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经说读后感(汇总12篇)
青春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激情的阶段。青春是我们实现梦想的
机会，我们应该如何抓住它？青春是年轻人追逐理想的时光，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选择的青春励志电影，希望大家能从
中获得力量。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一

做一个真实的人。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的
人能说会道，有的人不善言辞。有的人甜言蜜语信手拈来，
有的人沉默寡言却内涵丰富。说着悦耳动听却不走心的话远
远比不过说着逆耳忠言却溢满关怀的语言来的动听。"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正是说明了与其华而不实，不如朴实无华。由
衷而出的信言远远好过满嘴奉承的美言。做一个真实的人，
求真务实，实事求是。

做一个善良的人。公道自在人心，善良的人不辩解，以理服
人才是他们的追求。花言巧语善辩之人一味辩解，忠厚老实
善良之人从不诡辩。一个人越强调什么越说明他内心缺少什
么，越是解释越是掩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与其强词夺
理，不如以理服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忠厚老实，以理服人。

做一个聪明的人。脑袋聪明的人知识大都不怎么渊博，因为
他们觉得聪明就是资本。知识渊博的人都不怎么聪明，因为
他们知道脑袋聪明不如内心聪明。睿智高于聪明。与其聪明
没有内涵，不如有内涵地活的聪明。而"明"就告诉我们要有
一颗洞察世事的'心，自明，明他，明事，明礼，明人生。而
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自明，只有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自
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正确，才能内心明达而
自明明他。"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多涉猎多读书，腹有诗书
气自华，阅读使人睿智使人聪明使人深刻。做个聪明的人，
明明德，明归止。



做一个懂得奉献和付出的人。给予是一种美德，奉献是一种
品质。一味的索取只会让人生之路越走越窄。虽然奉献有可
能失去些什么，但是人总要明白有时候失去是另一种方式地
得到。可能失去了"物质"，但是却赢得了"精神"，给予的帮
助越多，得到的内心满足感越多。当然奉献与付出不是毫无
保留地，一味的付出不计回报并不是可取的。懂得付出和奉
献的度，适可而止就好。做一个懂奉献的人，乐于助人，温
暖他人。

安静中体会生命的美好，修养自己，如此安好……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二

道德经就应说分成上下两部，上部道，下部德。（长沙马王
堆出土过上德下道的版本，但是公认是上道下德）

按照这种划分，我们来分开来看它。

道，也就是天道，是自然的规律。

它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易”，也就是变易的意思，道德
经第一句就这样说，“道可道，十分道”，能够说出来的道，
也就不是“常道”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易”的规律，所谓“易”的规律，就
是“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句话的大致意
思就是，万物都是逐步成长，但是“物壮则老”，便要渐渐
消减，于是又回到了它的初始状态。

且不说老子写这部道德经上部道经的目的就是阐述道德规律，
下部德经则主要讲的是人之道，也就是如何将天道应用于人
事？我们就不难明白。其实老子写道德经的侧重点便是落在
下部德经上方。



读了《道德经》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于心灵深处某处
的弦被触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
长久，是因为它们不为自我而生息，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
才能长久。所以说圣人把自我置于后，反而受到推崇，把自
我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身。这不正是由于圣人不自私吗？
所以才能构成就了他自我。但是仅看当今社会，能做到将自
我置之度外的又有几人呢？寥寥可数，高速膨胀的经济时代，
让更多的人在利欲面前失去自我。不得不说，这是社会的可
悲，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道德经》仅小小的五千字，可只要你用心去读去理解，你
会发现当中的道理我岂是区区五千字便能概括的。

老子注重人的无为思想，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是辩
证的。向社会推广无为，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但如果站在历
史发展的高度，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对
于当代的青年人理解古代的无为论就应以辩证的方法，一分
为二的看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无
为思想用在为人处事的观点上来看，便是对人宽容。“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对人宽容。“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

3）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神韵的《道德经》，用
不多的字数，阐述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和基本存在方式，事物
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基本思想。
虽然文章大部分用近乎诗体的语言，有些晦涩难懂，但
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它丝毫也但是分。我对《道德经》的
理解主要是讲求“无为”，“尊重规律”。

