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语类读后感 朱子家训读后感(汇总9
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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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一

这篇一百多字的《朱子家训》原来只是听说过，却从未看过。
原来以为是很枯燥的文言文，读后才发现全篇以偶句连成，
读来如金玉落地，颇具韵律之美，不仅不觉得枯燥，还令人
爱不释手。反复吟读，更觉得蕴涵丰富，深意绵长。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边息，关锁门户。
”从第一句我便有一种亲切塌实的感觉，进而似乎看见一种
田园般的悠然生活，与世无争，恬然自若，每日清晨，趁着
清露沁人的凉爽，持着扫帚将庭院打扫干净，把自己也收拾
清爽，干干净净地迎接新的一天，当最后一束阳光被收走，
便就着月色进入梦乡，紧紧的大门将烦扰关在门外，宁静的
是梦中人。这是一种让人向往不已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生活
需要一份怎样的心情去经营呢？君子的如水心态才能享有这
样的安宁吧！

粥饭思不易，丝缕念维艰。这是一种对劳动的尊重。正如那
古诗所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节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是在物质已有
很大发展的今天仍须大力提倡。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耗着大量
的自然资源。现在石油煤炭的储蓄量已所剩不多，更需要我
们合理利用，节约资源，使得人类的发展可以延续下来。



《朱子家训》中主张人要温和理智正直，不贪意外之财，不
饮过量之酒。对贫困的人不得落井下石，而要雪中送炭。这
种脉脉温情在古代和现代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人刻薄，自己
也总究会受到别人的反击，不守伦理乖僻古怪，很容易为人
所弃，在对贫富上，讲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
节，对争诉，讲究温和甚至有点息事宁人的味道，但讲究的
也不无道理，与人争诉，难免要结怨，结怨又易招祸灾
即“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此话也有道理，
但细想，似乎又有点古代士大夫明哲保身的味道：中国人身
上根深蒂固的朱子理学，儒家孔孟之道让“明哲保身”这个
词成了一个中性词。但为人不搬弄是非，不说三道四就是一
种道德操守，现在有些杂志和八卦，又有研究说明，八卦也
是现代人压力释放的渠道，所以不八卦，不多言，相当不容
易，是要人有很高的自觉，非同一般的自律，否则是很难管
住自己的嘴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书中有一句“勿念口腹，而恣杀生禽”，这
一句是指不能因为自己的贪念而随意地宰杀生禽，这句颇有
环保意识。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这句讲
的是交友，与那些为人不良的恶少交往，长久必会被其所累，
与老成有德人交往，危急的时候可以依靠，这也是孔子所说
的交友之道。这句对我的启发很大，对我而言。现在是一个
即将跨入大二门槛的大学生，在交友方面有一种困惑，亦觉
交友不易，“千金易寻，知音难求”啊！

其实，在处世为人方面，书上给我启发很更大。“轻听发言，
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这是教人不要轻信流言，要
想到着也许是别人的陷害呢，要懂得三思而行，正所谓“兼
听则明”嘛！“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这句就是要人
学会反省自己，不要一味怨天尤人。待人方面，“财诗惠勿
念，受恩莫忘”对人好不要想得到回报，施恩不求报才是真
善。但受到别人恩惠切不可忘记。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才是君子所为。“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待
人要学会宽容，学会给别人机会，“宽容”一直是道德修养
的最高境界。一个宽容的人胸怀必定如大海一样宽广，这样
的人才是平和的人，他的心才会常有安宁。为人不可存有妒
忌之心，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人永远生活在妒忌的箭熬里，
这不仅会伤害别人，更会伤害自己，所以“人有喜庆，不可
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

在对待功名利禄的追求中，朱子提醒我们：读书志在圣贤，
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家身。读书是为了求学问而
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当官是为了家国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
个人的利益。这样的追求现在已经很难实现了，现实总是无
情改变人的初衷，再纯洁高尚的初衷在现实面前也在无数次
的碰壁后变的面目全非。所以坚持自己的初衷是很难的事，
而这种艰难必须由坚定的信念克服，道理讲千遍万遍不假，
但是要把道理贯彻下来，那是不容易的事。时时追念自己的
初衷，监守内心的阵地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吧！

