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围炉夜话读后感(实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围炉夜话读后感篇一

近日，隆化站参加“道德大讲堂”活动，获得了两本由一线
职工代表赠与的《围炉夜话》，我站职工积极阅读学习，并
相互交流讨论，获得了很多心得体会，来与同事们分享。

《围炉夜话》是清人王永彬所撰写的一部劝世之作，它与
《菜根谭》、《小窗幽记》一起并成为“处世三大奇书”。
作者以深夜围炉相坐，一家人畅所欲言，家长为众人讲解道
理的形象，用轻松、言简、通俗的话语，阐述修身、处事、
治学、读书的.道理。

中华学问博大精深，先人的智慧源远流传，细细品茗《围炉
夜话》，使人豁然开朗、神清气爽。

“但责己，不责人，此远怨之道也；但信己，不信人，此取
败之道也。”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是远离怨恨的办法，只
相信自己、不信他人，太过刚愎自用是会导致失败的。此乃
处事安身之法。“求个良心管我，留些余地处人。”立身处
世应本着自己的良心，不做亏心事，与人相交留有余地，不
要求全责备。这样别人对你不会产生抵触心理，乐于接受你
的意见，听从你的建议，你就会容易和他人相处，先做人后
做事，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凡遇事物突来，必熟思审处，恐贻后悔；不幸家庭衅起，
须忍让曲全，勿失旧欢。”遇到突发事件要冷静思考，思虑



周全，不要导致以后后悔。对于家庭纷争，要有广阔的胸怀
和气度，适时劝导，不要伤及情分。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
意想不到之事，需要冷静审慎，多加考虑，妥善处理。和人
相处，要宽容大度，有同理心、为他人着想，常记吃亏是福。

《围炉夜话》中佳句还有很多，作者洞察世态、见微知著、
见解独到、意境高远，每每畅读，必有所悟。品读好书，感
悟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天纬地，时时学习、参悟，知于心而
后践于行，让我们随着阅读走上一个新的境界。

围炉夜话读后感篇二

围炉夜话》为清咸丰时人王永彬所写，与明人洪应明写的
《菜根谭》，陈继儒写的《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
书”。“鹅毛大雪天，夜深人静时。红泥小炉、一壶好茶、
半坛清酒，情酣时，意浓处。”《围炉夜话》营造的应该就
是这样一种意境吧。而我却在烈日炎炎的夏日走进了这个大
雪纷飞的世界，一感围炉夜话的氛围。

《围炉夜话》这本书的得名是王永彬围着温暖的炉火,对子女
亲属进行儒学教育时,留下的生活笔记.他以“安身立业”为
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和勤俭
等十个方面,揭示“立德,立功,立言”皆以“立业”为本的深
刻含义.纵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王永彬先生在《围炉
夜话》中的一些词句使我读后回味无穷,受益匪浅。

“但责己，不责人，此远怨之道也”。在《围炉夜话》中，
这一句被译为:凡事从自身上找原因，就不会有抱怨了。这就
是孟子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确，在生活中我们常常
遇到挫折，在这时，我们是否会第一时间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总是过分埋怨外界因素的影响，
却从未充分认识自己的能力，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平时考
试时取得了较差的成绩，总是埋怨题目出得难，老师教得不
好，却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听得不够认真；



与朋友交往时产生了矛盾，总是认为朋友不懂自己，不珍惜
这段友谊，却从没有想过自己在这段友谊中付出了什么，有
没有说什么话伤了朋友的心……自知和自省，是我们每个人
必修的功课。正如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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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自省，才能使
自己进步。

围炉一好茶，夜话人静时。《围炉夜话》这本书带给我的不
仅是人生的感悟，更多的是一种人生追求。希望自己既能在
车马喧嚣中正确对待“利”与“懒”，做到自知自省，追求
自己向往的未来，又能在心中拥有红泥小火炉，伴以好茶清
酒，夜话一番风味人生。

围炉夜话读后感篇三

《围炉夜话》，这样的书名听起来就很有情景感。在眼前仿
佛立刻出现了一个画面：寒冬雪夜，窗外飞雪似撒盐，窗内
珠帘半掩，三五文人墨客围坐火炉边，烫着黄酒抑或烹着香
茶，讲述着一个清明世界，一个文人对这人事修为的审美情
怀。

温书、夜话，在隽语流淌的瞬间将一字一句清晰记录汇集成
册，仿佛是刘禹锡所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
学问里有小情趣，简单道理里有大人生，随手拈得的故事中
是大格局。然而事实上，这本书虚拟了一个文人围炉夜谈的
场景，想象着和三五好友谈论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与日常生活点滴的联系。作者的笔调宛若邻家书生锦
心绣口长吁短叹，又娓娓道来，让人读起来也亲切自然。

如果不是《围炉夜话》这本著述，也许作者王永彬的德行事
迹就真的无从考证无人得知，他会如诸多芸芸众生一样被时
代被历史进程碾压过去，无人记忆无人了解。据王永彬的后
人记载，其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
帝王，经历清朝由盛转衰的过程。王永彬或许看不到历史趋



