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
道德经心得体会(实用6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你知道
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篇一

夫中华之才，博大渊源，唯老庄、孔孟为尊，老庄予人智慧，
孔孟教人仁德。且智且仁者国之所需，民之所敬，可用之材
也。是以有志之士当奋发向上，智仁兼修，从道儒两家汲取
养分，提升自我。

近日以来再读《道德经》，感触颇多。也许是年龄的增长，
亦或是阅历的增多，较之十多年前中学时代的我读《道德
经》，更加多了一份深刻的悟道。没有往日青春年少的戾气，
更多的是祥和稳重的心境去体会《道德经》中“道”的智慧。
道家之学智慧无穷，每句话都有很深刻的哲理，不是我们聊
聊数语可以尽数表达清楚。我也只能是管中窥豹，就其一斑
而妄谈自己的感悟了。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在于一个“道”字，被认为是万物的
根源，事理的本相。“水”的特征是最能用来比喻“道”的
东西，所以为人处事最高的能耐应该就像水一样——上善若
水。水有“七善”的大智慧可以引领着我们找到处世的好方
法。所谓“七善”乃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居善地”乃是水能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地也。水总
是往下流，从来不违背这样的原则，并能擅长选择到好的去
处来坚持这样的原则。做人也是应当像水一样坚持原则不动



摇，但是又不是一味的硬扛来坚持原则，而是擅长巧妙的选
择方法来达到坚持原则的目的，懂得刚柔并用，巧妙的达到
目的。

“心善渊”是指空虚寂寞，深不可测，善渊也。水的表面可
以风平浪静，里面却可以深不可测。人的心境也应当像水的
这一特性一样，心若止水，不表露自己的意向和情感，不要
把不良情绪和错误想法唐突的传递给别人。正是人们常说的
喜怒哀乐不行于色。喜怒形于色的人容易被人看到更多缺点，
被别人疏远，不利于团结他人，所以人们应该懂得控制自己
情绪，稳重处事。

“与善仁”讲究的是利泽万物，施而不求报，善仁也。为人
当如同水润泽万物，懂得爱护他人，恩泽他人，于人谦和相
处。这样的人才有亲和力、向心力。行大道者需懂得利天下。

“言善信”意指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信也。
为人当随和温润如水，在圆的地方能旋转，在方形的地方能
转折，这样才能容易与人相处，容易被别人接纳。棱角分明，
不懂变通只会和周围格格不入，不会得到别人的欢喜亲信，
也就会增加自己处理办事的难度了。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

“正善治”是指能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也。水自己
本身是很清澈的事物，也能洗涤各种污秽的东西。做人不能
仅仅是自己品行端正就可以了，还要可以为他人去处污秽，
作为他人的看清事物高低好坏的准则。懂得用自己的清澈去
容纳污秽，再消除污秽，这才是大本事，才能把自己管理的
范围治理得很好。而自命清高，与污秽格格不入者只能是自
己小范围清高了，但是不能改变周围的状况。为人领导者更
加要明白正善治的道理才是。

“事善能”要求遇物赋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任何东西
在水面上都能显出形状，水不会特意要求什么样的形象。水



不去选择只是因为其适应能力很强，怎么变化都可以。为人
也应该是适应能力很强才对，不能总是要求外部事物来符合
自己要求。这样的人处理事物的能力才能很强，能处理各种
各样的困难，处处适用，受人欢迎。

“动善时”为冬凝春冰，涸溢不失节，善时也。水到冬天就
凝固，春天就融化，该干涸的时候干涸，该洪水发泄的时候
就洪水，懂得审时度势。做人处事何处不需要能够把握时机，
善于等待合适时候呢。同样的事情不同时候做，结果就是不
一样的。善用形势着乃是真正懂得事物规律的人。

水的七善也就是无往而不利的境界。“夫唯不争，故无尤”
只有与万物不相争，才不会引来责怪和他人的敌对。与其说
不争，不如说”以不争为争”,表面上不与人争，但是最后整
个大势依然往你意愿的方向发展，同时不会忤逆周围的人和
事。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智慧宝库，我们作为年
青的一代应当积极去获得祖先留下的智慧，把自己打造成有
远见，明大势，懂人文素养的高端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为国
家、为社会、为企业贡献更多、更有力的能量，才能行大道，
为他人谋大福利。

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篇二

《道德经》短短五千言饱含人生智慧，其无为的思想深刻影
响后世，辩证的观点更是在西方产生强烈反响。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写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
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即
是：“最完美的东西，就好像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是永
远不会衰竭的。最充实的东西，就好像空虚一样，但它的作
用是无穷无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就好像有弯曲一样;最灵巧
的东西，就好像很笨拙似的;最卓越的辩才，看起来好像很木
讷似的。清静能克服躁动，寒冷能克服寒暑。清静无为万事



