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的读后感(精选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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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读后感篇一

大家好，我是6号张文怡，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读《孔子的故
事》有感，《孔子的故事》讲述的是孔子的一生所经历的事。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出
生于公元前六世纪。

在这本书里，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章是第五章，孔子和老子的
会见。这里面讲的是：孔子是个虚心好学、非常上进的人。
他非常崇拜老子，经常向老子请教学习。老子教了孔子很多
做人的道理，比如：“你应该去掉骄傲，去掉很多的贪恋，
去掉一些架子，去掉一些妄想，这对你都是有好处的。一切
事不要太任自己的性，这样在家庭也不合适，在朝廷也不合
适”，等等等等。孔子也是按老子说的那样做的。从这里，
我也感受到了孔子的虚心好学。

完这本书后，我想了很多。孔子先生小时候就可以做到学而
不厌，一遇到不懂的题目就去问老师，为何我们不能做到呢？
在学习上我们也要像孔子先生那样，好学上进，不懂就要问！
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孔子的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读了《孔子传》，毫不虚假地说，这本书让我重
新认识了孔子这个在世人眼中伟大的人物。



《孔子传》这本书以“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
欲”为题，分析六章，为孔子作传。这本书用平实的语言描
述了孔子的思想以及孔子对一些事情真正的见解。通过阅读
这本书，我重新认识了孔子这位伟人。他不似人们眼中的那
样神奇，在我看来，他只是对于一些道德上的问题更加敏感
罢了。无论什么事情，孔子都有自己独到的想法，而这些看
似奇怪的想法却总能让我在困惑迷茫时茅塞顿开。如果你不
了解孔子，你会说他很伟大，是中国主流思想的创始者。当
你真正了解了孔子，就会懂得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开创了
儒学思想，他更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人们通常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孔
子都是人们眼中对礼的要求最为详细规范的学者，孔子对于
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行为，的确是非常痛恨的。在读这本
书之前，我也一直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是，在作
者鲍鹏山的笔下，孔子并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觉得孔子
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更不认为对人做严
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同时，孔子坚决拒绝绝
对道德主义。我非常赞同作者在这一方面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否则法律
岂不是虚无的存在了么？因此，孔子并非是一个完全的道德
主义者，从他对于绝对道德主义所持的反对态度就可以看出。

说到道德，孔子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世人皆知的。道德，
即礼法。鲁国大夫孟僖子曾因在外交时被人嘲笑不懂礼仪而
下定决心学习“礼”。他临终时说：“礼，人之干也。无礼，
无以立。”还嘱咐两个儿子要向孔子学习“礼”，可见，孔
子对于“礼”的见解是被世人所肯定的.。

孔子对老子的评价也是非常独到。大家都熟知孔子的“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实际上，这还是老子“善人
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的思想。当孔子
的学生问到老师对老子的评价时，孔子这样说：“天上的鸟



会飞，地上的兽会跑，水中的鱼会游。飞的鸟，我知道怎么
办，用箭射；游的鱼，我知道怎么办，用钩钓；跑的野兽，
我也知道怎么办，用网抓。可是对老子，我真的没办法，因
为他既不是天上的飞鸟，又不是地上的走兽，还不是水中的
游鱼。他是什么呢？他是一条龙。”这还真是颇有味道的评
价，也让我从中感受到了孔子对老子的欣赏。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忧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君子享
有终生的快乐，而没有一日的忧愁。小人则不然。他在没有
得到所求之物时，为不能得到而苦恼；等到终于达到了自己
的目的，又担心会失去所有，所以，小人有终生的忧愁，却
没有一日的快乐。这番言论让我对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有
了重新的认识。君子从不会因为害怕失去而忧愁，所以君子
终生快乐，小人的患得患失让他们永远处在愁苦的困境里，
无法得到救赎。不得不说，孔子的言论和思想总能让我对不
解的事物豁然开朗。