第一段“道可道，十分道，

名可名，十分名。”是说作为世界本源的道是能够用语言来



形容的，但并不是永恒的。“名可名，十分名。”说的是能
够称呼的名不是恒常的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是说天地刚刚呈现时是没有名的，万事万物逐渐出现时才
有了各自的名（但并不永恒）。“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
有欲，以观其徼。”意思是之所以经常在没有欲求时来探究
它的奥妙，有的时候探究它的倪端。“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是说有和无这两方面都同出于道却有不一样的名称。“同
谓之玄”都同样能够被认为深远微妙，难以把握。“玄之又
玄，众妙之门。”那里指的是这种玄而又玄的道是一切奥妙
的门径。

这一段作为《道德经》的起始，详细阐述了老子对规律的理
解。在《道德经》里，道指的就是规律。而道家思想对规律
的最根本的见解就是“规律是自然的，变化的，不为人所控
制的。”对待规律的根本态度是“充分尊重规律，然后才是
利用规律。”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辩证思想。全面体现了我
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探索与思考，而这种探索与思考不是
盲目的，是十分有计划、有科学根据的，它不仅仅对中国传
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
范围。

高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于是不要要求像美玉那样美丽，像
石头那样坚硬。

由此可见，以老位代表人物的道家学派对规律是十分尊重的，
这在几千年前的中国是很难能可贵的，这种辩证法虽然很不
健全，但却具有十分强的.科学性，这对此刻我们的唯物论十
分有帮忙，为之后人们对唯物论的更深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
个十分坚实且广泛的基础。而且，从这一段中，我们也能够
体会到老对无为的崇拜。

在现实和一些文艺作品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云游四方的道人，
他们虚幻而飘渺，空灵且高傲。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飘
逸，感受到的都是那种无为。



老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
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
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
则无不智。”所以说圣人的治理方法是让人谦虚，让人博学，
减弱人的志向，增强人的体魄，让百姓没有知识和欲望，所
以智者也不敢滋事妄为，以自然无为的态度治理天下便没有
做不好的事。

关于无为老在《道德经》第七篇里举了一个例。“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
是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它们不为自我而
生息，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才能长久。所以说圣人把自我
置于后，反而受到推崇，把自我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身。
这不正是由于圣人不自私吗？所以才能构成就了他自我。

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是辩证的。站在老的角度，向
社会推广无为，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但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
高度，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对于当代的
青年人理解古代老的无为论就应以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
看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对待竞争，我们要敢于去迎接挑战，对待失败和不平等我们
要报以一种平常心，用适宜的方法去改变或适应，而不去盲
目的争鱼死网破。这样有助于保全自我和取得最终的成功，
只有厚积才会勃发。同样，“无为”用在当代待人处世上就
是要对人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
刚。”

《道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启蒙巨著，拉开了
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人类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的序幕。辩证的
去看待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我们人生的指导是大有
裨益的。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三

《道德经》很薄，只五千余言，传言为老子骑牛过函谷所著，
《道德经》又很厚，它包罗万象，其中有哲学有政治有自然
科学有人文社会，这样的书看完很容易，看懂看透却很难。
《道德经》的语言很美，散整有序，读起来有种韵律感，深
刻地道理蕴于浅显的事例，极具思辨性，这是《道德经》吸
引人的地方之一，老子通过阐述“道”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来表明自己的世界观，哲学的神奇之处，即具有共通性，老
子不懂现代物理，可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这是智慧。

老子的人生观有两个基本特点：就自我而言，讲究珍惜身体，
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主张柔弱不争，老子把最高品德的赞
誉给了水，“上善若水，水善利而万物而不争。”老子的政
治主张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思想社会蓝图是“小国寡民，
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
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宋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
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整本书最让我动容的一段，这是老
子的理想，是一位智者对他心中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描绘，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不知道要如何
实现，但就是给出了这么一个梦，这是人对未来的期许，是
人对社会本身的`关注，很美好。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四

《道德经》原文我是看不懂的，从译文的描述中作了一些思
考。

道德经分析的范围侧重于非物质的一面，分析了个体和集体。
个体分析的刻度是普通人与圣人。集体分析是侧重于道德来
推动集体往更好的方向运转，而集体分析的刻度“你”
和“我”。



人，人类社会，世间万物，用哲学和科学来概括总觉得不够
全面，所以我喜欢用“物质”和“非物质”来得到两个范围。
自有文字以来人类文明就在物质与非物质这两个范围萌生了
无尽的好奇和探索，从古到今，从今到末来，人一定会探索
下去。

