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鬼谷子读后感悟(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
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鬼谷子读后感悟篇一

好久没有读书了，这次利用坐高铁去上海的`机会好好读了两
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作者寒川
子，原名王月瑞。

在读这本书之前，对于战国时期的历史认知只剩下无血无肉
的大框架，也就是商鞅变法、荆柯刺秦、战国七雄、秦始皇
统一天下这么点东西。对于鬼谷子以及他的四个徒弟庞涓、
孙膑、苏秦、张仪，虽有耳闻但了解却不是很多。这次读这
本书正好可以补充我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不过读完这本书才
发现，原来后边还有五本，这第一本只是个开头，相当于一
个引子。看来要马上买来继续攻读了。

好了，要赶快看下一本了。再给大家说两句鬼谷子的介绍凑
凑字，呵呵。

战国时期，在一个叫清溪鬼谷的山上（今河南鹤壁市），隐
居着一位被尊称为鬼谷子的老人（本名王诩），他每天在山
上看书、打坐、冥想，不与世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是，两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
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道教则将他与老子同列，尊为王
禅老祖。 鬼谷子一生只下过一次山，只收过四个徒弟：庞涓、
孙膑、苏秦、张仪——他们进山前都只是无名小卒，出山后
个个大放异彩、名流千古。这四人运用鬼谷子传授的兵法韬



略和纵横辩术在列国出将入相，呼风唤雨，左右了战国乱世
的政局。

鬼谷子读后感悟篇二

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在我读《鬼谷子全评》之前我对《鬼谷
子》这部经典国学之作其实知之未详。借由着翻看国学典藏版
《孙子兵法全评》和《弟子规全评》之后，我更是一气呵成
地投入了手头这本《鬼谷子全评》之中。

不得不说这套全评系列读物着实精彩地为我逐一分享着古人
智慧的精华。作为一部“中国奇书”《鬼谷子》本身自有着
其着实耀眼的阅读价值。但是毕竟是古代的作品，我这个身
为现代的人曾经就此驻足不前在挑战阅读这样的古文经典作
品。但是《鬼谷子全评》这本读物的推出，无疑为我助了阅
读古文的一臂之力。

通篇的翻阅，我觉得哪怕是没有古文功底的读者都可以从中
受益匪浅。借助着编者有阶梯性地引导，今时今日的我们不
仅可以领略着古代国学的博大精深和渊源深厚，我更觉得读
着这样的读本可以提升自我的古文阅读技能。确切而言，我
觉得这套读本很是适合喜欢欣赏国学的读者，又或者是正在
学习国学的读者朋友们。针对着《鬼谷子》原著的内容，本
书将其中的很多古文句子进行了分列讲解。类似于“顺应时
代发展，成就一番伟业”这句句子，其实哪怕是今日的我们
也可以逐字理解其字面意思，但是书中同样给予了我们更加
生动的分析和讲述。其中既包括了原典再现的分享，也包括
了重点注释的备注，还包括了百话的翻译，鉴赏的评议，深
度的解读。确保着读者朋友们可以从一个方方面面，完完整
整，各个角度地感受和理解着原著在今时今日之中的含义和
分析。除了我们赞叹古人思想表述上的精湛微妙，深邃剖析
外，我个人更觉得本书同样也可以让我们由此及彼地运用到
今时今日的生活，工作，学习。虽然全书的内容是始于传统
古典名著，但是它的内容却发散性地引申到了现如今我们的



每时每刻。这不仅仅是属于宝贵国学文化内容的传承，这同
样更是属于人类智慧结晶的升华和提炼。细细地翻看，我还
发现了书中早已经去粗取精地摒弃了很多封建社会的那些糟
粕内容，更将原来的经典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和鼓动力。

虽然现如今的人们平时都很忙碌，但是抽出适当的空闲之时
翻看下这部《鬼谷子全评》，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除了充实原本单一，枯燥的业余时光，我们更可以从
国学的经典之中感悟出很多为人处事的人生哲理。一如本书
编者推荐的《鬼谷子全评》称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智慧宝
典、决胜千里的实用指南，是职场、商场智慧修炼的必读书。

鬼谷子读后感悟篇三

《鬼谷子》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的斗争谋略与权术的经
典之作。其实我本来对它也不怎么了解，但我在书店一看到
这本书就让我感到与众不同。

这些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面对恶意的攻击，不能一味地躲
避和忍让，而要适度地予以反击，或者巧妙转换，或者反唇
相讥，或者争锋相对、维护自己的'尊严。否则，对方就会得
寸进尺，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地步。晏子在此运用了圆融的道
理诱导对方，以将计就计的策略使对方落入难堪的境地，而
又保全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