孔子的眼光总能欣赏到真正有趣的灵魂。孔子欣赏曾皙逍遥
自在的情怀，可见孔子并不是一个板正严肃的学者，他崇尚
快乐，这让我觉得孔子内心是个有童心的小孩子。

这本书确实让我获益匪浅，或者说，在我心中重塑了孔子的
形象。实际上，让我敬佩的，不是孔子的伟大，而是孔子超
越凡人的人生智慧。它会让我懂得如何去生，如何去追求。

孔子的读后感篇三

孔子，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在一本书上，我终于“接触”到了孔子。

有句话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就是只
学习不思考，就会陷入迷茫之中，只思考不学习，是一个消
化、吸收的过程，只有这样，在能做到心中有数。反过来说，
如果不努力吸收知识，总有一天，连思考的能力也会退化的。



虽说孔子年轻时就已出了名，但孔子仍不骄傲，非常谦虚。
有一次，一位百姓问孔子：“你这么渊博，你会的玩意儿简
直让我们叫不上名来！”孔子听后，便有礼貌的说：“我会
什么呀，我只不过会驾车罢了。”原来当时有六种本领：礼
节、音乐、射箭、驾车、识字、计算。这些是一个全才的人
必须具备的，在这六种本领里面，驾车是被认为最底下的，
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孔子小时候也很爱读书，
有一次，城里的人让读书人去给皇帝的儿子念书，孔子激动
不已，马上去报名，这些人冷漠的对孔子说：“你一个小毛
孩儿，又不是什么名人，有不出名。跑来这儿干什么呀？快
走快走！”这些话让孔子很愤怒，同时也激发了孔子，他每
天更加发奋读书，吃饭、睡觉，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时间
就看书，终于，孔子快成年了的时候，渐渐有了名气，也有
人找他拜师了。

虽然孔子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但孔子的思想却对我们产生了
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我们要学习孔子这种精神！在课堂上
我要认真听讲，不能开小差，也不能取得了一点好成绩就骄
傲自满，而应该学会谦虚，爷爷也说过：“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我要把这句话牢记在心。

孔子的读后感篇四

《孔子如来》这本书，阐发了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传递了
文化的涵养和力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孔子如来》这本
书。在这本书众多文章中，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逆向而
行”这篇文章了。这篇文章主要讲了，懂得放松，不和别人
比但求超越自己的曾点和目标远大的子路、踏实苦干的冉求、
小心翼翼的公西华，都表明自己的观点后，曾点得到了孔子
的肯定。

还记得我刚升初中的时候，生活过的又忙又乱，每天吃饭，
上楼梯都需要看着表。觉得每天除了作业还是作业，枯燥极
了。每天只要一提起作业，心情就会变得沉重起来。但是读



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懂得了逆向而行，渐渐地学会了放松，
学会发现生活的片刻美好，不必把自己绷得太紧。

人就像一根琴弦，如果绷的'太紧，迟早会断开的。我们要学
会适当的放松，有时你放轻松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时，也会发
现全世界都在对你微笑。

我们要像捡拾金币一样把来到眼前手边的喜悦收集起来。照
亮并且温暖自己，哪怕只有短短的几秒的快乐，也是洒进心
里的阳光，可遇而不可求，给人生算小账的时候，总是算负
分，永远不记得像花草一样开在路边的喜悦，永远不记得日
子里像清水一样的安好。不记得流转于身边的温暖情谊。

就这样，我学会了自我调节，放松自己，让自己每天都能有
一个好心情，做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希望大家在负担很重的时候，懂得淡定、放松、超脱。其实
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进，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学习。有的时
候逆向而行，淡定，从容，你就会看到和别人不一样的风景。

《孔子如来》读后感五有一天，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参观鲁桓
公庙，看到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倾斜地放着。孔子
就问管庙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啊？”管庙的人告诉孔
子：“这是宥坐器。”

何为“宥坐器”？就是安放在国君座位右边的一个东西。这
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听听孔子怎么说：

“哦，既然是宥坐器，那我知道：它里面没有水的时候，是
倾斜的；水装到一半的时候，是端正的；装满的时候，它就
倾覆了。”

说完，孔子转身对他的弟子们说：“现在我们就试验一



下。”实验的结果果然如孔子所说，当水满了，这个东西一
下就倒了，水全泼洒出来。

孔子对弟子们说：“小心啊，万物都是这样：自满一定倾覆，
骄傲一定倒台。”