哲学侧重点是“非物质”范围，道德经的侧重点也是“非物
质”范围，但是他们的刻度不一样。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
确有很大的内容差异，但是内容都是“非物质”范围，这挺
重要的。我觉得产生这种差异内容的根本原因是不同宗教信
仰环境导致的。

扯得远了些，回到道德经。道德经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重
点是一个人必须有道德，一个社会必须重视道德。为什么会
这样呢？因为中国人是以人来教导、以人来衡量对错的。但
是有些人是以神来衡量对错的，所以不同的依托形成了不同
的对比。记得bbc纪录片里面就有讲到天主教对人们的生活形
成的影响，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从小就被我父亲
教导人要怎么样，人不能怎么样，怎么才能成为人，这种用
人来衡量对错的教导的确对我形成了一种塑造，这里的我对
我过去的评价只是陈述事实的意思。

道德经其实是基于道德上思考总结出的一篇，从侧面上说，
人们在那个时候道德已经到达了那一种地步。道德经是基于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衡量、发展、成就形成的。道德经说明了
那时候我们是以人来衡量对错的。维持自我的存在是需要代
价。维持一个人的存在，就是说你要维持自己一个人的标准。
圣人的存在就是维持圣人的标准。

其实道德经是什么这个我不是很感兴趣，为什么会有道德经
呢？上面已经给出答案了。这里觉得一个事情挺重要的，哲
学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侧重分析“非物质”这个范围，但是
人是由物质和非物质这两个范围形成的，学哲学的人不要忘
了科学。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刚在外婆家吃完大餐后，独自一人往家走。

走到了一个拐弯处，我突然发现一个叼着香烟的人站在角落
里。月亮高高挂，月光照亮了他的身影。赤橙黄绿青蓝紫，
他的发色一样不缺呀，再加上一身怪装束，我断定他是一个
混混。

于是我犹豫着不敢向前，就在此时，一个小学生出现在了我
的眼前。那个混混拦住了他，一只手一伸，一脸奸笑的
说：“小子，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大爷我没钱花，接我点
钱。”看着那小学生害怕的样子，我真想冲上去一脚把他踹
到东门拣菜屑去。

可一想：现在的混混什么都干得出来，一会没把他干到，自
己两眼一翻，两腿一伸，跑到西方游乐世界去了，那也太不
换算了吧。我就绕到回家了。

又一个夜晚，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月亮下同一个混混。这回，
他拦住了一个中学生。我想，这回再也不能放过他了。正好
一个叔叔从商店里出来，我急忙拉着叔叔说：“叔叔，那有
个混混正在抢钱。”那叔叔听完话丢下东西，对我说了声谢
谢，就冲了上去。几下就把那个混混抓住了，只见那叔叔拿
出一把手铐，铐住了混混的.手。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位叔
叔是警察啊！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着月亮，觉得今天的月亮特别美丽。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六

这些年的尔虞我诈，阴谋算计，我的灵魂都已经浮躁起来
了…那些理想、抱负之类的高尚，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



虽然知道这是奋斗路上的必经过程，但我还是希望那些手段
只是手段，不要让自己迷失了本性。

《道德经》我已读过数遍，大多名句也都耳熟能详，但以前
太浮躁，总不能细品其中之韵味……这些天来终于静下心来
真正的沉浸下去，才发现它像一汪永不枯竭的清泉…满载宝
藏，放下成见，唾手可得！但其广博与深奥，却让你发现自
己的浅薄与不足！

这是哲学的力量，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高于一切之上！
因为它能让你的心灵真正的强大！不为光怪陆离的表象所迷
惑！直达事物本质！正如老子所云：“致虚极，守静笃。万
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尽力使心灵
达到极度的放空，使生活清净坚守不变，通过观察万物往复，
透过其纷纷芸芸的表象，看到其本源所在。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
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没身不殆”。

看清事物的本质，心灵便会宁静，这种宁静不是静止不是消
极，更不是终止。而是在认识根本规律后的等待！等待万物
并做的时机，这样的人无所不包，无所不包就能坦然公正！
公正就能周全！周全才能符合自然的道！才能长久。

《道德经》有如黄钟大吕，一下下的将我心头蒙尘震落……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七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释、道文化更是传承
千年，堪称中华民族思想之结晶，而《道德经》一书便是道
家文化的集中总结。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知识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深越好，



