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通用10
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
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
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一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
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中庸思想，
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
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
普通人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
仁一样，有体有用。中庸的主题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
就是此处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
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贯下
来，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
都不行。孔子着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
取中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
日照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
夜一样长，有中才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
让”，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
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
法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
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
高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
求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



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
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
《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
能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
能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没
有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
时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
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中
者，天下之根；庸者，天下之本，中庸思想是一种客观的`思
想，也是一种唯物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庸才是世界的本
来面目，才是世界的永远不变的平衡态。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二

现代人一提起“中庸”，便会感觉很负面和消极，认为这
与“与时俱进”“奋力拼搏”相违背，其实不然。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
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
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
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

我以为，这段话显然表达了真理。

求全责备者多半是厚古薄今者，期望孔子无所不谈，无所不
包，这本身就比中庸更偏离真理更远。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三

《中庸》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使我受益匪浅，还是
它那富有人生哲学的思想内涵。《中庸》以一种朴实无华的
语言，以一个个浅显易懂的道理来启发人们中庸之德的重要
性，以及怎样能够朝中庸的方向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格修养。
全书自始至终渗透着一股厚重的儒家气息。《中庸》开篇即
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言简意赅
地揭示了中庸之道的思想核心，是自我管理。中庸的'中心思
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
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四

《大学中庸》这本书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大学》，一
部分是《中庸》，它们都是《礼记》中的一部分。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从本体论、主
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四个向度展开了儒家哲学思想体
系，经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
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最
终将天人、内外之道归结为一“诚”。

《中庸》接续孔子、曾子思路，继承并改造三代天道观，将
超越而外在的、神圣的、具有德性并依据德性主宰人事
的“天”进一步转化为超越内在的`、作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
万物之终极本原的道德本体。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五

《大学·中庸·孝经》这本书教育意义很深，令我受益匪浅。

书中我最认同的一句话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通过探索了解道理，丰富
知识，处事的意念诚实，对待事物的态度就客观了，人的`心
志就端正了，品行也就好了，家族也就可以整肃好，就能治
理好国家，天下就太平了。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给多好，
天下能太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

书中我们都应该做到的是：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
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大意是：
孝敬侍奉父母时，应当尊敬他们，使父母高兴，父母生病时，
应当表现出焦虑，他们死后，应当十分悲痛，祭拜父母时要
严肃，这样才算孝敬。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两句话，那么人人都有丰富的知识、高
尚的品德、端正的态度，那家族就会兴旺起来，国家就会强
大起来，那国家之间将很友好，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多么美
好，希望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六

近来读《中庸》，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很赞同，如“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知耻近乎勇”“行远必自迩，登
高必自卑”，看看原文，再看看现代专家的译文，感觉我们
古人真不简单。原来我的印象中，古文经典无非是“之、乎、
者、也”充斥其间，通篇是古代的一些迂腐文人的酸臭文章，
经过世事的浸润，阅览人事的沧桑，再细细品味古文经典，
感觉自己先前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粗陋，多么的不合时宜。
系统地阅读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对古文经典有了粗浅的认识，仿佛脱胎换骨似的，对古文经
典有了全新的认识，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们文章
中的观点仍不过时，因为古人、今人及将来的人，心性是一
样的，对事物的看法，做人做事的原则都有相通之处，不管
时事如何变迁，作为生命主体的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



代都有共性。

为什么四书能传承不息？读完《中庸》过后，我算有了一点
领悟，因为它们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更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历风风雨雨，经岁月的沉淀，而历久弥新，
不会过时，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读了。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七

独爱《中庸》，在暑假，又一次的捧起《中庸》，细细研读。
书并不厚，但感悟颇深，下面，让我来谈一谈自己的收
获“中庸”是一种存在，是一种天地间人与万物生存所依附
的关系，是时间和空间的完美契合。是包容，也是利用。借
天地间的一切，为我所用。《中庸》中句句哲理，值得我细
细研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
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君子之行，自觉自悟自律自警。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
违仁。”无论是通达顺遂还是身处困厄乖蹇，一时一刻也不
敢懈怠，不敢放纵自己。无论日常事务如何繁杂，都能够排
除外界的干扰，专注于内心的修养，凝神静修，永远保持心
境平和宁静，须臾不离道义的原则。固守着，坚持着精心的
呵护着，培育着内心的美好道德，使内心回归明净，塑造真
实美好的自我。

作为一名山大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越是在隐蔽的地方
越加小心自砺，不留下愧憾;越是在细微的小事上越是用心尽
力，不出现疏漏。因而，在平时生活中，即使在独处的时候
也要恭敬谨慎，心怀戒惕，严格自律。细读《中庸》，渐渐
地就明白，人心就是一面镜子，照的见别人也找的见自己。
自己的心镜照见自己的人性，别人的心境，照见的是你的人



