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传读后感(优秀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老子传读后感篇一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翻过《老子》，没有深读，感觉它是用来
背诵，以便和朋友交流时冒出几句里面的章节，显得挺有内
涵。挺有幸在我对人生家庭开始有些体验和感悟的时候，可
以再读《老子》。感恩关老师和其他老师共同举办这样的读
书会，利益大家。

下面我对自己感受最深的两点做个表述：

首先道和德的关系。我理解的德就是道德规范还有自己为人
处事的准则。听关老师讲解后明白，原来古人说的德
是“道”赋予万事万物的本性和表现。道是啥呢，道是说不
清道不明，恍惚朦胧似有似无的，简单说就是一股运作世界
的无形力量，就是老天爷那个角色。这股力量在我们每个人
身体内。现代人太多外求，内在的“德”，人的本性完全置
之不理。一切的表达应该由内及外，如果顺序倒置，只能被
外在世界左右，变成傀儡，完全迷失自己。想活的自在吗，
内求吧，认清本性守住本心，和我们体内的道连接，跟自己
相处好了，内在圆满外面也就顺畅了。

另外，科学家研究人的大脑和情绪的关系，发现爱和恨是共
用同一条神经元，就是说当你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都是大脑
的同一个地方在运作，只是它们分处一条神经元的两头。这
点和《老子》22章的内容吻合。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直，
敝则新。切割去看这些状态似乎是对立的。如果整体来看它



们是变化统一的。短短几句话我明白了整体观。当你看到一
个人很自私，可能他有大爱的一面没有被看到。你恨一个人，
可能爱也一样多。当思维打开后我感觉自己更能接纳自己和
身边的人，允许多种形态出现，好和坏只是一时的，用变化
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感恩老子感恩老祖宗的智慧，感恩关老师接下来要好好研读
老子，毕竟把自己弄明白了才能养育好小孩啊。

老子传读后感篇二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有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而每一种
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这些经典体现了民族的智
慧，凝聚了文化的精华，形成了思维的范式，并在历史的时
空中长久传承，积淀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人类文
明的历史上书写下厚重的一页。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
《道德经》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经典。

《道德经》形成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期”即春秋战国时代，
原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后来在汉代被奉为中国本土
文化孕育产生的宗教——道教的经典。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
另外一部重要经典《易经》一样，天、地、人三才无所不包，
其内容涵盖了哲学、伦理、经济、养生等各个方面，言简意
赅，含义深邃，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杰出智慧。关于
《道德经》的产生和形成，长期以来有着众多的记载和传说，
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大体应以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
的记载为坐标，即“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
言”，如此较为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使是后来考古发掘出来
的汉墓帛书本和战国楚简本的文字与传世本略有出入，应该
说也大体与太史公记载的老子思想主旨相去未远。

《道德经》虽然仅有五千多言，而两千多年以来的注疏诠释
文本则多达千种以上，文字超过数千万言。近代西风东渐，
东西方两种文明发生碰撞和交流以后，《道德经》又被翻译



为多种外国文字，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这本简短的中华文
明经典，为何有着如此广泛的影响以及历久弥新的历史魅力？
它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意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诠释？它对中
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对近现代以来人类
文明产生的诸多难题有着怎样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
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这里，笔者仅就人类文明与宗教经典
的关系，探讨和发掘《道德经》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价
值，以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老子传读后感篇三

《老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令我终身受用，当我们感叹
别人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有钱……但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羡
慕的阶段，从来没有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别人为什么这么优
秀、这么成功……难道他们一生下来就这么成功吗当然不是，
他们之所以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是一步一
个脚印踏踏实实坚持不懈的从一无所有做起，他们所付出的`
是我们的很多倍，自然就会比常人收获的更多。

工作是这样，学习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
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的去吸取知识，不断的像土一样，一点
一点的累，成就九层之台，像毫末一样，一点一点的生长，
长成合抱之木。