而是要与驾御知识的能力相匹配。说实话，我真的不敢对
《道德经》妄加评论，只是喜欢读、喜欢抄、喜欢背。下面
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在读完《道德经》后的一些感受，望与君
共勉！

“道可道，非常道”。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是《道德
经》开篇的一句话，似乎老子什么也不想说了，因为可以说
出来的道不是恒常大道。是呀！语言在描述很多高深事物的`
时候总显得捉襟见肘，而老子开篇就告诉我们：不要局限于
文字和语言。正如佛语所言：教外别物，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

老子在文中几次提到了“婴儿”，比如：“为天下奚，常德
不离，复归於婴儿”。老子告诉我们要学习婴儿，而好多人
却不愿意向比自己资历低的人学习，其实这是对资源的一大
浪费。婴儿不会有任何的定势，所以什么东西都学得最快。
学外语的最快方式就是模仿，而婴儿恰恰就是这样做的；我
们平时总是说“空杯心态”，而这恰恰又被婴儿做到了。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八

道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老子就以著成《道德经》
一书，并被后世奉为道家经典。后世的好多经典都出自或继
承了《道德经》其中的主要观点，比如说，《庄子》中的逍
遥游，以及后代的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并且在以后的
数千年里，与儒家思想相互碰撞、辩驳，甚至其中的一些观
点或认识逐渐成为中国精神的内在品质，“上善若水”，就
是一种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

老子的一些思想在现代也有确实的反映，比如他在《道德经》
中曾经说过“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他看来，世界的矛盾都是相存相
依的，在激荡中求发展，在相补中求完善。爱因斯坦也曾反
问过问他的人：“为什么不能是既是这样，又是那样？世界



本来就是矛盾的，这样不好吗？”而在我看来，矛盾是必然
要存在的，没有“有”，焉知“无”？它们本来就是相生的。
这儿，我不禁想起了周末去听的西川的主题为“我的诗歌革
命”讲座。他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词——“矛盾修辞”，在
某种程度上，我比较认同他对中国现状的一些认识，比如他
说的“在现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矛盾修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作为一个矛盾体，它们能如同
“难易相成”、“长短相生”般，互相补充自己不足的一面，
推动最终的发展。

在儒家经典文化中有“以人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
当然在道家精神中也有一些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观点方法，
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
为心”、“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
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在此看来，
道家文化与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中不断激荡融合，并最终成
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质也并非偶然了。

当然在道家文化中虽有“积极无为”，但也有一些“消极无
为”的方面，“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
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塞其兑，闭其门，
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
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些都和那些“富
国贫民”、“强干若枝”的思想类似，一味地通过强调使民
弱来相对地加强国家的富强，在我看来，这在本质上也是在
破坏和谐，削弱国家。老子的精神博大精深，需要我们的慢
慢体会，琢磨！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九

我今天把《老子》读了一篇，有一篇感悟最深，想和朋友们
分享一下。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是这篇的中心。
我的`理解是：如果正在灾难中，努力幸福就快来了。正在幸
福中，不要得意，因为一骄傲就可能变成祸事了。

我有自己的生活事例来证明他。上学期，因为表现较好，当
选了“三好学生”，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然后我太高
兴了在课堂上自由散漫，结果被老师把“三好学生”和体委
都给撤了。自从老师训了我以后，我就开始努力学习并加劲
写博文，结果竟在校讯通第八届“书香班级”活动中上得了
一个“阅读之星”的称号。我现在要加倍提防，不能骄傲，
因为“福兮祸之所伏”呀。而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得了奖不要骄傲，有了能力不能伤人。

一篇篇“道德经”，讲述了生命的道理，我要多读它。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十

事物总有对立的一面。有喜才会有悲，有欢才会有愁，有希
望才会害怕失望。欢喜、悲愁、害怕都是因为心中有“欲”。
“欲”既然能带来欢喜、悲愁、使人畏惧。那么无“欲”当
是无悲、无喜、无欢、无愁、无畏的。一个遇事能处变不惊、
沉着应对，面对困难无所畏惧的人，那是因为他心中不受这
件事的对立面，也就是不受其他“欲望”的干扰。所谓无欲
而心静与无欲则刚，就是这个道理。“无欲”并不是要人摈
弃七情六欲，能抛弃七情六欲的那不是人，是“神”。“无
欲”真正要做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事万
物产生时，不要用其他念头去禁锢和干预，要顺其自然，不
能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当事、物发展后不要自以为尽了力;
而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高度后，也不要居功自满;只有不受各种