子路懵懂，问孔子：“老师，我们如何才能让人生完满而又
不倾覆呢？”

损，就是减损。孔子是在告诉我们，人生要学会做减法。我
们总是想着往我们的人生中填充什么，务求填满，做加法；
但人生更重要的是做减法。有了什么不一定幸福。有了钱就
幸福吗？有了权就幸福吗？还真的找不出一个东西，可以保
障我们的幸福完满。但是，假如我们没有了一些东西，我们
还真的就会幸福。比如，浮躁、焦虑、贪欲、嗔怪，蝇头小
利的竞争之念，种种人生的得失之忧，这些东西没有了，心
灵平静，那可能真是幸福。

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

孔子的读后感篇五

但凡读过《孔子的故事》这本书的人，肯定都会情不自禁地
对孔子发出深深的感叹，深深地敬佩这位博学多才的“圣
人”，也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而感
到无比的自豪。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博学多才的人，是因为他能够谦虚好学。
孔子曾经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也不知，是知也。”意
思是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
的知道。”孔子的一生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有一次，孔
子有机会进入鲁国的太庙，里面陈列着许多文物古器。孔子
进入太庙后，就下功夫认真进行的考察，对每一件不明白的
事，都向别人请教。从庙里陈列的件件文物古器到举行仪式



时伴奏的音乐，样样都要找人问个究竟。活动结束后，他还
拉住别人的衣袖，继续问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他这样做，
曾被看不起。有人说：“谁说这个年轻人懂得礼呢？他跑进
太庙，什么事都要问。”孔子听了说；“不懂就要问，这就
是礼啊！”有些人就报着这样的心态，去虚心地向别人学习，
以此来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当这些人取得
了好成绩时，仍没有满足，继续向别人请教，从来不放过任
何一个增长知识的机会。孔子的这种精神对于后人也是一种
鞭策和鼓励，使我这个与他相隔两千五百年的女孩受到了深
刻的启迪。

我觉得我还远远做的不够，我这个人有自以为是，每当取得
了好成绩的是时候，我就会沾沾自喜，当听到同学的阵阵赞
赏之后，我整个人就像施了魔法似的，整个人飘飘欲仙，导
致我在考试中因藐视试卷的难度而成绩下滑了，从孔老夫子
的'身上，我懂得了要真正学到的一点东西，那就是必须抱着
虚心的态度，骄傲自满永远是学习中最大的障碍。孔子的谦
虚好学将成为我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伟大的作家安徒生曾
经说过：“有了一些小成绩就不求上进，这完全不符合我的
性格。攀登上一个阶梯这固然很好，只要还有力气，那就意
味着自己必须再前进一步。”安徒生、孔子等一些伟人总是
告诫自己，不能骄傲自满，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学会谦
虚好学。

孔子的读后感篇六

星期五上午，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孔子拜师》。课文的主要
内容是：孔子年轻的时候，不满足自己已有的.知识，不远千
里去拜师学艺。下面让我们走进课文。

孔子年轻的时候，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学者。但他觉得自己的
知识不够渊博，就要下决心到洛阳拜师。这说明孔子很虚心
也很好学。我们在日常学习中，不要以为自己学了一点知识
就觉得很有本事，要知道“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



只有虚心向别人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孔子的家在曲阜，老子的家在洛阳，两地距离上千里。孔子
每天风餐露宿、日月兼程，他非常能吃苦，坚持不懈的走了
几个月后，终于来到了洛阳。当他看到老师时，马上行礼，
说明他很有礼貌，尊敬老师。当老师问他，为什么要拜自己
为师时，孔子告诉老子：学习没有止环境，()只有不断地学
习，才能成为知识渊博的人。老子被孔子刻苦学习坚持不懈
的精神打动了，把所有的知识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孔子。在
日常学习中，我们也要向孔子学习，多吃苦，坚持不懈，就
一定能成功。