人生亦或如是，人生路漫漫何其修远。我们每应对一个困难，
就在人生的路上跨出了一步。这一步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那一步，令我记忆犹新。

考试，看似痛苦，却如同人生一样，每解一道题都如同跨过
了一道困难，我记得考试时，开始我做的行云流水，没有丝
毫的问题，可越做到后面，就如同陷入泥潭里一般，寸步难
行。我费尽脑力，最后一飘过关斩将，杀到最后一题，可最
后一题如磐石坚硬，油盐不进，我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却拿
它没有办法。我看向窗外，看着那蔚蓝的天空，纯洁的白云，



突然产生一丝明悟，考试如人生，要学会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我只是一味的追求答案，却忽略了过程，忽略路上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从基础入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最后费劲千辛
万苦，最终把这块磐石打磨成一件艺术品。这次，让我在人
生的漫漫长途上，踩下了最困难的一步，但让我对这句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老子那博大精深思想，
所折服。

老子的思想、智慧，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子在四五
百年前便懂得了此刻我们人类都难以理解的哲学。他的思想、
智慧无时无刻侵润我们的人生，他的语言传承了我们中国璀
璨的礼貌！

老子传读后感篇四

老子《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上至
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礼貌史上的智慧
宝典中汲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髓。

当今社会科学发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
来越殷实，而精神财富却越来越贫乏，道德沦丧的现象日益
严重。“堂堂正正做人，踏踏踏实实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应对金钱、地位、美色的诱
惑呢？我们同样能够在《道德经》这部圣典中找出答案，那
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注重守静处世，清
静自省，尽心本职！

既然我们个体十分渺小，力量十分微弱，人生十分短暂，我
们何不端正心态呢？静心、净心、尽心就是人们的.三个不一
样心态层面。静心：静安人生坐标；净心：净处人生方向；
尽心：尽展人生作为。

静心，静安人生坐标。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无
为”为修道之本。《道德经》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



”强调了致虚守静的修养。“致虚”就是要消除心灵的蔽障
和理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而后才能“守静”，通过“静”的
工夫，深蓄厚养洞察力，才会“知常”，逢凶化吉。

老子之后，庄子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这是道教静中养
生的思想理念。

“静心”，才能“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知其荣，守其辱”；静心，才不受名利得失困扰，不因进
退去留而影响；静心，才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总之，静心是安心工作之本。人们的心境到达虚静的状态，
才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会在社会中、
生活中、工作中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净心，净处人生方向。

“净者，不污也”，天地万物之间，洁净不染，就是“不
染”。“不染”的含义很广泛，老子《道德经》十二章
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
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五彩缤
纷的世界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声音使人震耳欲聋，美
味佳肴使人馋涎欲滴，纵横驰骋的心灵使人心态若狂，拥有
贵重难得的货物使人心惊胆寒。就从视、听、味、嗅、触、
物六方面形象勾划了人们因贪婪而染色、染音、染味、染心、
染身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后人云：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意在教人约束，收敛人们的贪欲之心。

由此，净心能使自己自觉地坚持自我反省，能时刻检束自己
的贪欲之心、遏制自己的非份之想。净心是持续清醒认识的
源泉。

尽心，尽展人生作为。



老子传读后感篇五

《老子》第二十八章我觉得对“修心养性”是有帮助的，他
教人顺乎自然、安守清静、无为、不争之心、为天下式。二
十八章曰：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
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
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
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如要解释这段话，就是说：知道要用雄（刚强）的手段保护
自己，可却不与人争雄，反而甘心守雌（柔顺），这样，就
会如天下溪流归注，得到天下人的归服，最高的不变的德不
离散，他更能回返原有的童心（赤子心），达到纯真的境界。
所以有“小儿是神的肯定”之说。

知道要显露表现自己，使人知道自己光明的一面，却不与人
争表现，而甘愿隐伏，甘居黑暗。这样的人能成为天下人的
榜样和典范，其最高的不变的德不会出差错和过失，而能返
朴归真，回归于纯天然而与道合一（无极乃太极之母）。