势的真正走向，或许不能明辨真正的潮流是非，但他的内在
始终怀以温良恭俭让的美德。诚如他书中所言：“稳当话，
却是平常话，所以听稳当话者不多;本分人，即是快活人，无
奈做本分人者甚少。”

这是一个不爱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他没有太多欲望，从
不喜奢华，早年随家人不断迁徙，最终在湖北荆州府枝江县
城西十五里石门坎落户。在一个以科举为读书人第一营生的
封建社会里，不追求功名不爱参加科举取士的人该被视为不
识时务的怪人吧。但王永彬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不仅自
己不喜欢，还在教学时不令自己的学生以科举应试为第一目
的。究其原因，并不是王永彬有像《儒林外史》中那般沉痛
的科举经历，也不是看破红尘，视追求功名为黄粱一梦的避
世思想。他对科举的拒绝，用现代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
是：任性!他为何如此任性?在《围炉夜话》中我们兴许能够
找到答案。

书中虽以虚拟夜谈的形式记录，但字里行间均可渗透出一
个“教书匠”为人师表的理想。例如全书开篇就点明：“教
子弟于幼时，便当有正大光明气象;检身心于平日，不可无忧
勤惕厉工夫。”全文意思是：教导晚辈要从幼年时开始，便
培养他们凡事应有正直、宽大、无所隐藏的气概;在日常生活
中要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思想，不能没有自我督促和自我砥
砺的'修养。育人先育己，正直仁爱并非天生，可以明了作者
并非赞同人性本恶或人性本善的天性论，而是更重视后天的
培养教化，环境的熏陶以及自身的反省。

王永彬的后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在王永彬候选教谕教育子弟
的过程中，先令学生修身，次教其治学，并能身先士卒，修
养己身而后教。同时对于乡人，见善必赏;见过必反复规劝，
一定要使其彻底改正。了解了王永彬的生平，人们可以说他
好为人师，喜欢指指点点，一个人怎么可能改变社会改变风
气走向呢?但王永彬并无所畏惧，无论受到别人怎样的评价和
看法，他都坚持本心，以纠时弊，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凛然



正气在一个有信仰的儒生身上，实现着君子理想的传承。

这本书被评为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的处世三大奇
书，在明清之际留存的重要经典里绝对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
它将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精华、读书方法、为人处世的良正
态度都用片言只语的谈话方式记录成册，贡献了独到的观点，
以自身为实验纠正着世风日下的衰败状况。在这本书的世界
里，作者为人们展现的是一个更为宽广和长远的人生，一个
基于精神境界和品格精进的人生。譬如书中所言：“纵容子
孙偷安，其后必至耽酒色而败门庭;专教子孙谋利，其后必至
争赀财而伤骨。”欲念与享乐能满足人一时的欢愉却换不来
内心的平静，功名的荣耀能彰显一时的地位荣宠却难以造福
于世，利欲熏心反受其害。

我们常常看到文艺青年时时将“不忘初心”的字眼挂在嘴边，
发在朋友圈，却未见几个人真的如王永彬一样，终其一生履
行着这样的格言。如今，鸿哲远去，文化乡愁的灯火已阑珊，
古典的清韵已被日益现代化的都市文明所取代，高效和便捷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产值、效率、竞争勾起更多的功利，
我们再难以传承的名义坚守或发展些什么，尽管有不少人还
在提倡这些，但能成事者却寥寥无几，也就难以出现《围炉
夜话》这样的经典，它是用实践和真识，实现历史的链接与
信仰的传递。

据记载，《围炉夜话》于清咸丰甲寅二月，在“桥西馆”
的“一经堂”完成。这堂名可见王永彬对万法归一，化浊为
清，守直敬古的精神家园的迷恋。世态在变，作者成书时正
是中国近代史的初期，是中国最离乱动荡历史的开端，文人
的忧患无以名状，王永彬用他的方式警醒着时代，他的呐喊
或许微弱，或许不能改变根本，但他看得长远，在变换中寻
找着持久的道理。隔着几百年的光阴，我们还是能在该书的
片语里感受到宁静和纯真。攻心之作大抵如是!



围炉夜话读后感篇四

一言足以召大祸，故古人守口如瓶，唯恐其覆坠也。

一行足以玷终身，故古人饰躬若壁，唯恐有瑕疵也。

【翻译】

一句话就可以招来大祸，所以古人言谈十分谨慎，以免招来
杀身毁家之灾。

一件错事足以使一生清白受到污辱，所以古人守身如玉，唯
恐作错事而使自己终身抱憾。

围炉夜话读后感篇五

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一恕字是接物之要，
所以终身可行也。

【翻译】

一个信字，是吾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失去信用，
任何人都不会接受他，所以人不可没有信用。

一个恕字，是与别人交往的重要品德。因为恕即是推己及人，
因此不会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于己于人皆为有益，所以值
得终生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