷墀托、莲裙座、竹节衬柱等精美
图案。俗称“五福堂”，在泰宁县城内胜利二街福堂巷，为
明朝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烨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
年)的府第。建筑布局严谨合理，是福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明代民居。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书第
座西朝东，南北长87米，东西宽60米，占地面积5220多平方
米。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门进出，北端进门设仪仗厅、接
客厅。甬道设五重门楼，全宅门额都嵌有石匾，从南端起分
别题刻着“尚书第”、“柱国少保”、“四世一品”、“礼
门”、“义路”、“曳履星辰”、“依光日月”、“都谏”
等字样，匾额的枋檩柱头雕刻着各种精巧图案。在门斗的石
阶列一对抱鼓石，高2米，宽0.92米，鼓座雕着双狮戏球、云
龙、花卉。门墩墙基刻有荷墀托、莲裙座、竹节衬柱等精美
图案。主宅5幢，辅房8栋，分5道门沿甬道一字排列，除厅堂、
天井、回廊外，有房120多间，全为砖石木结构。主宅每幢均
为三进，中厅堂用减柱扛梁造法，木柱粗大，直径0.45米，
柱头挑出二抄斗拱撑托枋梁，础石八角形，雕刻着麒麟、锦
象、莲瓣等图案，柱础间还垫着雕刻的扁鼓石。甬道、庭院、
走廊、天井全用花岗岩石板铺设，厅堂是方砖地，天井有雕
刻的石柱、花架和石水缸。尚书第所在的胜利二街是城里唯
一留存的古街，保存着大片明代住宅建筑群。这里居民日常
饮水，也使用明代的.水井，水井井圈上刻着“隆庆”、“万
历”等年号字样。尚书第里设有蜡像馆、民俗馆。

建筑布局
主宅5幢，辅房8栋，分5道门沿甬道一字排列，除厅堂、天井、
回廊外，有房120多间，全为砖石木结构。主宅每幢均为三进，
中厅堂用减柱扛梁造法，木柱粗大，直径0.45米，柱头挑出
二抄斗拱撑托枋梁，础石八角形，雕刻着麒麟、锦象、莲瓣



等图案，柱础间还垫着雕刻的扁鼓石。甬道、庭院、走廊、
天井全用花岗岩石板铺设，厅堂是方砖地，天井有雕刻的石
柱、花架和石水缸。尚书第所在的胜利二街是城里唯一留存
的古街，保存着大片明代住宅建筑群。

相关人物

李春烨明末天启年间兵部尚书：泰宁城郊际溪村人（一说泰
宁城西放坑尾村人）字侯质，号二白。明万历十四年（1586
年），16岁的李春烨中秀才，36岁时考中举人，明万历四十
四年中进士。春烨登第后，被选任行人司行人，专受皇帝差
遣。曾奉诏存问楚王、岷王，再奉节祭葬益藩。任行人四载，
不辞辛苦，不负使命，在京官的统一考选中，考绩列为第一，
被任为工部给事中。明天启二年（1622年），转任户部给事
中。明天启三年调任刑部给事中，所到之处皆有建树。同年，
升任吏部给事中，正值杨连、左光斗、万火景忠谏熹宗，要
求严惩魏忠贤而遭迫害。李春烨挺身而出，为杨、左、万3人
仗义执言上谏，应宽万火景而治魏的不忠之罪，因而受贬斥
外任湖广参政。明天启五年，李春烨应召回京，晋升为太仆
寺少卿。次年又提升李为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李从担任工
部给事中起，就曾上奏要充实府库，精训兵员、淘汰老弱，
加紧京城防卫，以使京营防卫无虞。明天启帝一一采纳，并
令李付诸实施，收效不浅。下半年升李为兵部尚书，并协理
京营戎政。明天启七年七八月间，李春烨晋爵为少保兼太子
太师，准其回家奉母。明天启帝特嘱大学士张瑞图代皇上
书“孝恬”二字赠与春烨。明天启七年八月，熹宗去世，崇
祯即位即开始处理阉党群凶。明崇祯三年（1630年），李春
烨被认为是阉党同伙，但被列为第五等宽大处理行列，即论
徙但恩准交款而不必去流徙处。明崇祯十年，李春烨去逝，
享年66岁。

相关记载

简介



“尚书第”俗称“五福堂”，建于明朝天启末年，是明代天
启年间京营戎政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烨的府第。其通面
阔90米，进深60米，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00平
方米。主体5幢，辅房8幢。平面呈长方形，座西朝东一字排
列。