对立因素的干扰，事、物才能最终达到圆满。

上面这个过程就好比心中有一个好的“创意”，还没开始去
实施时，自己就不断的用各种理由去否定它，那么这个“创
意”肯定是不会展现出来的。只有去实施这个“创意”，它
才能逐步展现出来。当这个“创意”实施到一定阶段，出现
困难后，也不要为自己找各种借口来中断它，只有一心一意
做下去，这个“创意”的效果才能最终展现。而当这个“创
意”最终得以实现后，也不要沾沾自喜，自得自满，只有这
样才能使这个“创意”达到完美的效果。这个“创意”可以
是一个创业的点子，也可以是对一个姑娘的爱慕之心，也可
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可以是为人处世的方法等等。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倾，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
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
为始，生而不有，为了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

《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
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
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
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
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在老子看
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道,
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
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
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
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



包括“无”、“朴”、“一”等。

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
泉。“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
变迁的过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
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在“有”、“无”这两个概
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
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
“无”的外表的形容。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永
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除
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
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
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
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是
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

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
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
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
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
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
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
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
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十一

智者见微。应该说，真正影响我们命运的，常常是我们视而
不见的细微。古训曰：“司命者，微名也。”现代社会管理
学认为，心态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



以一例示之，此前在商场购买儿童床，品牌货，价格为国内
之最。然而，送货比约定迟了五天，商家解释说“我们也不
想这样”。安装时最主要横板发错货，厂家说没关系只需要
再送过来。妻子发现床柱有轻微裂痕，安装师傅解释
说：“安装完就看不见了”。

听完解释，我笑了，叫妻子不要再寻找其他瑕龇，最后检查
一下有无安全问题即可。不是我不想要好货，而是我明白有
些人每天忙着找理由解释，又或指责别人的不是；另一些人
则忙于表现能力和超越自我，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其实早
已注定。因此，妻子与之争论的结果也已然可以预料。

道德经说读后感篇十二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它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老子所著作。在读道德经之前，就已经阅读及听闻许多从
此书中所流传出的脍炙人口的箴言精句。而不久前的深入拜
读与用心体会，更是让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我也由衷地
感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与精湛。《道德经》顾名思义以
“道德”为其纲宗，论述治国、用兵、养生、修身之道。它
简略深刻的辞藻、广博细致的内涵，被华夏先辈们美誉
为“万经之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德经的首篇。
我的理解，或书或文放在开头和结尾的一定是其精华所在，
而这被广为流传的一句，也自然流进我的心中，令我思迅良
久。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道是可遵照的笼统的运动规律，
但又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笼统运动规律。依据事物的特性来
冠以称号，是事物相貌的反映，但这种相貌不是原封不动的。
而道的转义是道路，也能够引申为人生道路。人生之道无非
是追求自由、幸福、健康、长寿之道。而同在一条人生路上
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走法，一种是圣人之道，它所追求的
是淡泊名利、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之道，活的豁达而无私。
而另外一种是走大多数人选择的常人之道，追求的是身外的



名利，或是大富大贵，或是泯然众人矣。不同的道路走法自
然不同，但都不能判定其本质的.对与错。人的终身都在属于
本人的道路上行走，道是人走出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这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因而所谓“道”，
就是一条人人都能够走得通的路。老子提出的“常道”就是
这个道理。但我们大多都是走在能够通行的道路上，而不是
走得通的道路上，因而有的人走到半途就停下了，有的人走
进了歧路，有的人走得很辛劳。同样，“名”也不用专指称
谓，他能够是功名，名分或是人世的一切价值。当我们自以
为完成了许多人生价值时，老子却说你所完成的价值是真的
完成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名可名，十分名。老子并不是要否认
我们所做的一切活动，而是要让世人有所警醒：一切可道可
名都不是真正恒久存在的。在这可道可名之外，还有一层不
可道不可名但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老子要提示我们留意这
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不要被你眼前的可道可名所蒙蔽。

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洗礼自然能为我们的心灵与生活带来
不一样的净化与感受，但在生活或工作中还是应抓住自身的
根本，做一个能够仰望星空，也能做到脚踏实地的真人，诗
和远方固然美好，按部就班的生活常态也尤为重要。所以在
我们虔心拜读名作之时，也要结合我们自身，不断完善进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一名于社会，于他人的奉献之人!

那么，作为个人，什么才是你我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