自从有了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许多社会知识，这真是一部经
典之作。

鬼谷子读后感悟篇四

人生像弓，拉得太满，会疲惫；拉得不满，会掉队，所以人
生要学会张弛有度，去过那张弛有度的生活。

说话要注意张弛有度，不能滔滔不绝地一直讲话，也不能一



直沉默不语，能够掌握住那个度，去劝说别人接受自己的意
见。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
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亦无所谓失
败，而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
的得与失、隐与显，都是风景与风情，要学会从张弛有度中
汲取能量。

人生没有假设，当下即是全部。背不动的，放下了；伤不起
的，看淡了；想不通的，不想了；恨不过的，抚平了。人生，
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何必用这一颗不平的心，作践了自己，
伤害了岁月。生活中，不妨养成能有，很好；没有，也没关
系的习惯，便能转苦为乐。

肯尼迪在就任总统期间，一直被超出众人想象的病痛所折磨，
几乎靠着药物维持自己的生命。一个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总统，
是不可能有充沛的精力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尤其是肯尼迪
执政期间正是冷战时期，一个总统的健康和头脑清醒是保证
美国利益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按照美国人的判断，肯尼迪是
为了自己的仕途而置国家和公众的利益于不顾，这种带病坚
持工作根本不值得尊重。

学会张弛有度，拥有健康身体去投入工作、学习之中。列宁
曾言：“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居里夫人非常喜爱
舞蹈，同时也喜欢爬山、游泳等活动。马克思从事浩繁的研
究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在黎明才睡觉。然而，
只要条件允许，星期天的娱乐活动他从不放弃。在英国伦敦
居住时，每逢星期天，他就和亲属、朋友步行一个半小时，
到郊外一个长满小树丛和金雀花的小山幽谷——汉普斯泰特
游玩，他在那里阅读报纸、骑着毛驴溜达、赛跑、角斗。有
时，也用演算数学的办法，来改变大脑的活动方式，或者跟
孩子们叠“罗汉”。南宋爱国主义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古代诗
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他勤于创作，也非常注意强身健体。



拿扫帚扫地是陆游健身的诀窍，他写作累了，就用洒水扫地
的办法，驱除大脑疲劳，活动四肢，加快血液循环。他的身
边总放着一把扫帚，写累了就扫上一阵。他用诗赞曰“一帚
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课童奴，亦以平血气”。

学会张弛有度地去生活，才能获得健康的人生，并由此走向
成功。

鬼谷子读后感悟篇五

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很神秘的人，孙膑、庞涓、张衡、
苏秦等豆出自其门下。历史上也流传了很多鬼谷子的传奇故
事。这部《鬼谷子》是讲述谈判、游说技巧的专著，同时还
涉及许多军事谋略，所以我们可把它看做是一部兵书。

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集中于权术谋略的研究，认为一切合
理的手段都可以运用，体现着较为明显的功利思想。它的终
极目标是“治人”，通过言谈辩论，以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
此为“纵横之术”。“纵横之术”是我国先秦诸子学说之中
的一个分支，在我国战国时期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比如
苏秦借此联合六国，形成合纵抗秦之势；而后张仪又借此将
六国合纵之势瓦解等。这种学说所倡导的的思想与儒家所主
张的仁义道德相违背，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在
历史上对于《鬼谷子》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司马迁、刘勰等
人对《鬼谷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此相对立的是以柳宗
元、宋濂等为首的反对派，他们大多认为“纵横之术”
是“歪门邪说”，不值一提，学之有害而无益。

相对于这两种极端的评价，清代的纪昀和阮元的看法则相对
平和、中肯，也是我认为最合情理的评论。纪昀认为，若将
《鬼谷子》列于诸子学说之上则过，而将其视为“歪门邪
说”便是不得其要。阮元则明确了《鬼谷子》在学术上的价
值，说它是“纵横家独存之子书”，从而肯定了它在先秦诸
子学说中的.位置。这样的评价显得尤为恰当，也是我们今人



研读《鬼谷子》一书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读《鬼谷子》要
带着辩证的眼光，取其精华，这也是读书的方法。

《鬼谷子》是由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鬼谷
子所著，而我所读的《鬼谷子》是由任思源先生主编的。书
中分别从为人处事、管理谋略、商战博弈、职场之道等方面
进行了相关的经典案例阐述，并给予了简单、精辟的总结。

生活无处不充满哲学。我认为人生真正的智慧是经营好自己
的生活，《鬼谷子》这本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生活中所
遇到困惑的方法，让我们体验精彩人生。尽管该书著于战国
时期，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读一本好
书就仿佛和一个高尚的人在谈话”。

《鬼谷子》就是这样的好书。它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解决问
题的方法，更是为所面对的问题提交一份完美的答卷。

我们要学习书中的哲学，让自己主动地去迎接问题，处理好
生活中的人际问题、提高工作中的效率，把它们变得更加简
单化。

《鬼谷子》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谋略与权术的经典之作。其
实我本来对它也不怎么了解，但我在书店一看到这本书就让
我感到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