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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读书心得体会(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来源有哪些篇一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
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为不如非。”

老子与韩非子，这两位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都是一个
时代的伟人，在诸子百家的时代大放光华，身为一个时代的
领袖级人物，身先士卒，带领着那个时代的人们走向辉煌。

韩非子的《说难》，表面看是臣子进言的把握，实为君臣之
间心理学大典，君王用势，臣下用术，否则，臣子无术危险，
君王无势霸业无成;此理论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同出
一辙，但早于千年，韩非应是太祖师爷辈分的了。

理论性强，实践性差，此乃历史上诸多理论家的命运;韩非子
研究的如此精透，却深受之祸，本国君王没有欣赏，在秦国
却受囹圄，最终命丧黄泉，进言的巧妙药方在自身上贻笑大
方，可悲!可叹!司马迁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为李陵事件辩护，
遭到武帝宫刑惩处，进言的《说难》别有一番滋味，大篇幅
放在后面，实在是不幸呀!



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来源有哪些篇二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于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二月二十五时诞
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极为灿烂的文
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纷纷产生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老子就生活在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正因为有了
老子才更加伟大。

老子曾做过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在那里他潜心于书籍之中所
以习得鉴往知来的历史所以对人世有了得深的体认。老子运
用他深邃的思维创造出了灿烂亘古的道家思想。

其间同时代的另一位伟人孔子来拜访。他向老子请教了很多
问题对老子的博学和科研成果很佩服。孔子怀着感激的心情
离开了洛阳。回到鲁国后常常对人赞美老子。

孔子曾用瑰丽的语言赞美老子：鸟会飞我知道;鱼会游水我知
道;曾很走我知道;但是龙它在去端在天上无法捉摸深不可测
李聃就像龙一样啊!

老子的哲学被称为“智者的低语”、“滋润心灵的甘泉”它
究竟是怎样的呢?

应该说老子本意是用于政治的但它的主要用处却是在为人处
世方面。

人们看事物多是从正面看而老子却是从反面看。“以柔克
刚”就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世上竞争者取胜之决
窍。

柔非怯懦而是一种以退为选的权变一种骄敌之志而暗蓄力量
的极高计谋。自己示弱可以侠敌人不注意而得保全。
太“刚”者锋芒太盛容易招惹事非暴露自己之不足为“柔”
者所败!大柔非柔到刚无刚!



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来源有哪些篇三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老
子留下的一部影响着东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著作，也是我国道
家思想的奠基石。细读《老子》不难发现此书的本质是一本
修身治世之书，其中包含着我们耳熟能详的“赤子之
心”“水德”观……对个人修养的体悟与警示的修身之思，
以及“无为”“不自有”“柔弱胜刚强”等治世、处事哲学
思想。时至今日，老子的这些修身处事的哲学思想对我们也
有着重要的人生启示意义。

初读《老子》时，难免会迷惑于书中杂乱无章的逻辑，它的
章节语言时而通俗易懂，时而艰难晦涩。此次阅读专门找了
一些辅助资料，读后却有顿开茅塞之感。在《史记·老庄申
韩列传》中有一段关于老子及《老子》的记录：老子者，楚
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
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
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
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
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
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
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
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
所终。

刘向的《列仙传》中也有对老子的记载：后周德衰，乃乘青
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
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到老子的生平及《老子》的成书原因，
老子的样貌如何我们如今已无法知晓，而现今世界几乎能见
到的所有关于老子的画像、雕塑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
一对大耳朵和垂暮老者的形象，这应该与老子的名字有
关“名耳，字聃”。老子身为周朝的图书馆馆长，在见到周
朝衰亡之景后毅然离周，当他骑着牛过函谷关的时候被守关
将领尹喜拦下，因慕于老子的才能便强行让老子留下一部著
作才能过关。于是也就有了如今的《道德经》。老子在不情
愿的情况下完成这部著作，也就可以理解我初读时候的那些
疑惑了，但无论逻辑是否通顺，语言是否流畅，《老子》一
书中包含的修身处事之启示毋庸置疑。

这里着重说《老子》一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处事思想即“柔弱
胜刚强”，人们普遍认为，柔弱在刚强面前不值一提，所以
在生活中总会呈现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而老子在
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将二者的关系说的清楚明白，“人之生
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
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老子从生
死的角度来解析柔弱与刚强，他说人活着的时候筋骨都是柔
软的，而死了则会变得僵硬，植物也是如此，草木生长的时
候枝条都是柔脆的，死了则是干枯坚硬的，那么坚硬的则属
于死亡一类，而柔弱的则是具有生命力的，所以打仗的时候
不要逞强硬来。树木过于繁盛就会被砍伐，由此看来强大的
反而处于劣势，而柔弱者则占据上风。由此，老子为这一理
论主张找到了具象的代表——水。