万物就能和谐自然地发展下去。”在这一章节中，最为突出
的就是老子的辩证思想，在我看来，辨证思想就是综合运用
某项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思想，尤其是以其反面显衬其正
面。其实，这种辨证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最
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最富裕的人往往穿着最朴素，还
有美术中的留白，音乐中的断弦之音。

而“大辩若讷”的辨证思想是一门语言艺术，不管是处于什
么年龄段，什么职业的人都需要学习这种“大辩若讷”的语
言艺术，尤其是正处于年少气盛阶段的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
生，如何说话、如何得体地说话，对其仕途、事业、婚姻、
以至整个人生都有重要的影响。

我根据其艺术程度的高低，把“大辩若讷”的语言艺术分为
三个层次，即是：倾听、慎言和巧言。

倾听，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要做到“大辩若讷”的“讷”
首先要学会倾听。人是富含情感的动物，时常需要宣泄自己
的情感。在跋涉的道路上，跌倒时需要有人扶持;忧虑时希望
有人分忧;寂寞时希望有人陪伴;失去希望时希望有人鼓励。
这都需要倾听的伙伴。有效正确而全面的倾听，成为了最有
效的沟通方式。就拿销售人员来说，那些最成功的销售人员
往往不是滔滔不绝地劝诱顾客购买的人，而是那些询问顾客
的需要、倾听顾客的需要，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看待产品需
要程度的人。这种销售人员运用了倾听的语言艺术，既销售
了产品，又建立了长久的客户关系，才有资格被喻为成功的
销售人才。

在这里，朱的表现就是“大辩若讷”中的“巧言”，让步在
先，而且把人情送得很大方、很爽快，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
议。如果就这样“送人情”下去，还叫什么“谈判”呢?正当
在场人员面面相觑、惊诧莫名时，一个智者的形象出现
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轮到美方忍痛割爱了。如果
美方不让步，就意味着没有诚意，也不给面子。而后面那些



问题恰恰是中方无法让步的。这就是“巧言”的魅力。

其实，“大辩若讷”的语言艺术最典型的体现就在于《道德
经》，仅用短短五千言就论述了博大精深的智慧哲理。而对
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若能掌握大辩若讷中倾听、慎言、巧言
这三种语言艺术，并加以巧用，其一生可谓受益无穷。

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篇三

林语堂曾说：“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必
须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终会觉得此刻很
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
自己就是如此。”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人读《道德经》的感受
了吧。

其实每个民族都会有智者，会站在人群前面，站在天地之间
把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告诉给他的每一个人。告诉后人，这个
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怎样样才能活得更好，更长久，如
何才能不被别人，被自己灭亡。而老子便是这样貌的一位智
者。

老子将一切归咎于“道”，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间万
物都是由道衍生而成的，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周行不殆，能够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于是我们后人再次基础上理解的“道”便是——道是混沌是
无极，由此生出鸿蒙之气，内含阴阳，再生而为天地人三才，
进而构成世间万物。可是老子又说了“道可道，十分道；名
可名，十分名。”意思就是说道是不能用语言所说出来
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天道
关系。

“道”生万物，可是“道”亦为虚幻。在恍惚虚幻中，它含
万物之影象；有含形色之实体；其实老子的“道”，就是事



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先于天地而生，周而复始。这天，
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自然界的发展是有规
律的，它存在于互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此是此，
彼是彼，任何事物都按其固有的轨迹运行。人们能够用必须
的方法去认识它、体验它、并按照客观规律改造它。由此观
之，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经揭示了宇宙的起初和自然的
本源，这比之西方近现代的理论学说早了两千多年。

老子的“道”，寓意精深，无法企及。使得我们只能用仰望
的目光触及他深刻的思想。而老子所提倡的“徳”也被为后
世奉行为处世哲学。

“道”是事物固有的规律，是神秘难测而又隐蔽在事物内部
的东西，是不可理喻的东西，是不可及的。而“德”则
是“道之功”、“道之用”，是人们认知事物和改造事物的
一种人为行为，是能够理解理解的，是人们可及的。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之德是最近于圣
人之德的。而梦想中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五行之体，
水为最微，处于最末。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处众
之后，却常德众之先。以不争而争，以无私而私。这就是水
的最显著特性。水滋润万物却无取于万物，并且甘心停留在
最低洼、最潮湿的地方。宁处别人之所恶也不去与人争利，
所以别人也没有什么怨尤。水有其种种美德堪比圣人，堪谓之
“道”。可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往高处走，难免竞争，
有竞争就有争斗，有争斗自然就有流血牺牲。水比人明智，
甘居下位，滋润万物而不居功自傲，清净无为而又无所不为。
“上善若水”，就是一种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种修德的
必备境界，一种养身之术。我们心中有德，必然愈加崇敬自
然和生命，我们离道就更近一层，更能体会到人生的终极哲
理。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一言道破天下之事，