读完《朱子家训》，所思所想远非上文所述的，太多的顿捂，
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欣喜。来自百年之前的老前辈给了我们
一点点安慰，也许这些与世俗格格不入，但我不会认为它过
时，它是鲜活的，也应当永远是鲜活的。它帮我寻找到一片
灵魂的净土，教我如何在喧嚣的尘世里保留一点纯真，一点
真诚，一点文化的坚守。总之，受益匪浅！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二

《朱子家训》虽只有寥寥数百字，却以通俗易懂的文体表达
了深刻的治家之道，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几百年来，为世人
所重。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得意不宜再往”，不可否认，
欲望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它就像一
株生命旺盛的草，只要有适宜的条件，便会恣意生长。大千



世界，纷繁复杂，好精彩。于是我们匆忙穿梭于市井繁华，
为了名与利奔走，身心疲惫，或许没有人想过也没有闲暇去
想过要暂停一下脚步，更没有多少人能明白自己究竟在苦苦
追寻着什么，他们就这样走着，得到着，得到自己认为他们
想要或该拥有的东西。

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拥有所有。

蒙特奎尔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追求幸福也就罢了，实际上
我们追求的是比别人幸福。”不错，一个小小的“比”字，
让无数架天平失衡了，让无数颗心劳累了。应该学会知足，
知足常乐。在喧嚣奔走中留出一些时间，陪陪为自己操劳了
半辈子的双亲，体贴关爱所爱的人，问候一下朋友……有时
候，幸福就是这样。

中国优秀文化，优秀传统很多都包含在里面，如果一个民族
缺失了自己的文化，而去捧读外国文化是非常可怕的。东方
悠久的文化，被我们曲解和遗忘得太多了，而在我们的周边
国家却保存得很好。要想中国在世界之林有一席之地，就要
发扬我们的本土文化，让老外来学习我们。

有个美国教育家听说中国2·5亿学生在学英语的时候，带着
一种嘲讽的表情，为什么？因为英语的变化太复杂了，大家
都在保留自己语言中那种民族的东西不被人同化和影响。不
要说我们的小学生了，就是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也在花很
大的功夫，很多时间学习一种不属于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

记得曾看过胡适先生的一篇关于诵经的文章，说他在读私塾
的时候，也是天天死背四书五经之类的文章，当时对他而言
是颇为头痛的事情，好在人小只需要背会，不用理解，在走
漫漫人生路的过程中，才发现那些枯燥的东西竟成了指点人
生的明灯！

当然时代在变，可能古经中的一些内容不适合这个时代，但



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人生是有取舍的，书中的内容也可以
取舍。避开市井的喧哗，让我们读一读《朱子家训》，来审
视心灵最底层的那一方空间！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三

世界就像一潭水，初始，并不知道有多深，随着我们的'成长，
对这潭水一点点的涉足，才发现，原来，深不可测。渐渐地，
人们懂得怎样运用智慧·权术在这潭水中畅游，可是更多的
我们失去了。

《朱子家训》并不只是家训，更应该是中国人乃至世界应该
学习的训则。它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它经的起时间的考验，
历史的沉淀。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坦诚相见，不再认为光明
磊落是立足的根本，不再彼此相信。一部《朱子家训》正引
导着我们如何走好人字之路。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嫉妒是心灵的毒药，妒忌会蒙蔽了人智慧的双眼，永远也看
不清真正的真谛所在。记得《爱的教育》中所讲的一个孩子，
因为嫉妒心过强，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最终也没有能超过
所嫉妒的人。拥有一个广阔的心胸是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容
纳百川，更可以包容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祸福是相倚
的，就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流传在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中，
那些因他人失马而幸灾乐祸的人，因塞翁的儿子腿伤而叹息
的人，最后也明白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
些有喜幸心的人有怎能看到最后的结局，事情总是变化并发
展的。况且，在别人受难时，自己更应该帮助，这才是做人
该有的良知。

“施恩莫念，受恩莫忘”。现实中总是有很多人持着自己孤
傲的心，经常在自己受恩者前面显摆自己，殊不知这样只会
让人觉得没有气度，更有甚者，因为自己施恩，总觉得别人
歉自己的，让他人回报，结果回报的远比他施的恩要多。受



