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子和仁的感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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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悟对于我们是非常有
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孔子和仁的感悟篇一

客师歌“三问”较好地解决了人生意义在哲学高度的重大问
题：人存在于天地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之于人的意义是什
么？为何有时间的存在？“三问”以客师与韘述先田猎迷路
这件事为背景，通过一问一答一层一层解析先觉、先知、先
机、后觉之间的关系；时间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人和万物来
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

“三问”前四句交待了这次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第一
问韘述先以客师明天地为由，诘问此时为何迷于田、困于岵、
又冷又饿的境地。客师以诗经“衡门”开头，这也尊循了古
人把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作为说话的依据，逐层逐次
地解析“先觉”“先知”“先机”“后觉”，提出“先觉何
必求先知，先机有时从后觉”极具智慧性的观点。这里要说
明的是并不是很多人都具有先知的能力，先知在任何时候只
有极少部分人才有的能力，既使有这种能力的人，也不必非
得用这种能力去处理事情。且事物发展的先机，有时也在后
觉中产生。这二句话解决了有先知能力的人价值问题：人的
价值并不在于要运用自已先知的能力去证明自已，或者获取
利益，而是要顺从事物演化中的轨迹，不参杂人为的因素去
干扰、改变它的结果。特别是从事易学研究或爱好者，当具
备一些先知的能力，在运用这些能力的时候，有时能断人的
生死、有时能改变人生的轨迹时，怎样做到慎言？先圣
有“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客师特意写下“三言”告
诫子孙要“三言两语”。



“智者只需明辩机，子时不问明朝疑”，有智慧的人只须辩
明事物演化的规律和机会，从规律中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决
定自己的言和行。子时不问明朝疑，是不须动用先知的能力
来决定明天的所为。

二问，韘述先提出“一朝夕”的问题，客师针对“一朝夕”
这个问题，论述在不同层次的人理解也不大一样。有人说人
生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蒙童、
妇人、老妪是属于看山是山的境界。偶人、在雷火中论长短
的人、在芥子上竟雌雄的人是看山不是山的境界。智者属于
看山还是山的境界。

“朝夕之内大玄机，一物一换有分离。皆道天地一盈虚，吾
道虚虚一朝夕”，每个人在自己的一朝夕中，都是用有别于
其他人的唯一，换得自己的一朝夕，肯定与其他人有区别，
映证后面的痴人、愚妇的一朝夕。世上万物（动物、植物）
在这个大玄机中均有区别于其他万物的一朝夕。世人都说天
地像风箱一样有盈有虚，而我的道却只有虚虚的一朝夕。

“天地不过一狎子，只布朝夕困人兹。”真正困人兹的并不
是这个狎子，天地自有天地之道，而是人类自己不明白朝夕
的道理，不懂得时间的内核而困于朝夕之中。

“海枯石烂光移影，千万人行将其定。痴人愚妇谋万年，自
误今岁他年连。”在时间的这根长轴中留下一段一段的影像
是千万人的人生轨迹共同形成的。痴人、愚妇谋划着万年大
计，憧景着今年、明年以及年年岁岁。但在这个世界上更多
的是谁也不敢保证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人生的悲欢离合、妻
离子散、突发的事故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只有真人能破得
这个大迷津，抱着不争朝夕只在今的人生观，去感悟世界。

三问，以韘述先经历的战争中生死之间的事诘问客师：生命
为何如此短暂且无可奈何，朝夕也好，只在今也罢，生命只
存在短短的一瞬即灭。替众人也替天地间的万物问出生命的



终极问题：为何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生物来到世上不管存
在的时间长短，都会面对死亡、毁灭。天地万物演化最终都
逃不过死亡，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意义何在？客师以弓和
箭的取用进而论述是否得情。人和万物来到世上，得情与否
是人和万物存在的决定意义，来到世上得其情，就是人和万
物最终的意义所在。不得情，那怕岁岁连连却只能空活一生。
客师写到这里，悟出了人生真谛。

凡夫俗子的我们虽然境界不高，但只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努
力修“四正”，处迷茫而不惑，在顺境而不娇。暂时无法达到
“得情”的境界，即使智者、真人境界我们也还在修行的路
上，但只要认准目标，不断修心、修身、修已，向智者学习
明辩机遇，通过学习、领悟天罡遁的奥秘达到人生目标。

孔子和仁的感悟篇二

快乐的寒假，我像飞出笼子里快乐的小鸟，坐在刺桐公园的
石椅上，掏出吴祚来写的《孔子学堂》，聚精会神地阅读起
来。

多么引人入胜的经典古文呀，我稚嫩的心灵跟着《论语》简
练深奥的文字，与孔子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朴实的
生活之中和道德对话里得到荡涤。

从《孔子讲道》我明白只有追求真理，才能实现人生的目标；
从《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感受到仁爱、智慧、勇敢是真正
的伙伴；从《知之为知之》我感悟到：只有刻苦、持之以恒
地学习，才能收获知识的果实。

其中，我最喜欢《君子（上）》这篇论述。孔子告诉弟
子：“君子无所事。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
君子。”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凡
事不能与别人争执不下，即使在比赛中，也应该互相谦让，
这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修养。看来，我也算是“君子”。