故事

尚书第：为明朝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烨建于明代天启年
间的府第。建筑布局严谨合理，是福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明代民居。是泰宁民俗文化节的分会场(梅林戏、擂
茶)。阴井：以前女子地位低下，出门不能往正门走，只能往
边门走回廊，就连洗脸水、洗脚水都不能往外泼，要往厢房
里的阴井里泼，简称倒香汤、倒香玉水的。听音阁：因李春
烨读书时都由舅舅培养，为了回报舅舅，凡李春烨回家来都
要陪同舅舅看戏、听曲子，表示孝道之心。所以我们泰宁现
在还流传了一句老话：“天上有雷公，地下有舅公”，舅舅
最大。尚书第孝恬：坐在床沿上的老太太，她就是李春烨的
母亲，邹氏，享年九十三岁，拿笔画画的这位小姐，她是李
家大小姐，站在地上的这位小男孩是李春烨的孙子，也就是
老太太的曾孙子。对面头上有一根丝带的这位妇人，是小孙
子的奶妈。跟奶妈站在一起的是李家小丫环。这间主要是展
现李春烨的母亲逗小孙子玩的情景。我们抬头往上看“孝
恬”这块匾，它是天启皇帝口御，大学士张瑞图书写给李春
烨的。这块匾的来历是这样：在李春烨母亲九十大寿那一年，
李春烨曾三次上请皇上，要辞官伺奉老母尽孝道。皇帝被他
的孝心所感动，准了他的奏本，并在一次上早朝时，当着众
大臣的面，赞扬李春烨非常有孝心，尽孝道。他希望在全国
形成一种“孝恬”之风。最后由张瑞图撰写其匾，送给李春
烨。尚书第建于明天启年间，府第坐西朝东，有主宅5幢、辅
房8栋，分5道门沿甬道一字排列。除厅堂、天井、回廊
外，120余间房屋皆为砖石木结构。每幢主宅均为三进，甬道、
庭院、走廊、天井全用花岗岩石板铺设，厅堂是方砖地，天
井有雕花的石柱、花架和石缸。庭前甬道分南北二门进出，



北端进门设仪仗厅、接客厅。甬道设五重门楼，门额都嵌有
石匾，分别题刻有“尚书第”、“柱国少保”、“四世一
品”、“曳履星辰”、“依光日月”、“都谏”等字样，匾
额的枋檩柱头雕有各种精巧图案。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六

大学原文是指原始的来源文件，这些文件可以是历史文件、
文学作品、科学论文等。对于大学生而言，接触原文是一件
必不可少的事情。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提升阅读能力，更可
以避免因为对某一领域的理解出现偏差。通过阅读原文，我
们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原意，还可以了解作者的背景、环境
和文化状况，提高我们的相关沟通、理解和写作水平。因此，
本文将会谈论大学原文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我们的启发。

第二段：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阅读原文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在阅读
文章时，我们无法只依靠别人的描述来理解它，我们需要仔
细阅读每个单词、每个句子，了解整个文段的基本结构，最
后才能得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这种思维能力是非常宝贵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并进
一步提高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

第三段：扩宽知识面和见识

从原文中获取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某一领域或问
题。很多时候，我们通过课堂学习、网络搜索等方式获取的
信息是片段式的，而原文可以给我们更丰富的信息，从而更
好地了解问题领域。同时，原文背后隐藏着很多文化信息，
只有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才能深度了解背景和历史。这不
仅可以扩宽我们的知识面，加深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观点和问题的本质。



第四段：提高读写能力

阅读原文可以提高我们的读写能力。通过关注句子结构、词
汇、语法等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而撰写
文章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原文的结构、思路和用词，提高文
章的质量和关注度。此外，我们在思考问题、分析事实、解
释现象时，更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支持，这是我们在读写原
文过程中得到的锻炼。

第五段：总结

总之，阅读原文是大学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阅读
原文，我们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加深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
提高了自己的阅读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同时，阅读原
文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文化差异问题、加深对社会问题的
认识，从而更好地适应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
我们应该时常阅读原文，从中汲取知音，提升我们自己的能
力和视野。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七

太原文庙，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古代文庙，
被公认为北方最具规模和保存完好的文庙之一。近日，我有
幸参观了这座古老而庄严的庙宇，在此留下了深刻的体会和
感悟。

首先，太原文庙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历史氛围。步入文庙的
大门，仿佛穿越回了古代，可以感受到那个古老时代的庄严
和威严。庙内的琉璃瓦、石雕和纹饰都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
的细腻和精湛。在庙内的各个大厅，还能看到一些古代文人
的贡献，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让我对他们的历史贡献
有更深刻的了解。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我不由得感叹古人的
智慧和艺术造诣，也更加珍惜现代的幸福生活。



其次，太原文庙让我对古代教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庙是
古代封建社会中举止一流学生进行礼仪、音乐和诗文教育的
场所，也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主持国子监的地方。在庙内，
我见到了孔子的塑像，仿佛看到了他那位高大而威严的形象。
它代表了古代人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和崇拜，也体现了当时学
问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教育是推动社
会进步和培养人才的基石，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应该
忽视对教育的重要性。

此外，太原文庙还让我领略了古人对于仁爱和人际关系的思
考。孔子强调“仁者爱人，仁者无敌”，这体现了他对于人
际关系的重视和呼吁。参观文庙时，我看到一些关于仁爱的
书籍和箴言，感受到了孔子对于仁爱的深刻解读。这让我反
思自己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明白了仁爱的重要性和积极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面临着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但
我们不能忘记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通过培养良好的人际关
系，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太原文庙也使我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更深入。作为中
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原文庙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文
化和价值观念。在文庙内，我看到了一些关于礼仪、传统音
乐和经典著作的介绍，对这些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让我明白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它对于塑造个人品格和价
值观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追求新潮的事物，但不
能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宝贵和人文精神的力量，只有通过学习
和传承传统文化，才能保持我们民族的独特性和凝聚力。

总之，太原文庙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古代建筑，参观它让我收
获了许多。它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历史氛围，对古代教育有
了更深入的认识，领略了古人对于仁爱和人际关系的思考，
也深入认识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次参观让我对自己的历
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于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传承。我相信，只有通过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
化，才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成长。



学原文悟思想强本领敢担当心得体会篇八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
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
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
曰：“俞！师汝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
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
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
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従，退有后言。钦
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
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
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
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
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若丹朱傲，
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
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
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
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
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
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
兽率舞。”

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
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
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
曰：“俞，往钦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