他人之恩当然不能忘，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上学收到社会大
量的资助，有招一日，等我发达了，一定加倍的回报他们，
毕竟，在这个时候，我得到的不仅是资金，还是希望，更是
动力。我没有韩信的能力可以一饭千金的回报老妇人，但至
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句话在现在这个只认文凭的
社会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但是在我看来“书”不是
学业。此书指的是单纯的书，可以扩充为知识。“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可以增加
人的涵养，扩充知识面，甚至可以改变人生，其实科第一开
始的作用应该也是选拔一些有修养·爱读书的人，可以从书
中悟出许多道理方法的人，只不过到后来，都变得功利了，
成了为科第而读书，为未来而读书，啥时候能为读书而读书，
才掌握了读书真正的乐趣。

古代真正的圣贤，有几个是为了科第而读书，他们都从书中
参悟了一些道理，有着自己的理想，诸子百家是，各代名臣
是。古代的才子大家更多的是官场失意，当沉浸在他们的文
章，体会的将是别样的滋味。

《朱子家训》在此时就不仅仅是家训了，更是一部鞭策个人
行为的箴言，以此训律自己，规范自己，将塑造一个更严谨
的医学人士。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四

《朱子家训》是一部儒家经典之作，以前听语文老师提过，
但从未见其真面目，听说它几百年来都广为流传，而且能告
诉人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它为什
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带着疑问，今天的班会课，我读
得认真，听得仔细，课后，感触很深。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



一句话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一样表明了对劳动的尊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珍惜啊，浪费
无疑是可耻的，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作为青年学子，
更应该珍惜拥有，懂得父母之艰辛。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作
者喜欢这种平淡、朴素、简单的生活，几只青瓦和陶土做的
器具摆放在桌上，投下了一片阴影，而在碗里盛着赏心悦目
的绿色，那蔬菜还滴着露的时候就从菜园里采摘下来了，新
鲜极了，比油腻的鱼肉更美味。我想，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这样舒心惬意的田园式的生活是很难
实现的。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
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这几句都表明对子孙的教育是多
么的重要，用好的教育方法才有用，不光要让子孙读好书，
好读书，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淳朴的品质教化子孙才行，
这样教育出来的子孙才能具有高尚的品质，才能成为社会的
栋梁。

《朱子家训》俨然是一部家庭教育的典范。"刻薄成家，理无
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
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
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
勿计厚奁。"作者希望子孙后代能理解作为一个称职父亲对家
庭的操劳，他希望家庭永远是那么的和睦，这样社会安定，
人人安居乐业，这样，才是真正幸福安乐的生活。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五

中国老古人留下很多智慧，其中“家训”则是智者们为后代
留下的终生经验和阅历精华，是“学习教育”和“教育自
己”的好材料，道理虽懂且看过一些家训，可但凡一看到为
人处世，修身齐家的言论就本能的抵触，大多入眼不入心，



不到病入膏肓，看不到、也不愿看到自己“该治的病”，一
方面警醒自己，另一方面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些“避坑”的注
意事项。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
必亲自检点。”这是朱子家训的头两句，本来是规律作息，
保持日常整洁的基本规则，一则对身体健康有益，二则为入
世的基本礼貌，三则对于关锁门户这种对人身安全有重大影
响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要亲力亲为。

人生在世有人多看不惯的事情，比如与任何人见面一定要打
招呼、上课就一定要端坐、听讲一定要认真等等，倒不是觉
得这么做不对，而是总叛逆的觉得，不是只有这么做才能得
到某种结果，可能有的学生真的需要做一些小动作才能听讲，
可能真关系不用打招呼维系，抱着对世俗的异见，例外总是
会有的。

所以我对待仔的学校生活，并没有严格他的上课纪律，行为
规范，甚至还认为纪律和规范可能会阻碍他的创新性能力，
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一年多的放任，他的课堂纪律极差，
上课不认真听讲，以至于老师单独批评他的时候都用到
了“对你没法子”的话语，见人不打招呼，没礼貌也变成了
标签之一，交友自然也成了问题。