知道光荣和富贵的.一面，却不与人争光荣与富贵，而甘居耻
辱和平常。这样的人心胸开阔，得天下人的归服，其最高的
不变的德是充足的，更能复归于万物的本来，朴是至真至纯
的。

朴被破坏，朴散成为具体的器物。圣人在朴被破坏的基础上，



以浑朴的原则建立管理和领导，所以，善治和完美的管理是
顺天道，使万物各遂其性而行，也就是依从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主张顺乎自然，一切不要勉强。人工有损自然，因为天
地也是受大自然的驱迫，而不自主的在那里不停的工作。大
自然是什么？便是万能的天道。所以人当服从天道，不能自
作主张。庄子说：“吾在天地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也！”也就是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为人道之极轨，守不争之德，守住清静、
柔弱、抱一、寡欲之心，遵循自然、玄妙的法则修行。我们
凡人如照此修心养性，对身心健康是大有好处的。

老子传读后感篇六

在假期中，我读了《老子》一书，谈不上什么理解，只能说
是一些感想、体悟。《老子》虽然并不是专门论述教育的文
章，但是里面仍然有很多关于教育的思想。它意蕴深远，让
人思考，常读常新。

将老子的思想转换到教育中来，就是自然教育的思想。老子
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这与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异曲同
工。按照老子的理解，教育就应顺其自然，而但是过分强调
主观意愿。教师的权威就应不被儿童感知到，这才是最好的
师生关系。师生双方都要处于谦虚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开展教学。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尊重自然之道。
这些思想，在我们这个年代就应进行批判性继承。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所以看问题要辩证地
看待。正所谓福祸相依，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就应抱着一种
平常心，顺其自然。更进一步来讲，要将生活中的每一次遭
遇都看成生命成长的历程，将遭遇中的精神、能量转化为自
身生命的体验中来。对待生活，要有好的心态，不要过分关
注荣辱得失。这样的话，才能做到透过无为到达有为，透过



不争而没有人与之争。

老子传读后感篇七

读南怀瑾的《老子他说》，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那
本书只讲到老子八十一章的前二十六章，那时候很希望能读
到南老先生讲解《老子》的全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直
到20xx年6月，东方出版社才出版了这本《老子他说（续
集）》，算是将南老先生讲解《老子》的功德圆满。

奇怪的是，这本书买来后，一直断断续续没有读完，全然不
像以前读南师作品时的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元旦前后，醒
悟到追逐知识的虚妄，发见智慧的难得，于是准备系统学习
南师的著作，首先做的，就是重新拿起这本《老子他说（续
集）》，竟然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喜欢，用了三四个晚上
就读完了。

由于《老子》这部书本身就是大智慧的.结晶，加之南怀瑾先
生学问和智慧的博大精深，在讲解的过程中旁征博引，从
《老子他说》中可以看到做人做事的最高原则和一些具体方
法指南，也体会到儒、佛、道以及世界上各种宗教和哲学，
在最高处都有其相通之处。

虽如此，正如老子所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
知，莫能行”；每个人的理解，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知是行之始，要真正知行合一，更需在事上磨炼。

老子传读后感篇八

利用寒假的时间我又重新学习了一下《道德经》，《道德经》
是中国道学思想的经典，我很喜这本书，他的一些话看似平
常其实很深奥，全书共五千字，但是所阐述的道理确是很耐
人寻味的`，尤其是老子阐述的水，具有极高的哲学道理。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懂得如何
滋润万物，不与万物相抗争，它处在人们最不屑的地方，所
以它最接近于道。李小龙曾经说过：“你把水放进杯子里，
它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你把水放进瓶子里，它就成了瓶子的
形状，你把水放进茶壶里，它就成了茶壶的形状。”

这几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哲学韵味很深。水没有形状，更适
应于万物。所以我们也要像水一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处
在什么环境下，都像水一样，无孔不入，适应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