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的心经 儒家修身九讲读后感(通用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儒家的心经篇一

近年来，“国学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媒体以及超级
畅销书的推动之下，更有“白热化”之势。中华民族似乎忽
然找到了丢失已久的传统，迫切想重拾传统价值与文化尊严。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其实一直未曾远离我们，它就在我们生
活之中，正所谓“道不远人”。

在当今社会国际化的语境之下，“国学”决不是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更不是经国治世的良方，它最大的作用，还在规
范和指导个人的修为与言行，与《儒家修身九讲》（典藏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所体现的宗旨是一致的。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
宗旨和目标，很显然，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的
时候，用儒家思想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是不能
了。这种不可能不单单是人为的选择，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所决定的。

但是，儒家最初的修身宗旨，在当今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正如
《大学》所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儒家的基
础目标，也是在当代最有活力和可能性的一个目标。儒家修
身思想和心灵感悟，具有抚慰心灵的功能。这也是一种本源，
如果连个人生命都无法影响，那么对其他方面的应用更是不
可能。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需要心宁的安静和滋润，
需要用传统文化来抚慰人们的心灵。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
济学家欢呼中国的经济奇迹，政治家在歌颂制度优越，只有
文化学者一直感叹文化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丧失。

无可否认，这四十余年来，中国更加开放，更加现代，价值
也更加多元。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社会是否更加文明，
更加公平，更加民主？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社
会的精神尺度和道德方面，绝对不是和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
我们所期待的文化复兴，却不得不从远古寻找精神资源和价
值源泉。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在哪里？这是一个极其严
肃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外一个
方面，每个人却又面临种种困惑和苦恼。具体到每个个体的
生命体验上，社会并不能让人们感到满意。

修身，是回到儒家思想的本源和初始。“儒家修身”很简单，
操作性也非常强，没有繁复的程序和仪式，更没有玄妙的思
想和神秘的内涵。一切都是以人为本，简单易学，指导性也
强。如书中所讲的“静坐”，是人人皆可为之的方法，只要
你全身放松，静下心来，闭目五分钟，凝神定气，控制杂念，
就能回到冥想和安宁的环境，片刻之间抛却尘世烦恼，给自
己的心灵加一次油。

又如“慎独”“治心”“主敬”这些修身条款，基本都是使
人向善，寻找心灵的平静和安慰，重在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
和圆满。再比如“自省”，日三省吾身，只要每天花几分钟，
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就能发现自己的种种得失。儒家
修身思想是一种适合中国人生命体验和情绪感悟的心灵实践。

笔者曾参与过方教授在清华组织的学生读书活动。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热衷，以及对经典的渴求，大大出乎笔者的意外。
以前，总感觉这些经典应该是经历了人世沧桑的中老年人更
喜欢，谁知道年轻的学子一点也不逊色，他们甚至对他们在
生活之中面临种种困境，愿意寻找到儒家作为修身的指导、



行为的价值规范，以及解决困惑的方式。

是给每个人提供一种解决生活苦恼和困惑的可能。
传统，其实一直不曾远离我们，只是掩蔽在历史的发展之中，
这种文化早已化成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的文化
血脉中的一段。在这样一个功利的时代，每个繁忙和劳碌的
人们，需要静下心来，好好体验一下古人的智慧，和古人的
心灵靠近，体会一下先贤圣哲的思想光芒，从而让自己获得
前行的动力和行为标准。修身，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功课。

儒家的心经篇二

这个假期，我捧着厚厚的一本《论语》，带着疑惑和新奇，
细嚼慢咽地品尝起书味。

若要用一句话来归纳《论语》讲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如
何做人”。做人和做学问是不同的。做学问也许还能在纸上
做，做人却只能到生活中去做了。

课余时间，女生们一堆一堆地围在某一个人的课桌旁，不知
谈论着什么。可我们这一堆聊的，我可清楚得很。“她这几
天穿得可真花里胡哨！”一个人指着远处的女孩小声说
道。“就是就是，一点儿也不好看啊。”另一个人起哄到。