遵守基本的社会准则，是上学的第一课。无规矩不成方圆，
正是因为讨厌外界的各种“他律”准则，才愿意使用自律的
方式对待生活。

“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在一
个人内心里，对于生活在底层的人群，应要多一份体恤之心，
你看他们的日常已经挣扎在生存边缘了，任何人多占他一点
便宜或者一分鄙夷的口舌，都有可能是对方生命不可承受
之“轻”，甚至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存善心，既是为
人，也是为己。



“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对于
家族之内，安抚贫寡，才能有利于家族的兴旺，一个家庭应
有家法规矩，长辈对晚辈言辞需庄重。推小及大时也有一份
道理，比如“劫富济贫”的所得税制度，抑制企业的“垄
断”行为，社会中的企业和个人都应遵纪守法。

“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人对外的态度完全来源于内心的修为，遇到富贵就谄媚遇
到贫穷就不可一世，只能说明一个人卑贱和贫瘠的内心。人
不可能孤立于世间，用这点谨戒自己，并做识人之术。

内修与外治本是一对反义词，修身看似是自己的事情，但世
界上的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社交也许并不难，可以纯当观
察的素材就好。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在看吴军的书中说，在国外研究
生阶段，他的导师教授了一个终身受用的事，具体来说，就
是在研究生论文中，正式的给帮助过他的人署名。在最新的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里面，最后在周奇墨夺冠之时，也见他不
停地在跟大家说他如今的这个成功都是大家的功劳，也会具
体的提到别人的名字。

常言到“人善被人欺”，大家多少都应该为此吃过亏，孤僻
如我原因之一，主要是想通过逃避社交而不被人欺负，而吴
军提供的杜绝“人善被人欺”的好方法，是第一次与人为善
之后有可能吃亏，但绝不给对方第二次机会。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人无完人，
总是在善恶两端之间徘徊，《朱子家训》的这句话，可以当
做行动指导，1、做了善事不要总想昭告天下。2、不要去做
那些害怕让人知道的事，用这两点离恶近善，辨别“忠奸”。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主持
家道也要防止争吵讼告，言多必失，长此以往总不会有好结



果。

今天一上午心情都不大好，因为跟仔吵架了，一起来就能有
吵架事由还是挺厉害的，原因是线下的画画课复课了，而该
课程换了一个比较严厉的老师教训过仔，仔因此跟我提出退
课的要求。

吵架总不是什么好现象，这一上午我就沉浸于对仔“不争
气”的诟病中，连带着想起了他的上课不认真听讲，课堂纪
律差，性格孤僻等问题，这联想一多起来，突然开始责怪自
己，是不是把这娃“养废了”，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待到中
午，老师发来了一张仔主动给同学们发小馒头的照片，让我
突然从这个想象中的焦虑漩涡中跳出来。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
余，自得至乐。”家人关系融洽，就算吃不上饭也会有开心
的事，学习之后，即便兜里没钱，也能愉悦。以后发火的时
候我就默念这句。

家训得多读，我觉得读的还是不够。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六

世界就像一潭水，初始，并不知道有多深，随着我们的'成长，
对这潭水一点点的涉足，才发现，原来，深不可测。渐渐地，
人们懂得怎样运用智慧·权术在这潭水中畅游，可是更多的
我们失去了。

《朱子家训》并不只是家训，更应该是中国人乃至世界应该
学习的训则。它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它经的起时间的考验，
历史的沉淀。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坦诚相见，不再认为光明
磊落是立足的根本，不再彼此相信。一部《朱子家训》正引
导着我们如何走好人字之路。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嫉妒是心灵的毒药，妒忌会蒙蔽了人智慧的双眼，永远也看
不清真正的真谛所在。记得《爱的教育》中所讲的一个孩子，
因为嫉妒心过强，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最终也没有能超过
所嫉妒的人。拥有一个广阔的心胸是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容
纳百川，更可以包容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祸福是相倚
的，就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流传在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中，
那些因他人失马而幸灾乐祸的人，因塞翁的儿子腿伤而叹息
的人，最后也明白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
些有喜幸心的人有怎能看到最后的结局，事情总是变化并发
展的。况且，在别人受难时，自己更应该帮助，这才是做人
该有的良知。

