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子读后感(优质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老子读后感篇一

然而，他的基本精神仍然依赖于老子的哲学思想，所以后人
把他和老子称为老庄。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解释一些真相。庄
子，又称南华经，是道教经典之一。

《秋水》一文，出自《庄子外篇》、《秋水》一文，洋
洋3000多字。在那个刀雕竹雕的时代，可以算是一件很长的
事情。他以寓言的方式，以河神与海神的对话，引申了《齐
物论》的观点，试图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
人生的高低、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因为庄子是道教的主要代
表之一，本文旨在让人们回归自然，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
求名利而伤害自然本性。

庄子将事理的无限性与人类理解的相对性、宇宙的无限性与
具体错误的局限性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他对绝对与相对、
无限与有限辩证关系的理解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无疑对人
们突破理解的局限性，从而从武术到天地宇宙的无限广度非
常有帮助。，在庄子流畅的文字下，显然我们必须从多个角
度学习和思考不朽的思想。

他用寓言的生动方式告诉我们很多道理，比如《秋水》，从
秋水到百川灌河。不似尔向的自比水多就是用河神和海神的
对话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沾沾自喜，不能偏袒，因为要知道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河神，会因为小成而沾沾自喜，河神
还是这样，更别说我们这一代凡人了？然而，许多人因为不



明白这个道理而因小失大。

自古以来，骄傲永远是成功的最大敌人，这是永恒的真理。
成功的最佳途径是谦虚谨慎，谦虚求教。千万不要对现状自
满。

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事物之间的虚实关系。夏虫不能说冰，
因为冰雪对他们来说太虚伪了。井里的青蛙也不要和它谈天
地，对井蛙来说，天大也太虚妄了。的确，比如教育，有时
候这些虚假的东西在我们身边真的太多了。所以，要怪学生
会说一套做一套。怪学生不遵守很多规则，包括交通规则。
但另一方面，看一看，身边的很多事情似乎都是这样。

接下来，他们讨论了事物之间的大小关系。天地大，与宇宙
相比，真是沧海一粟。河流很大，但在大海面前却很小。

庄子用我们最喜欢的.寓言故事，用河神和海神之间的对话，
延伸了《齐物论》的观点，试图证明一切的大小，对与错的
无限相对性，生活的极端无常，荣辱，用易懂的写作风格，
告诉我们，生活回归自然，让自然，不追求名声、财富等，
伤害自然的本性。也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虚拟和安静的，
谦虚和谨慎，不要骄傲和自满！

老子读后感篇二

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罔，游者可以纶，飞者可以为d，至于龙，吾不
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就是老子，一个仿佛能上天下海，呼风唤雨的龙一般的人
物，古云龙有九子，吾言老子有二子，一曰《老子》，一曰
道学。

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



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没身不殆。

其实，道家修养功夫的真谛常常被归结为“虚静“两个字。
道家认为，人和万物同为道的产物，人生之初纯洁无暇，无
私无欲，空明宁静。只是因为后来私欲的活动和外界的干扰，
使得人心灵蔽塞，躁动不安。所以必须依靠“致虚”“守
静”的修养功夫，使心灵重新修复到清澄明静的状态。

当人们被外界诱惑而肆意妄动时，由于他们违背了道的规律，
结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徒伤精力。相反，当他
们抛弃主观私心杂念，心性宁静，达于虚极的境界时，往往
能洞见真理，忙而不乱，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

佛教的“空”，在这一点与道家“守静笃”的道理正想通。
禅宗黄龙南禅师曾这样形容专一凝神、心无旁骛的修养功夫：
“如灵猫捕鼠，目精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直立，
拟无不中”。

这当然只是形容修养功夫的精神专一，旁若无人的境界，并
不是说一个人要时时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相反，他常
常倒是处于一种“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虚寂状态。但这
绝不是生命的死灭，而是在虚寂中聚集力量，在空灵中孕育
万物。它正如“鸡之孵卵”：看似迷迷糊糊，一动不动，实
际上，在它那死寂的表面之下，一个新的生命正在孕育。