看破人生之理。世上本无善恶贵贱，人与人本无争斗之意，
天地万物本和谐融洽。但由于世人皆需追逐自己所需，觅求
自己生存发展之本，于是不断于天地之间人世之中苦心经营、
算计不已，一切仁义与邪恶也相反而成。天地本无成人与害
人之心，但却造就人际错综复杂，世间本无圣人之现，但却
成就社会等级。一切本自然，但却一切又进入繁杂之社会，
天地万物、圣人百姓本自然相处，无私无公、无善无恶；却
人与人终究摆脱不了关系往来，免不了融于社会，所以一切
纷争痛苦皆至。一切人之所想，一切人之欲，一切人之愿，
一切人之求，但所有种种皆需要人自己内省不已，都需要自
己能够达物达人进而才能达己。

当然每本书都有瑕疵，《道德经》也不例外，他最大的弊病
在于过于虚幻，有种避世的消极状态，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
会里，这种消极状态断然是不行的。可是只要我们采撷其长，
也会有不少的收获。

读罢此书，掩卷暇思，不禁叹服古代人民对自然崇高的敬意，
对人生透彻的洞悉。这样如玑似玉的文字，清新畅怀的生活
方式，高屋建瓴的理论，虽不尽善尽美，也无可颠覆了。

又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
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层次不一样，领悟的道
就有区别。道法自然，道亘古不变，看的就是不一样人不一
样心境的理解。读此罢，书受益良多，无以为馈，愿共享此
书之精华。

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篇四

寒假之前学校组织大家学习了道德经的前两讲——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学完后当时心灵很是触动，于是利用寒假时间又
继续学了道德经的其它几讲，当然触动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道德经》潜藏的一个主题是，老子提出的“道”，



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道的含义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从各个
方面来理解。事实上，宇宙万物之运行，是存在一定的客观
规律，这个客观规律，需要我们有联系的、全面的来认识，
来理解。但人类限于时间和空间，能全面系统地认识宇宙万
物，看来是虚渺而不可能的。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自己走过的路，要不断总结，不断思考，找出规律，逐步
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掌握未来世界的运行规律。所以对待
老子的思想，要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许
多内容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的。例
如“功成身退”“宠辱不惊”等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中华民族
的精髓，更是安身立命，为人处事的基础。在物欲横流的今
天，老子提出的“致虚守静”，“少私寡欲”等处事的哲学
是拯救人们心灵的一剂灵药，让我们正确的看待得失，可以
净化人的心灵。

以上是我对“道经”总的认识，下面就具体谈谈我对其中的
一些观点的感悟认识。

每个人都有私有欲，面对私欲，必须先自反自省，然后自清
自虚，若能做到自知、自胜、知足，那么就可以算是得道。
当社会需要用礼智维系的时候，虚伪巧诈也就慢慢的产生了，
祸乱也跟着来了，自以为聪明的人，以智取巧，实在是愚昧
的根源，因此我们应守质朴的大道，不要虚伪的巧智，取用
道的精神，舍弃礼智的浮华。一切需自然而行，道的作用是
柔弱谦下，天下万物是从有而产生的，而有却是从无产生而
来的，无是道之体，有是道之用，人应无为、无事、无智、
无知、无欲、无我、无私才能达到道德最高境界。随着科技
的日益发达、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人类的道
德观念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不乏有些人冲破道德的底线，
追求权力，物质，金钱，荣誉。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
何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在《道德经》这部圣典中
找出答案，那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注重
为人谦虚、心态平和、淡泊名利、时刻反省，尽职尽责！。



人生短暂，笑对人生也是过，心情烦躁也是过，我们何不在
工作学习中端正心态呢？谦虚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的修
养，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谦虚就是虚伪，我觉得谦虚有两层
意思，谦是谦卑，是一种处事的修养，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
重；虚就是虚心学习，使之更加完善，做得更好。当别人夸
奖你时，你完全可以说声“谢谢”，因为这是别人对你工作
的肯定，你完全受得起，但并不是说你就此停滞不前了，还
需要虚心求教，找出不足，让自己有更大的进步。心态平和
是安心工作之本，只有心境达到虚静的状态，才会时刻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会在社会中、生活中、工作
中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不仅如此，平和的心态还可以
帮助处理好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使之变得融洽。观看
《道德经》后，我觉得接受老子的思想是一种愉悦，是一种
洗礼，是一种灵魂的滋养。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无为而治，任何时候做到宽容（设身处
地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向善（对善良的人善待他，对不
善良的人也能善待他）、谦卑（要能如水的品质）、知足常乐
（凡事适可而止，知足者富，安贫乐道，放下名利、放下虚
荣、放下固执，多一些知足、宽容和快乐）