品。因此任何事都不可疏忽。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君子之道，就想要去远方，必须先从脚下起步;又宛如要登上
高山，必定先从低处出发。面对消逝的岁月，仰望掩埋着先
祖业绩的废墟，我们在大路上走来走去，却总是不知道要去
哪里，从何处做起。我们平庸，因而我们对于美好的未来总
是仰望，而不知道如何接近，认为高远而不可抵达，这正是
我们平庸的根本原因。事要一件一件地办，路需要一步一步
地走。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起于累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是天地间孤独的旅行
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
最卑微的事做起，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天下之事，制之
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也许这世上有很多是我们不能
改变的，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从自己做起，从
最近处着手，使自己顺其自然，一步一步的取得成功。

身在山大，每一天都在成长，每一天都在进步。老子
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我们是天地间孤独的旅行者，“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广泛学习，深入探索，周密思考，明辨甄别，忠实奉行。人
生也有涯而求之无涯。学习是毕生的事业，时间是永恒的主
题。学问之道在于坚持不懈地日积月累别无捷径。一切的成
就都是建立在长期的坚实的积累之上的，不要抱有幻想。没
有相当的积累工夫，幻想着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果或是
取得突破都是不可能的。苏轼说：古之立大事业，不唯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拨之志。唯有树立积土成山，驽马十
驾的治学精神，才有可能求得真知，成就事业。



不偏不倚的立身处世哲学，不折不扣的太平和合境界。独爱
中庸。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教三者为根本，深入阐述了
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中庸乃人生成败的智慧根本”、
“诚于中，信于外”、“君子当慎独中立”、“仁者爱人，
仁者无敌”、“诚则明，明则诚”、“和为贵，不自弃”六
个方面展示《中庸》的思想和理论。

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
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
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
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
‘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
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
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那是一种瞬间绽现的
文采。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
的过程。

忠恕宽容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将
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
而行、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中所提倡的思想，如“不偏
不倚”、“至诚无息”、“内省慎独”、“隐恶扬
善”、“执其两端”、“和而不流”、“素位而行”等君子
之道，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确立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书中
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
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



道，促成中和。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
长发育，生生不息。“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
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
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
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
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
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
身”的品质。

全书体例清晰，点评得当，寓意深刻，除了摘录原文之外，
还附有白话注解，并在“细读慢品”这一板块中撷取大量与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联系紧密的故事、寓言、实例
等内容，结合本节所阐述的思想，带领我们细细品味《中庸》
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处世之道。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
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人性是
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个“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得
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
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八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下面小编整理了几篇《中庸》
的读后感供您阅读!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
教三者为根本，深入阐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

“中庸乃人生成败的智慧根本”、“诚于中，信于
外”、“君子当慎独中立”、“仁者爱人，仁者无
敌”、“诚则明，明则诚”、“和为贵，不自弃”六个方面
展示《中庸》的思想和理论。

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

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
容易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
‘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
而上学。

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
照通篇。

那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

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忠恕宽容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
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中所提倡的思想，如“不偏不倚”、“至诚无息”、
“内省慎独”、

要从“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
品德，掌握中庸之道，促成中和。

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
息。

“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
能得之。

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

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
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全书体例清晰，点评得当，寓意深刻，除了摘录原文之外，
还附有白话注解，

并在“细读慢品”这一板块中撷取大量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联系紧密的故事、寓言、实例等内容，结合本节
所阐述的思想，带领我们细细品味《中庸》中所蕴含的人生
智慧、处世之道。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
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

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个“贪”字。



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

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从开始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
于是渐渐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

“中”意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平常，平庸。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

在拜读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
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
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
思考，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似乎都在提
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
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修养。

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现，这
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已不再适用。

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采纳的，取
而代之的，当然是“中庸”。



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过风波亭之
劫;李太白锋芒太露，

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之人，屡遭磨难，大象因牙而
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壳而致死，鹦以饶舌而被困，
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自毁”。

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容易招忌及受害。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
种“中庸之道”。

“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这是没有确切的衡
量标准的。

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
些复杂中，我想，“简单”的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
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
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
圈内吧!他所拥有几乎全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
光耀。

他面对弟子的过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



扬长处，而正是忠于“不偏不倚”。

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勇敢，不放弃畏惧;面
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
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

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达到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

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平常心。

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自责;面对荣
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过分踌躇，也
不过分淡定。