这正如大自然中的万物一样：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在生生不
息地发展变化，但我们乍一看去，山川大地林木却是静寂不
动的。然而正是在这表面的静寂下，各种各样的生物都在吸
收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含着自然的生机，在时时生长繁衍。
无论生长还是死亡，它都要归于自己的根本。“方生方死”
才能“万物并作”，“致虚守静”才能“生生不息”。



人也应该向自然学习，而不是被私欲蒙蔽，不要违背自然的
规律。人之所以常常干蠢事，就是因为过于自以为是，过于
私心严重，所以无论是得是失，都瞻前顾后，极尽心智，忧
虑无穷，而这又是由于心灵不再空明澄静，没有努力修
炼“致虚守静”造成的。

《庄子・田子方》中这样一个故事：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
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
是时，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梭巡，足二分垂在外，
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
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沭
然有恂目之志，而与中也殆矣夫！”。

列御寇先前还自以为是，之后又两股战战就是因为他心里害
怕。他怕自己一不小心失足坠下悬崖，这就显得思虑的过多。
而伯昏无人勇于面对，心中毫不畏惧，是因为他“致虚守
静”，那些纸老虎根本无法与他抗衡。

一旦达到致虚守静的状态，任何威胁都无法再恐吓你的心灵，
任何利益都不能再诱惑你的灵魂。你是如此的纯净，你代表
的是圣洁，所有黑暗的肮脏的东西一遇见你，就像寒冰遇见
烈火，就像邪恶遇见正义，立刻溃败。

“致虚守静”的思想虽然被人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发挥，但对
于我们常人而言，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种认识社会人生，
探索宇宙真理的真谛：人要想洞察事理，必须虚怀若谷，毫
无成见，这样才能认识复杂纷繁的事物，达到兼容并包的境
地。我们要想解决纠纷，处理繁杂的事物，必须淡泊宁静，
用心专一，这样才能以静制动，以简驭繁。万物变化总有一
些规律性的东西，唯有致虚宁静的人，才能把握这些法则，
从而不被表面现象迷惑，不为急功近利的目标遮蔽而丧失人
的根本。



老子读后感篇三

精微”的境界。这种境界勉强形容就是：小心谨慎，如冬天
过河般战战兢兢，便是古人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意思;犹疑慎重，思虑周全，察晓四周的所有情况;待人处事
恭恭敬敬，严肃慎独，犹如上门做客一样;相处时却又如冰雪
涣释般，温暖亲切;如朴石般平实无奇，敦厚老实，却又内含
宝玉;潇洒大度，豁达空灵，像深山的幽谷一样;浑浑沌沌，
大智若愚。“沉静恬淡，似湛深的大海;飘逸无拘，像没有止
境”。安静下来将浊物慢慢澄清，活动起来在安定中徐徐前
行。要这样就要做到不满不盈，添一毫则嫌重，徐徐而生。
本段前面先描述了“士”所具有的慎重、周全、威严、亲切、
平实、豁灵、浑朴的境界;而后描述如何修得，要不暴不躁，
不盈不满，悠然“徐生”。可以说这段文字生动的描绘出了
道家所推崇的那种悠然洒脱的人生境界。这两段皆是《老子》
中关于人生境界的描写，而这种凝静洒脱，悠然自得，徐徐
而生的人生境界让我不由心向往之。虽离之还差之千里，我
当如水般徐徐前行，望有朝一日可以接近这样“微妙玄通”
的人生境界。

老子读后感篇四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
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为不如非。”

老子与韩非子，这两位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都是一个
时代的伟人，在诸子百家的时代大放光华，身为一个时代的
领袖级人物，身先士卒，带领着那个时代的人们走向辉煌。

