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经相关论文(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道德经相关论文篇一

第一次接触老子的《道德经》，感觉是这个老人家的细想抽
象性很高，果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怀着对大家的敬
畏大略浏览了一番《道德经》。本人自觉《道德经》的内容
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道”。“道”孕育万物，存
在于万物的发展运行中，即道是万物之母，时时有道，处处
有道。第二部分是“修身处世”。老子劝诫世人放下虚无缥
缈的外在事物，例如名利。以退为进，追求内心世界的平静
宁和，做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三部分
是“治国”。老子推崇的国家类型是“小国寡民”，希望人
民的生活是“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使人民再恢
复到远古的结绳记事的自然状态。

老子的思想与众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在人们所普遍认为
的事物规律当中看到事物的反面，。例如“洼则盈，敝则新，
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一般人
都会认为，事物的数量与获得之间是成正比的，但老子确认为
“少则得，多则惑”。这个道理可以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
当中发现。现在的人将金钱名声看得相当重要，金钱越多越
好，名声越响亮越好。为了追逐这两者，生命可以忽视了，
良心可以抛弃了。连生命都没有了，名利从何谈起，连良心
都没有了，如何做人。

那些置身于光怪陆离物欲横流社会的所谓高高在上趾高气扬



的人儿呀，在他们光鲜亮丽的皮囊下，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他们空虚的灵魂在风中凌乱了。世人所认为的“多则得”虽
是有积极向上的意思，但实则在追求“多”的过程中会失去
更多，会迷失自我。“少则得”，在追求人生幸福的路上，
不必要太多的金钱名利，适可而止，反而能觉得人生更充实。

“多则惑”可以从我们生活中的选择问题解释。当生活中出
现一些事情必须要让我们做选择，选择只有一个，我们不会
多加考虑，而会从一而终。如果选择有多个，选择之初会多
加思虑，斟酌再三。最终确定后，如果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自
己所料，往往会幻想着那条为选择的路，甚至会希望自己生
活在为选择的路中，因此烦恼、迷惑、悔恨就滋生了。

诚然，老子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现代也有很
多人推崇他的思想，但是他的有些思想，我不怎么赞同。例
如，老子说到“曲则全，枉则直”即委曲便会保全，屈枉便
会伸直。而我觉得委曲不一定能全，屈枉不一定能伸直。拿
我生活中的意见小事来说吧。有位大妈跟我诉苦说，她一家
子是与另一家人合租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里只有一个公共
卫生间。卫生间是两家人公用的，理应是两家人共同打理卫
生间的卫生，可从始至终，只有大妈一个人去打扫卫生间。

大妈就埋怨了，难道只有她这一家子人需要去卫生间，另一
家人就不需要去了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脏？大妈虽然在抱怨，
但，确实是委曲求全了。两家人表面看上去还是和和睦睦的
同住一个院子。但是，这“全”底下，难免会存在大妈对另
一家人的芥蒂，而且这个芥蒂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大妈可能会逢人就诉苦，并且很有可能这种埋怨的诉苦会变
相为说人是非。另外一家人会觉得大妈人好“欺负”，是个
老好人，这种想法可能会刺激他们进一步剥削大妈的“好
心”。这样下去，看似波澜不惊的院子，实则暗藏汹涌，随
时都可能爆发激烈的争吵。这样看来，委曲成全了吗？所以
我认为，“委”不一定能“全”，“枉”不一定能“直”。



道德经相关论文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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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必须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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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资料在这天看来也是十分具有指导和教育好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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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欲横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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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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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私欲，务必先自反自省，然后自清
自虚，若能做到自知、自胜、知足，那么就能够算是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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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才能到达道德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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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能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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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烦躁也是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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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能够说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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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心境到达虚静的状态，才会时刻持续谦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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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如此，平和的心态还能够帮忙处理
好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使之变得融洽。观看《道德经》
后，我觉得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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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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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阅读心得感悟范文

道德经相关论文篇三

在胡老师的推荐下，我阅读了一部分老子的《道德经》。短
短五千言饱含人生大智慧，其无为的思想深刻影响后世，不
同的人读道德经会有不同的感受，我在读道德经时，从中收
获的是一些成功之道，想必这和我正处在考研阶段，对成功
极度渴求有关吧。接下来我将对自己的感悟结合考研谈谈个