学习了这篇文章，我的收获很大。我也要像孔子一样，刻苦
学习，虚心请教，成为知识渊博的人。

孔子的读后感篇七

这天晚上，我又坐在明亮的灯光下认真地读起书来。读到
《孔子好学不倦》的故事，我深受启发。

这个故事讲的是孔子好学的事。孔子六十岁了还要拜师学琴，
他学琴与其他人不同，别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求学新曲子，往
往一首曲子只学两三天。可是孔子学一首埋头苦念就是十天，
明明已经弹熟，却还是不肯学新曲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原
来，孔子并不是要把曲子练熟，而是要经过曲子的旋律揣摩
出曲子的'精髓和作曲者的人品、个性、精神、甚至面貌。孔
子好学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的老师。看到这些，我想想自己，
感到惭愧万分。

有一次，我碰到了一道难题，怎么也想不出该怎么做。这时，
我突然想起参考书上有这道题的答案，就不懂装懂地把答案
抄了下来，并且交给了老师。第二天，作业发下来，我的了
优秀，老师表扬了我，夸我聪明、爱动脑筋。可是，现在再
翻开作业本，好像那优秀多了一点，这个黑点仿佛在问我：



你弄懂了吗？老师的表扬你当之有愧吗？我越想就越觉得难
受。今天，读了孔子的故事，又让我想起这件事，它时刻提
醒我：作为班干部，在班里要起到带头的作用，对待学习不
能不懂装懂，碰到困难要虚心向老师、同学求教。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习，是进步的阶梯，
成功的基石，只有勤学、好学，不弄虚作假，才能成功。

孔子的读后感篇八

孔子是把活到老学到老完美实践的人，一辈子都在学习和创
新的过程中，最后终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等各种名誉。
从孔子学琴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了，孔子是一个好学的人，而
且更好钻研，对于学问是孜孜不倦。

这故事历经几千年能保存在现在，可见这个故事影响了不知
道多少人了，因为加入了咱们的团体才能够有机会来深入挖
掘这个故事，也能理解这个故事。要是以往这个故事看了也
就看了不留下任何记忆，更别说反思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体
会到了几个方面：

知识能改变命运，知识也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学一辈子也不
能将所有的知识都掌握，能真正的把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内容
学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学习这块一定要抱有一颗谦卑
的心，不然不能够找到你要学习的对象，只要是比你优秀的
人都要去学习不管他是什么人。

这是句古语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大家都知道，通过今天课
程我反思我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学习也要运用好三大
思维模式，学习的内容不能一把抓，不然就是往大海里撒盐。

学习是要带着目的性的去学，一定是自己在生活中，或者工
作中碰到了什么问题，模棱两可的，这个时候需要做深入的
学习，对于有点基础的内容，只要运用好单点爆破，不会花



太多的时间定能学习很不错。对于必须掌握，还很陌生的内
容就要真正的像孔子学琴一样。

所学的内容一定不能多，少就是多，只求学习一个掌握一个。

孔子学琴是把学习方法描述的淋漓尽致，对于所学的内容，
要通过目标细分把，把学习的终极目标划分成每个小目标，
每天就为一个个小小的目标而努力，精益求精，少就是都，
不求太多的内容，只追求学习的一个个小目标，学一个掌握
一个。

纸上得来终觉浅啊，看在多的还是要落到实处，多实践几次，
慢慢的锻炼，早入成为孔子的知音。这样就会养成各种好习
惯了。

孔子的读后感篇九

《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代传说汇集，与
《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
十七卷”，颜师古表示怀疑，注云：“非今所有《家语》”。
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家语》四十四篇，
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
《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
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家语》汉初已流
布人间，又经孔安国撰定。”

但后代学者对其真伪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王肃的伪作。有
的出版社就认定：该书系三国时王肃书目及《论语》、《左
传》、《国语》、《荀子》、《大小戴礼记》等书资料集合
而成。王肃伪造此书，意在为《圣证论》提供根据以攻击郑
玄之学。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家语》只是王肃
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却非肃所作。”指出王肃有所依
傍，并非凭空伪作。