“施恩莫念，受恩莫忘”。现实中总是有很多人持着自己孤
傲的心，经常在自己受恩者前面显摆自己，殊不知这样只会
让人觉得没有气度，更有甚者，因为自己施恩，总觉得别人
歉自己的，让他人回报，结果回报的远比他施的恩要多。受
他人之恩当然不能忘，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上学收到社会大
量的资助，有招一日，等我发达了，一定加倍的回报他们，
毕竟，在这个时候，我得到的不仅是资金，还是希望，更是
动力。我没有韩信的能力可以一饭千金的回报老妇人，但至
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句话在现在这个只认文凭的
社会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但是在我看来“书”不是
学业。此书指的是单纯的书，可以扩充为知识。“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可以增加
人的涵养，扩充知识面，甚至可以改变人生，其实科第一开
始的作用应该也是选拔一些有修养·爱读书的人，可以从书
中悟出许多道理方法的人，只不过到后来，都变得功利了，
成了为科第而读书，为未来而读书，啥时候能为读书而读书，
才掌握了读书真正的乐趣。

古代真正的圣贤，有几个是为了科第而读书，他们都从书中



参悟了一些道理，有着自己的理想，诸子百家是，各代名臣
是。古代的才子大家更多的是官场失意，当沉浸在他们的文
章，体会的将是别样的滋味。

《朱子家训》在此时就不仅仅是家训了，更是一部鞭策个人
行为的箴言，以此训律自己，规范自己，将塑造一个更严谨
的医学人士。

文档为doc格式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七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边息，关锁门户。
”这是《朱子家训》的第一句，这第一句就让我有种亲切、
踏实的感觉。有一种田园生活的味道，可以看出这是个勤奋
的人，更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每天早晨迎着初生的新
阳，打扫自己的庭院，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的，衬着新鲜的
露水，给人沁人的清爽；当最后的那束阳光被收走，便关进
大门，将那些烦心的事锁在门外，仿佛与世隔绝，趁着从窗
外透射进来的月光早早上了床，享受着月光浴，想想今天的
收获，那是另一番的快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多么
闲适、安宁、平淡和朴素的生活状态啊!

晰可见。最后他们俩凭着团结的精神走出了荒野。“滴水之
恩，应当涌泉相报”对于别人的恩情，我们应当铭记于心，
永远不能忘记。而对于自己帮助别人的.事，不能太自负，把
自己想得太伟大，应该觉得理所应当。

《朱子家训》还讲了为人处世的智慧、做子女应当尽的孝心、
文明礼仪……这里面的含义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朱子家训》教给我的做人品质令我终生难忘，给我枯燥的
青春加上了一道靓丽的色彩。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八

《朱子家训》倡导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对每个
人来说，家庭是人生的起点，也是生活的港湾。营造一个温
馨的家，创造和睦的家庭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
人们追求的亘古不变的目标。而朱熹的《朱子家训》为实现
这样的目标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指南。

“父之所贵者，慈也”。《朱子家训》要求父母对子女
要“慈”“教”。所谓“慈”，即父母要疼爱子女。父母对
子女的爱必须是至善的爱。但是父母对子女千万不可溺爱，
溺爱是害。如果子孙不肖，对其放纵是不行的，所以朱熹指
出：“子孙不可不教也”。特别是当代社会大多是独生子女，
他们被父母乃至爷爷奶奶视为掌上明珠，一味迁就、百般疼
爱，养成了孩子唯我独尊、任性的性格，根本不讲长幼之序，
不懂礼貌。这种性格的养成，对孩子成长会带来许多负面影
响。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因此，父母在对子女倾
注慈爱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孩子的管教。使其懂得礼仪，懂
得做人的道理。

“子之所贵者，孝也。”《朱子家训》要求子女对父母
要“孝”。所谓“孝”，是指子女要善待父母。朱熹强调
的.“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心
甘情愿地付出。父母辛辛苦苦将子女养大，在子女身上倾注
了无数无私的爱，而作为子女，一旦独立就应当主动承担赡
养父母的任务，使其安度晚年，不仅在物质上关心父母，更
应在精神上关心父母，在父母面前要和颜悦色，平常要多问
寒问暖，问疾问安等。