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篇五

漫漫长夜漫漫长路。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快踏入职场一
年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弥补自己思维方式的不足，刚毕业就
花了7万多元学习财经类课程、情感管理类课程、创业学徒类
课程；年内，休息时间卖各种水果坚果；我做过项目合伙人，
现在在努力做自己的老板，锻炼自己做项目的能力。这一切
都归结为希望你用勤奋和时间改变命运。这是一条漫长的道
路，也需要毅力、耐心和智慧。站在23岁的年纪，很庆幸自
己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来弥补过去体制的漏洞。天气好，地
方好，人多，一切都会如期而至。



每次看《道德经》，都会让我理清脑子里的概念，也会让我
思考。“强弱”“好坏”变化如流水；经典说：“故强者亡，
弱者生，兵强则木破，强者亡，弱者亡。”古人云：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他教我专注于让我快
速成长的方面。他教我，刚毕业的时候有很多时间和机会。
如果我能稳步布局，勤勤恳恳地走下去，时间最终会回报我
很多。

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我所从事的企业是一家经营相对成熟
的500强国企，他在选择员工的时候一般选择985/211的大学
生，因此自己在学习能力,理解能力,逻辑思考能力上是要比
其他同事略逊一筹的，在这个平台上自己是不出挑甚至是很
不起眼的，这对生性要强和心性骄傲的我来说也是一种磨砺。

《道德经》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也滋养了我的心灵。
有时候奋斗的累了，倦了，再去看看这本经书，也会让我抽
离生活，工作上的烦恼。《道德经》让我感受到最本真的一
股力量，他让我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还挺好的。

读道德经四十五章心得体会感悟篇六

几千年来，道家的以上思想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我
现在认为这种看法可能是不识货的体现。道家强调不作为，
无知识、无智技的基础是认为大自然自身会以最合理的方式
存在和发展，顺着自然本有的发展事态、追随自然的节奏是
最聪明的做法。乱思、乱想、乱研究、乱动颠倒了本末，把
人的参与视为自然发展的主要条件，其实事物的发展是事物
的自然属性，没有人的干预就能自然发展下去，如果人过度
干预会破坏事物最合理的自然发展。一个“有知者”在干预
自然的过程中，造成的麻烦比产生的利益大得多!人类那点可
怜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固有智慧面前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
余!我个人认为道家的思想是非常高深的哲学，对投资有强大
的指导意义。



道家强调知道最根本的道理、逻辑和规则后，必须要追求愚、
笨、傻、呆，必须少做少为，少思少想，别求知、别发展智
力、别发展技巧。严格来讲，道家这个思想对现代科学技术
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但是对投资来讲，道家的这些观
点是最正确的。投资你想得越多，出错的概率越大，你操作
的越多，赔钱的风险越大，掌握的知识越多，自以为是的可
能性越大，你觉得自己聪明，乱为乱动的可能性越大。所以，
少掌握点知识，能不做尽量不做，投资成绩自动提高。你知
道终极的总道理就可以了，你知道真正的本质性逻辑和法则
就可以，其他的东西能不知道就不知道，能不清楚就不清楚，
太知道太明白是有害的。

圣人不为大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提出了一个与巴菲特的想法一致的观
念：“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圣人不为大，故能成其
大。’’意思是说，杰出的人并不直截了当的去追求大事，
难事，而是有意识的不做大事，不做难事。他们做什么呢?他
们做的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小事。对大事难事的把握和控制，
在于从简单容易的方向下手，实现远大的目标，不与高难度
的问题正面交锋，主动的避开高难度的问题。从小的地方做
大事，而不要直截了当的构建一个大的格局，大场面。这样
因为没有难度，就没有太大的失败可能性，不断的积累小的
成功就能实现成其大的目标。把老子挖出来进入中国股市，
会做得好，老子肯定是不懂现在经济，财务经济，金融学说，
但他有大智慧，从简单入手，从易处入手，避开难的和大的，
从而终成其大。

提升成功率的根本办法是为其易，为其细，为其小，不为其
难，不为其大，不为其烦，逐步积累在时间的作用下能够成
其大，成其功。这其实才是根本的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