“天下之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天下柔
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第七
十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
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

天下最柔弱的水，仍然可以在坚硬的岩石中流淌而过，柔弱



的水却可以抵挡锐利的刀剑，滴水可以破石，水亦可以锈刀，
这处处展现着柔弱胜刚强的内涵。这也体现着老子“尚柔”
的人生哲学。老子将天下至柔的水的德行与人的德行相连，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身逻辑体系。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
中说：最好的德行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
相争，能够在人们所厌恶的环境中停留，水更接近于道的境
界。安守着与人无争的善地，心胸保持沉静，待人真诚，说
话守信用，为政善与精简处理，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
于掌握时机，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就不会有幽怨产
生。“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
动善时”是老子对水德的阐述也是对人德的启示。

居善地：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总
会流向一些低洼处即被世俗人们所恶之处，但最终水仍会到
达它想要去的地方，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发
挥着它的价值，它可以是地面上的溪流也可以是天空中俯视
一切的云朵，水的这种顺其自然的“不争”品质带给它的是
出于最高点俯视一切的眼界和胸怀。这种脚踏实地做好自己
本职工作的不争精神同样适用于现今世界的我们。

心善渊：“藏心微妙，深不可测”守住内心的宁静不被外部
世界干扰，像水一样，无论混杂多少泥沙，沉静下来仍是清
澈澄明。

与善仁：待人真诚有包容力，水在流淌的过程中会无差别的
接受和对待着任何事物，无论沙石或是宝玉都可一路随行。

言善信：落地有声，讲诚信。水的形态不同声音亦不同，可
以是小溪的“潺潺”，可以是河流的“哗哗”，可以是大海
的呼啸，听其声可知其形，这就是“信”。内外一致，表里
如一，既不虚张声势，也不矫情伪饰。

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是在提醒着：我们可以追求强大，但
真正的强大是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我们只有放低自己的姿



态，保持“柔弱”的状态，才能取得更大、更长久的成就。
我们可以追求强大，但真正的强大是利益别人的高尚境
界，“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你能帮助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就能取得越大的成就。

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来源有哪些篇四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
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没身不殆。

此章历代的释意无数，而我以为皆难着边际，无以更深刻的
对老子思想与道德经进行阐释。我从道家修身根本出发，得
出新论如下：

此章重点为“致虚极，守静笃”，全文以此而展开，不理
解“致虚极，守静笃”，后面的文字解释也只是牵强。老子
是从道家修炼“返观内照”而得之境界来引申对世间常道的
解释。首先“虚”与“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一种状态，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为空灵，体会为散发
状；“静”为沉静，呈收敛状。“致”往之意，可从“虚其
心”来体会，道家修习养身的过程，以虚其心开始，虚至四
肢百骸，而四肢百骸皆空灵，无时空地域限制，无往而不至，
真空无象，能够满屋、满天地、满宇宙，而今日而远古。过
程或潜移或发散，以至无我无身无世界。此“极”为无极，
或为八极，或为宇宙洪荒。

而“静”的过程从守开始，“守”者，抱元守一，让思想沉
静，从时空与外界空间收敛至自身至一点，而到达某种衡定、
稳定、笃定的境界。此“笃”为笃定，为极细小，或如针尖，
无缝隙如无物般恒定。

于是，老子方有“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



其根。”的感慨。“复”与“归其根”才是此篇的点
题。“虚”与“静”是道家修身中必习的两手，如“阴阳、
有无”既对立又统一。虚至极为无，静到笃是有。虚为展开，
至极为空灵为“作”；静是回归，回到此刻，是“复”，静
到笃定属回归本原为“归根”。从养性功夫来说，“虚静”
的过程如佛家心的起灭过程，虚为心起，静为心灭，有无相
生，互有你我之佛道原旨。

此章之后节皆为老子从修身之虚静感悟展开对天道、人道常
理的延伸分析，万变不离其踪，这才是“道”的至理呵！

由此，我独推崇清之宋常星说：“造其极曰致，真空无象曰
虚，虚而至虚曰极。”：“专一不二曰守，寂然不动曰静，
虚一浑厚，静而至静曰笃。”但，所有释意皆不够细致，皆
独不能从修身的体验与角度来理解与感悟，想老子思想无欲
无求，其经意当从本原出发理解，而不就应根据时代思维做
论证也。

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来源有哪些篇五

1.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2.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3.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4.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5.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6.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7.和大怨，必有馀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8.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9.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
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
不宰。是谓玄德。

10.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
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
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更多老子名言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
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