万事适中，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
正常运行。

这是一种大智慧。

《中庸》的深奥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

我想，如果此生无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原则与处世的艺术。

无论碰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变应万变，这将是一
生的财富。

 

和谐是古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强盛、民主、
文化、协调的社会主义国度。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精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向众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立场。

对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感性看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处
置问题。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进程，通过书本获得悉识，通过常
识传递思维，，进而到达书中请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浏览，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

“正人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幸运”，要学会以君子看事
物的角度去察看事物，不要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

在当今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压力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
开端抱怨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反思自己。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力强的.人就会生存下来，没有能力
的人就会被社会淘汰，这是很畸形的景象。

因而，我们要温和的对待这个问题，不要将其极其化，在意
识问题的基本上，

一直空虚自己，是自己变的强盛，同时要坚持一颗谦逊谨严
的心，不要戒骄戒躁，任何事件，当时有准备就会胜利，没
有预备就会失败，不要盲目自负，要做到胸有成竹。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唯有博大和宽容，才干兼容并包，使为学存在世界目光跟开



放胸怀，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
而亲仁”。

咱们要逐渐的进行学习的五个档次，终极使本人适应社会，
实现自己的幻想。

激动是魔鬼，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一定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
不要心急，缓缓的处理，只有这样能力战胜艰苦，最终达到
成功的此岸。

所有任性而为，不要强求，只要属于自己的货色，就永远跑
不了!

在《中庸》中，我领会到了知识的主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运气。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学习可以
转变人的思惟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讯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正所谓质变才能达到量变，在我们积
聚量的时候，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
态处理事情。

近多少年来，爆炸性新闻比拟多，比方说“我爸叫李刚”等，
这些消息从侧面反应出中国的国民生活程度差距很大，其中，
确定有良多人在埋怨为什么自己不那么富有，认为生涯不公
正。

实在，我感到，生活是最公平的，只有你付出了努力，生活
就会给你一份回报，别人用一份尽力就能做到的，我们可以
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非常的努力做到的，我们能够用
一千分的努力做到。



假如这样子的话，即便我们再贫困，再笨拙，也一定会靠自
己的才能将生活水平进步，必定会变的坚强起来!

和谐是现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向世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态度。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理性对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
处理问题。

在《中庸》中，我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学习可以
改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在我们积
累量的时候，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
态处理事情。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过程，通过书本获得知识，通过知
识传递思想，，进而达到书中要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阅读，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九

问世间之事，无止，中庸读后感。

唯一‘利’字当头，悲哀。

变中自有不变，是所谓道。

天下何止一道

道亦无止

然道亦不改

当知

守道之谓正

然道道正，可悲了。

道不相勃

怨则停

知‘ 道’，不可以止，

要干嘛呢......

子喷：通。

知‘道’而使其通，是所谓中。

‘中庸’之道几可与天比肩。

事事守中乃天赋人心



人人皆临，几人肯施

天与弗取，自取其咎。

‘中庸’乃天之道

成之为圣者

偏离为小人

守之为君子

为君则无为而为

子喷：至诚，明善。诚则明，明则诚。

诚既大道之源。至诚，明善，笃行。

大道求源，做人立本。“诚”乃人之本。

涓涓之流可以致远，有其源泉。

枝繁叶茂而无有根，则虚有其表。

国无本，则国亡。

人无本，则魂丧。

人人守本，就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

怀抱本分，去永不停息的看世上的千姿百态，恪守中庸之道，
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



读大学中庸的心得体会篇十

这个学期我们老师的晨诵经典篇目是《中庸》，读了《中
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
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
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
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

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
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
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
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
‘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
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
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这句话是一个垂示，
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文”（《春秋保乾图》称：
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乃
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
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
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
道，促成中和。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
长发育，生生不息。“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
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
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
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
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
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



身”的品质。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
天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人性
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得
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
足常乐。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
受用终身。

看了《中庸》之后我豁然开朗：就是因为我们怀着对天依赖
的心情，让我们变得习惯从天得到鼓励以及活着的动力。可
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此景仰、依赖的天又是如何看待我们
的？轻视，抑或是不在乎？高兴了就施舍一点恩惠，不开心
了就让你吃点苦。我们应该学习中庸，对天也中庸，不卑不
亢，敬畏他但也不迷信他，努力修为自身，让自己达到一种
不管怎样都能泰然自若、保持心境平和的境界，平静地面对
天给我们的一切，不期待他的眷顾，也不害怕他的降灾，在
天不断为难的时候不会去想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而是自强不
息并且在苦境中自得其乐，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影响到我们。
或许这样，天反而会尊重我们，也只有这样，我认为两者才
是平等的，才能真正的和谐相处，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