韩非子的《说难》，表面看是臣子进言的把握，实为君臣之



间心理学大典，君王用势，臣下用术，否则，臣子无术危险，
君王无势霸业无成；此理论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同
出一辙，但早于千年，韩非应是太祖师爷辈分的了。

理论性强，实践性差，此乃历史上诸多理论家的`命运；韩非
子研究的如此精透，却深受之祸，本国君王没有欣赏，在秦
国却受囹圄，最终命丧黄泉，进言的巧妙药方在自身上贻笑
大方，可悲！可叹！司马迁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为李陵事件
辩护，遭到武帝宫刑惩处，进言的《说难》别有一番滋味，
大篇幅放在后面，实在是不幸呀！

老子读后感篇五

老子，是我国道家创始人。公元前600年生，公元前470年去
世。他推行道家思想，写了《道德经》。

其中，老子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把这句话译成现代文
就是：人什么都没有最好，制度不要，金钱不要，道德不要，
什么都不要。每个人都浑浑噩噩，这样最好！易中天教授又
说，自从有了照相机，美术系的`人都不会写生了；自从有了
复印机，各个系的学生差点不会写字了。所以说机器并不是
什么好东西。我想，对呀，机器和科学都不是万能的，有了
汽车，谁还会骑马呢？科学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标志着科学
的进步，一面标志着某种东西被淘汰。

虽然道家思想没有被世人推行，但是道家的中心理念——逍
遥游，升上了天，成了神仙的思想。

老子读后感篇六

感谢甘肃张掖的祁振宸老师来苏州上开发光体时推荐的《德
道经》，让我有机会透过熊春锦先生的系列著作的引导，简
单正确读《德道经》，读老子心得体会。



3月底从北京德慧智邮购了部分书籍，前面几天读《慧性图文
思维教育》，意识到诵的重要性。4月1日开始每天清晨6点在
小区河边读大本简体带拼音的《德道经》，从头读到尾刚好
一个小时。出门前将小丫读诵的《德道经》cd放入机器里，让
孩子在它的背景中醒来。

不到一个星期，九岁的孩子突然要求要学习做饭菜，说自己
学会了以后妈妈如果不空或不想做饭时他就可以为大家做。
在与外人接触时也越来越变得彬彬有礼，愿意主动招呼(不知
是听经的原因还是从他爸爸身上潜移默化来的，过去他是和
我一样对人为外冷内热型不愿意主动招呼)。他向我们提的问
题也充满哲理。比如：钱物和人哪个重要?世上最难的事情是
什么?大人为何喜欢追究过去、争来争去、自己都没有做好却
喜欢指责批评小孩子?这些问题其实在德道经中都有答案。大
人学习读诵，孩子在无为(仅听cd没有读)中即获得。这不得
不让我们惊叹经典的力量。读到《国学道德经典导读》一书
第三章第五节熊春锦先生讲述汉字是道德文化的记录时，萌
发了学习繁体字的决心(过去曾不解先生王彦赟在追求效率速
度的现今社会为何还坚持写繁体字，现在通过学习了解古人
造字的非凡前瞻性，才终于豁然开朗对他心生敬意)，便立即
换简体版为熊春锦先生校注的《老子德道经》繁体竖版。

身边喜欢读书的年轻姑娘姬晓晨花了两天时间抄写完繁体竖
版的《老子德道经》后与我分享，说开始抄写德篇时很费力，
坚持抄完到道篇时就变得出奇的顺利。不知她的这一体验是
否可证明了要得道定要先修德以及熊春锦先生校注时恢复
《德篇》放前《道篇》置后还《老子德道经》原貌的重要意
义?事实上我在开始大声读诵时也有和晓晨类似的体验。4月9
日读到附在《老子德道经》一书后的《经典诵读心诀》，立
即改变之前没有目标的盲读，而是在练习完开发光体课程所
学的七个能量之后，借着全身在光的沐浴时观想老子与自己
融合再读，发现诵读变得更加轻松，明显感应到声音的共鸣。
再将自己诵读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与熊春锦先生的校注对照(前
面仅读繁体经-文并没有看注释)，发现不谋而合的地方越来