到了清代中叶，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
伪》，逐篇逐章寻出作伪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
似乎《孔子家语》是伪书这一桩公案就此判定了。顾颉刚对
清人王柏所言“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
《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
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十分赞同，认为“绝对正
确”，并说：“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
创作。”又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
部杂凑书。”实际的情况是，王肃获得了一个早期的本子，
然后为了迎合他与对手的论辩，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即便如
此，《孔子家语》的编纂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有
《诗经》、《苍颉篇》等佚籍，都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同时
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
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
《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
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
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生也根据阜阳汉
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
代，结论为：

（1）从汉初就流传着一批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和诸国故事
的简书，这批简书应当就是后来编纂《孔子家语》、《说
苑》、《新序》等书的基本素材。

（2）从汉文帝时汝阴侯墓简牍所见专记孔子言行的篇章，可
以看到汉初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家语》的编纂，正是
儒术发达以及孔子受到重视的产物，旧说孔安国编纂《家语》
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

（3）长期以来，今本《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细审各家
所举“罪证”，按现在所知道的古籍编纂与整理的知识加以
考察，证据并不充分。



关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
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
书。这样就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
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汉简与今本比较，一简一繁，说明
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这是古书在流传过程
中经常有的现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视为
伪作，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
《孔子家语》一书本身的价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
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
《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
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
子所记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
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

孔安国，西汉鲁人，字子国，孔忠次子，孔子十一代孙。生
卒年月不详。西汉经学家。安国少学《诗》于申培，受《尚
书》于伏生，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
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据传，汉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
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
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
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
《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史记》作者
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也曾向他请教。后
世尊其为先儒。

既然是“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
名曰《孔子家语》”，那么，为了追寻孔夫子的足迹，了解
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体会他那万世师表的言行举止，感悟
圣人情怀，哲人智慧，读《论语》后，《孔子家语》以也应
在必读之列。

本人读《孔子家语》已经一月有余，只因文言文底子薄，知



识储备也有限，悟性又差，所以迄今仍未读完。已经读过的
章节，也没完全读懂。只是边读边记，有所感悟，信手涂鸦，
连不成篇，自不是钻研之法。我总想，我们作为一般的精神
文化的传承者，人类各种精神资源的利用者，只要能对其中
的部分内容有所感悟，就达到读书的目的了。

当然，这个感悟，是今天的，如果到了明天，在新的语言环
境中，也许就有了新的感悟。而且，感悟不是实证，与科学
或许无缘。请各位批评者明鉴。这里所列的，是《孔子家语》
的一部分，而非全书。就权当是读书卡片吧，为了今后查找
方便；也权当是求学作业，恭请各位老师批改指点。

孔子的读后感篇十

读了《孔子学琴》，我从中感受到了孔子能沉浸在音乐中，
为什么他能沉浸在音乐里呢？我想是因为孔子心静。我想起
《三国演义》的空城计中，司马懿说的一句话：“心乱则音
噪，心静则音纯，心慌则音误，心泰则音清。”我也是学琴
的，我能体会到心静和心乱音色的不同，要能心静，就要心
中有琴，琴人合一。

先不谈琴，因为除学琴外也要学习孔子的精神，兴趣是最基
本条件，第二就是能静心。

外界给予自己讽刺挖苦之时会你会怎么做？坚持下来的大概
没有一成吧？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不顾外界的看法，自己坚
持学琴，生活中也要这样，不能遇到一点小挫折就退缩，更
不能因厌倦而放弃，学而不厌，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不能有
了一点成绩就飘飘然，目中无人。

刚刚说的兴趣也是一大因素，但坚持自己的兴趣也是一种本
领。孔子埋头苦练确实有点像现代人所说的“愣头青”，但
怪不得他，古人所了解的太片面性，只是苦练，没有任何技
巧性可言。但也并不是说此事就不对了，只是需要增加些技



巧性而已。

孔子在曲中所投入的感情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埋头苦练只
是一方面，感情在里面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一首曲子若是没
有感情，就只是一首曲子，你所付出多少感情，琴音就会回
馈多少感情。

总而言之，孔子学琴中所存在的优点，都是常人可望不可及
的，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膜拜、敬仰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