……

当那个女孩走过来时，大家却还是笑脸相迎，我看着这幅局
面，心里似冰寒……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
不习乎。”直至整本书读完，这句话仍扣我心弦，我们应也
像曾子学习“吾日三省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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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发了一本书《危机管理》（电子版），要求所有人员
阅读并提交读后感，我粗略翻了一遍感觉书很一般，正如书
的作者名字“平川”一样，平平淡淡的将一些案例串在一起，
没有新意，我就当看故事一样翻了部分案例，多了一些日后
吹牛的故事，但也学到了一些知识。这两年，受前一任领导
影响（准确说，一开始更多的是领导要求），我也买了、借
了不少书，其中前任领导更推荐了几本很好的书，我也逐渐
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但一直没有写读后感的习惯，希望能通
过这次让我日后养成写读后感的习惯。

儒家的心经篇四

提起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人们就会立即想到《变形记》。

小说的主人公格雷高尔是一家的旅行推销员。在一个普通的
早晨，他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
大的甲虫。他的父母和妹妹看到他在早晨7 点之后还没有走
出自己的房间，都感到极度惊讶。随后，公司里的经理亲自
登门询问他没到的原因。在家人和公司经理的催促下，他挣
扎着起床去开门。可是他的变化越来越大，彻底变成了一只
甲虫。他的新形象吓跑了经理，几乎吓晕了母亲。于是，格
雷高尔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家人看到他的感觉只有恐
惧和厌恶，他成为家中的丑闻，成为亲人的累赘。最终家人
不能再容忍他了，而他也由于长期不吃东西，最后悄然死去。

格雷高尔的变形仅仅是表面上的，他真正的内心仍然执著于
以往的一切。例如：他早晨醒来后，脑子里仍然考虑的是他
的差事，除了饮食上爱好的变化外，他几乎保留了以往的一
切习惯，包括对墙上那幅画像的喜爱，为了阻止房中家具被
搬走，他招来了父亲那只几乎令自己丧命的苹果。换言之，
格雷高尔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异心”。



“变形”了又如何?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生活依旧很
美好，而心中的的理想也不会随之动摇，仍要执著的追求，
但是，仍要认清现实的状态，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不容易获
得成功与尊重。

作品中的主人公梦醒之后，发现自己成了大甲虫，全家惊恐，
绝望至极。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情了，不过，还
没有结束呢?孤独接踵而至。怎么办呢，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
一家人终于接受了它。妹妹很细心，妈妈也好言好语，哥里
高尔感到温暖，温顺的配合着，事情似乎得到了缓解，不过，
经济上的不堪重负把这个家拖垮了，心理上的负担也逼疯了
他。哥里高尔想克制，却又克制不了。理智已经失控，回忆
占据了所有，虽然是甲虫的躯壳，但人类的心无法让他逃避。
他要作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当他是恶心的爬
虫，他渴望回到过去!但对过去又十分恐惧，以致于有些喜欢
现在的生活了。矛盾的交织让他心力交瘁，最终死在自己房
间地板上。

哥里高尔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人物，他是卡夫卡的写照。卡
夫卡在写自己，写自己压抑的生活。

《变形记》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小市民。
在能生存的前提下，他们会去关心别人，爱别人，但别人一
旦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时，爱就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赤裸
的冷酷。作品中哥里高尔的妹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到最后，哥里高尔在痛苦的挣扎中，悲惨的死去了，生活又
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或许还比原来好了一点。他的妹妹是跳
跃着走的，似乎忘记了刚刚死去的哥哥，或许，根本就没这
个人。

儒家的心经篇五

我以为这本书的最大代价在于，它把艺术史研讨与美学研讨



联合为一体，提供了在以后搞艺术的详细实际环境，而不是
像普通哲学一样的广泛纪律。

艺术也是一个构成，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建筑计划应
该跟当地的文化，环境，时代，种族，信仰，资金，技术，
形体的大小等互相吻合，到达一种无机的团体，这才叫艺术
美。

他还提出了怎样鉴定艺术作品的的代价，艺术作品再现种族、
环境和时代特性的程度及结果。一共有三条：特性的紧张程
度；特性的无益程度；结果的集中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