越多了，或许这就是频率接近后能与古人居，与古人谋吧。
今天早上在平江客栈禅修和儒教两房外的花园里读时，右小
腿前面开始有阵阵热流。声音的启动结合观想能产生更大的
能量共振，这是与由杨子军、郑锦燕导师传授的起源于美国
欧林的开发光体课程原理殊途同归。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
国在很早就都已经发现宇宙能量的`秘密。这两位华人心灵导
师能将美国的开发光体课程教导传授得比起源中心还要成功，
这其中一定得益于导师从小对国学经典的学与实践四年前在
上海锦燕导师曾说过她这辈子离开之前要完成的三件事：

一、创办掌上明珠学苑，

二、讲道德经还此经之真貌，

三、传讲龙华经。

不断调整改变自己到自然(即自燃，甘愿燃烧自己为世界服
务)的状态，依照经典或上师(品德高尚，思想光明之师)引导
去乐行，就能掌握简单诀窍获得宇宙大能。

在十一天的时间中虽然仅凭自以为然的方式在读《德道经》，
也很清楚继续下去的收获定会更多，终因无法等待忍不住内
心的冲动写下上述初读的心得，期望能吸引更多的朋友加入
诵读经典、为人格播下积极正面的种子为命运收割成功富裕
的果实，为全国各地不断在身体力行推广德慧智的经销商们
喝彩。相信有越来越多家庭的诵读，中国的国学道德之光定
会在全世界绽放。要提醒大家的是，万法归一，每个人都有
最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修正自己行为让其合道与自然融合之
法)，这需要在对自己充满信心(信心不足者推荐利用简单的
心理学科技工具--内在交谈全脑开发大师之金头脑组合对自
己潜意识作有效改变、提升)的前提下开放、积极、脚踏实地
去发现，切忌死搬硬套、东施效颦让自己失去自由，徒生烦
恼而误解经典归罪上师。



感谢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传播国(医)学文化的当代国学
名家熊春锦先生，将自己的智慧凝结成清明正义的文字、简
单生动的图表，竭力还经典之原貌，让一直在迷茫甚至错误
中等待的人能重新认识老子，吸收《德道经》中的精华，做
道德的修真者。推荐有信心的朋友读上的熊春锦先生在柏林
中国文化中心《老子德道经》导读报告--浅论道德救世，定
会受益匪浅。

祝福所有朋友

道德之路精进

皆得暇满人生

老子读后感篇七

《老子的帮助》，这是一本类似注解的东西，并无新的观点。
全书的结构是复述+例子+感想=解读。从全书看得出来，王蒙
老爷子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解读《道德经》，以此教给年轻
人们一些混得开的技巧。我看完这本书后只想说一句话，不
如读原本。

我说的原本是指推荐大家看《道德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老子，都有一本《道德经》老子能给的帮助要靠自己领悟。

道德经，我自认为没有这个能力从全书解读，我只对其中几
句话，写写我个人的浅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历代以来有无数种解释，我自己对这句话的解释。道，《说
文》所行道也，有道路和行走的意思；非，有必须的意思。
常，通长，长久。名，名字；通明，明白。所以这句话可以
这么解释，道路可以作为道路，必须长久被人行走；名字可
以作为名字，必须长久被人明白。这仅是个人的解释，类似



大白话的解释，看客看过即可。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我
比较认同的解释是，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那是由于
有丑陋的存在。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
但是，斯，析也。《说文》，析，有分开的意思。所以老子
的意思可能是，美丑，善恶本为一体，只是我们要学会怎么
去分辨它们。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对待万事
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不加干预而任由其自生自灭。这是
说，自然看待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不加干预而任由其自生自
灭。这种态度看似冷漠，其实正是最好的态度。自然经过漫
长的演化，万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平衡，如果妄加干预，
破坏了其中一环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自
然中最好的道就是不加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