春节将至，购票大队排成了头不见尾，尾不见头的长队。我
和爸爸从早上8点排到了下午2点，终于望见售票窗口的影子，
我深吸一口气说：“爸爸，我到旁边去运动一下。”刚刚走
出几步，我看见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老爷爷，正
颤悠悠地拄着拐杖，无精打采地排着队。我想：这位老爷爷
一定排很久的队，开始体力不支！怎么办呢？我跟爸爸小声
商量：“我们跟老爷爷换一换位置吧！”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你真是一个懂得尊老、谦让的好孩子。”我和爸爸重新站
到队伍后面排队，但看到老爷爷买完票高兴地样子。我一点
也不后悔。

“君子明白正义，小人只知道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孔子的语录像是冬天的阳光，带来无比的温暖；
像是黑暗中的明灯，照亮前进的方向；像是甘甜的泉水，带
来心灵的滋润。

孔子和仁的感悟篇三

悄悄地，经典诵读之风刮遍校园。徜徉在经典文化的圣殿，
我结识了慈祥的孔子，雄辩的孟子，智慧的老子，幽默的庄
子……其中，我最仰慕的是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孔子学堂》为我们呈现了孔子上课时的情景。在他的课堂
上，不会有人抄袭，也不会有人作弊，他们都发挥着自己的
真实水平，因为孔子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
也”。相比较这样真实的学习，不由得令曾经的我感到汗颜：

那是五年级时的一次数学单元检测，顺利地解答完大半张考
卷后，一只“拦路虎”把我难住了。任凭我绞尽脑汁，冥思
苦想，还是想不到解题方法。于是，一个声音在我左耳边说：
“到学习比自己好的同桌那里瞄一眼吧？”

“不行，偷窃知识是不对的！”另一个声音马上在右耳边反
对。



“可不瞄的话，这次就与高分失之交臂了。不达标多倒霉
呀！”一个声音很为难。

“可那原本就不是你该得的。要是瞄了，你会失去更多
的！”另一个声音很坚决。

“瞄一眼吧……”

“不行，目不能斜视……”

两个声音激烈地斗争了好久，最终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我还
是选择当了一回“长颈鹿”。

事后，我向妈妈进行了坦白，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
子，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看你这么坦诚，相信你一定知错能改！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
明，不能不懂装懂，明白吗？”

从那以后，考试时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
为我知道在学习上弄虚作假，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堂》让我更加了解到孔子
的讲理、礼让、谦虚；《孔子学堂》让我更端正自己该持有
的学习态度；《孔子学堂》让我更明确自己为人处事的原
则……《孔子学堂》，有了你的指引，我一定会开创起一片
属于自己的精彩天地！

孔子和仁的感悟篇四

孔子说：“人分三等：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

从生物科学这个角度来解释，中人以上：万物之灵的人；中
人：一般的动的人；中人以下：禽兽不如的人。



抠心自问我是哪一等人？中人算不算的上？请自己多花时间
认真检讨，改过自新。

放眼看社会禽兽不如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原因？是人们价值观
念扭曲，市场导向错误等等，谋财害命比比皆是，人祸不断。

总而言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全中国，全人类，来说是多么的
重要。

现在我才明白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无知。从
前种种譬如今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

今天给自己一个新的出发点――对得起未来的自己。

孔子和仁的感悟篇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一生坚持理想，最终成了万世师
表。一本《论语》，道出了哲理，他的思想，让人们信仰，
他成了后世之人开口闭口的“子曰”，他就是孔子。

孔子的童年并不幸福，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而更悲伤的是，
孔子十七岁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孔子少年时期的
艰难困苦，磨练了他坚韧的品格。在少年时期的谋生过程中，
他学会了“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在
母亲的引导下，孔子刻苦学习，俨然成为了“小六艺”方面
的专家。然而孔子却不以此谋生，因为他有更高的眼光。他
认为，应该提倡“大学之道”和“君子儒”。什么是“大
学”呢？孔子曾经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大学》）。

孔子说的这段话，诠释了“大学之道”：不为了就业和谋生
而学习，这就是“君子儒”。而和“君子儒”相对应的就
是“小人儒”，即学习某一专业并以此谋生，又叫“专业



儒”。“大学之道”不为就业，不为谋生，而是为了成人，
成为君子，为老百姓谋幸福，为国家谋幸福，更为了天下谋
幸福。

不知不觉中，孔子迎来了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天命”指的
是上天的旨意。是否真的有天命？可以认为有，也可以认为
没有。我个人认为，天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生在中国，在
怎样的家庭里成长，有怎样的父母，怎样的兄弟姐妹，这就
是天命。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做到知天命。知天命，包含着
三层含义：认识天命、敬畏天命、履行天命。知天命，能给
予我们百折不挠地向着远方前进的精神力量。人就是天命。

孔子的三千学生，个个精明能干，其中之一的子夏所说
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成为了复旦的
校训。孔子的著作《论语》被一代又一代人所传颂，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石。

用作者的一句话结尾：从此，孔子，不再仅仅属于春秋时代，
他属于千秋万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