朱子语类读后感篇九

在学习这篇《朱子家训》之前，只是片面的知道是治家的格
言，甚至可以说是陌生。通过学习，整篇文章言简意赅，内
容丰富，不仅仅是讲诉了治家的方法，更是教我们很多做人



的道理。

文章的开头就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
边息，关锁门户。”让我感觉一种亲切塌实的感觉，进而似
乎看见一种田园般的悠然生活，与世无争，恬然自若，每日
清晨，趁着清露沁人的凉爽，持着扫帚将庭院打扫干净，要
内外整洁；到晚上，便就着月色进入梦乡，关好门窗，将一
天的烦扰都关在门外。用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活。
“粥饭思不易，丝缕念维艰”。这是一种对劳动的尊重。勤
俭节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张着我们为人正直，
要以身作则。不贪意外之财，不饮过量之酒。对贫困的人不
得落井下石，而要雪中送炭。对人刻薄，自己也总究会受到
别人的反击，不守伦理，很容易为人所弃，在对贫富上，讲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应该一视同仁。为人
不搬弄是非，不说三道四就是一种道德操守，当然现在是互
联网的时代，难免一些八卦新闻的产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精神意识，整个社会风气将会越来越好。

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自觉主要是体现勤劳，凡事都要
自己亲自做，不要总是观望别人，在这同时要自觉的关心家
人、别人、同事，自觉担当做事的责任。

文中写到“勿念口腹，而恣杀生禽”，这一句是指不能因为
自己的贪念而随意地宰杀生禽，提倡我们应该持有环保意识。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这句讲
的是交友，与那些为人不良的恶少交往，长久必会被其所累，
与老成有德人交往，危急的时候可以依靠，这也是孔子所说
的交友之道。也是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
般了解评价一个人，只需看他身边有些什么人。其实，在处
世为人方面，书上给我启发很更大。“轻听发言，安知非人
之譖诉，当忍耐三思”这是教人不要轻信流言，要想到着也
许是别人的陷害呢，要懂得三思而行，正所谓“兼听则明”，
“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这句就是要人学会反省自己，
不要一味怨天尤人。待人方面，“财诗惠勿念，受恩莫忘”



对人好不要想得到回报，施恩不求报才是真善。但受到别人
恩惠切不可忘记。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才是君子
所为。“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待人要学会宽容，
学会给别人机会，“宽容”一直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一
个宽容的人胸怀必定如大海一样宽广，这样的人才是平和的
人，他的心才会常有安宁。为人不可存有妒忌之心，见不得
别人比自己好的人永远生活在妒忌的箭熬里，这不仅会伤害
别人，更会伤害自己，所以“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
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工作生活中，在团队里尽职尽责，
团结合作，无私奉献是我们每个人积极遵循的职业素养。

我们都应该不断检点自己，不要嫉妒别人，取笑别人，不要
爱财如命，不要算计别人……从自己做起，不拘小节，要做
一个知书达理之人，做一个为人处世的低调者，要有自己的
信仰，有为人风范。

在对待功名利禄的追求中，朱子倡导的是：读书志在圣贤，
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家身。读书是为了求学问而
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当官是为了家国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
个人的利益，。这样的追求现在已经很难实现了，现实总是
无情改变人的初衷，再纯洁高尚的初衷在现实面前也在无数
次的碰壁后变的面目全非。所以坚持自己的初衷是很难的事，
而这种艰难必须由坚定的信念克服，道理讲千遍万遍不假，
但是要把道理贯彻下来，那是不容易的事。时时追念自己的
初衷，监守内心的阵地是一种可观有效的方法，所以更重要
的是持之以恒。

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做事中不断总结和领悟，要有远见卓识，
不要因为做事而做事，不要因为学习而学习，而是要不断提
升自己。

读完《朱子家训》，所思所想远非上文所述的，还有着很多
顿悟、感慨和启发。可还是围绕着自觉、自省和自悟，这三
个方面的来阐述。它不仅仅是家训了，更是一部鞭策个人行



为的箴言，以此在工作生活中训律自己，规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