人感想，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激励。

“道常无为，而无以为。”“道”平时是不干预任何事情的，
一旦要干预就没有做不到的。说明“道”做事，事事都是成
功的，因为“道法自然”，没有哪一件事是不符合自然规律
的。“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独自运行而不改变，周而
复始地旋转而不停止。说明“道”做事是坚忍不拔、威武不
屈的，任何干扰和阻挠都无济于事，它总是坚持不懈地行动
下去。所以我们做事就要效法这种精神，要做正确的事，符
合客观规律的事，要做就下定一个必胜的决心，“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不屈服，不管别人说什
么，都不要受影响，专心致志、坚持到底。考研也是一样，
很多人在考研的时候时常受到别人的影响，不能坚定自己的
信心，考研失败的人往往是不够专心致志的人。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
思是，人们所从事的事业，经常是在接近成功的时候（也是
最困难的时候）失败的，在结束时也要和开始时那样慎重处
之，这样就不会失败了。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以开始
时的决心和信心，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所谓成功者绝不
放弃，放弃者绝不成功，也就是“强行者有志”，这种品质
就是符合“道”的，这种品质就能保证你成功。 修道就是
求“道”帮助自己，使自己符合“道”的品质。很多同学到
了考研的冲刺阶段，都容易疲惫和懈怠， 这个阶段能依然像
刚开始复习那样有激情的人，一定的内心意志非常强大的。

“希言自然”，意思是，多做事少说话这是符合自然的，所
以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行动，大量的行动！大量的行动虽然
预示你可能遭遇的挫折或拒绝会比别人多，但同时也预示著
你成功的机会也会比别人多。“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意思是，胜过别人的人只是有力的人，自己战胜自己才是强
有力的人。所以在“道”看来，并不是比别人强的人就是强
者，而是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而自己战胜自己的最
好办法就是行动，“处其实，不居其其华。”意思是，把它



放在实实在在的地位上，而不在于说些好听的话。所
以“道”的行为就是以行动来说话的，那么人要想成功，也
应牢记行动才是成功的保障。好多同学到五月份还没有下定
决心到底是考研还是找工作，考研是考名校还是本校。成天
幻想，对现状自怨自艾，对未来没有目标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时间在我们的纠结中就加速溜走了。

“道无空虚点”，它的意思是，“道”做事是没有空虚之处
的，也就是在任何细微之处都能做到完美无缺。在任何一个
细节上都体现出了精确、高效、协作与完美的极致，这就是
大道的“德”，即做好每一件小事的德。“孔德之容，唯道
是从。”意思是，任何孔隙中容纳的德，唯有大道才能做得
到。同样地，一个人的品质最容易从琐碎的小事上反映出来。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
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意即，天下困难之事，必须从容
易的做起。天下的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圣人始终不做
大事，故能够做成大事。所以人生要想成功，好高骛远、眼
高手低是一大忌，必须养成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小事的良好
习惯。很多同学复习的时候眼高手低，不注重基础，就想着
拔尖，刚开始就挑战难题，结果反而挫伤了自己的信心。在
复习的过程中我一定要抓基础，抓细节，全方位复习，给将
来的冲刺打好基础。

道德经相关论文篇四

开篇之前我以为应该先提一个成语——紫气东来。传说老子
当年西游函谷关，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便出关相迎，
果见一道骨仙风的老者驾青牛翩跹而来，尹喜见这老者长须
如雪，有圣人之象。于是留老子于关内，并请他作一篇文章
再行西游。老子不好推托，便著《道德经》以警后人。

《道德经》只有五千余字，后人分其八十一章。固然字数不



多，却是章章锦绣，字字珠玑。可谓旷世奇书。个中道理自然
“玄之又玄”，故而让很多人望“道”兴叹。这也不奇，毕
竟此书森罗万象，其中涵盖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辩证
办法，包括治国之道、处世哲学、人性涵养、军事哲学、养
生之道的聪慧。

中外许多人都曾给《道德经》写过书评，还有人曾为其写书。
例如鲁迅，他曾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
不知人生真理。”再比方说日本的鲁川芳郎，他以为此书有
一种共同的魅力，它给世俗世界压榨下疲惫的人们一种神奇
的力气。确实，《道德经》一书通知我们应该怎样豁然的看
待事物，怎样体悟万物的阴阳两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一个悲观的人生观、世界
观对待天下万物。

我读此书的第一觉得就是一个字——深!能够说，此书中的每
一个字都足以让我们用终身去诠释!《道德经》一书只要五千
余字，而“道”字却呈现了八十屡次，那么终究什么是道呢?
老子在第一章曾提到：道可道，十分道。名可名，十分名。
故道不可说，这便让我更难以了解此书了，但是，他又在后
几章屡次为道注解，即便如此，“道”在我脑海里还是很含
糊的，毕竟老子是在多方面为道注解的。其中包括宇宙的构
成，为人处世，军事治国。老子的这些注解，反而让我
对“道”的了解愈加不易了。也罢，古今中外，又有几人能
悟道呢?已悟道意的大抵是高僧大儒。而这样就失了老子著书
之意。书中屡次提到水，第八章开章就是“上善若水”，我
们在生活中也经常接触这个成语，而这个成语是什么意义呢?
就我个人而言，水是至阴至柔的，而道也就是这样的，善利
万物而不争，孕育了我们却不求报答，是故“居善地，心善
渊，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
故天尤”。我们学习的就应该是象水一样的操行道德——无
为而无所不为，不争而不所不得。处众人之所恶，而得万物
之尊崇。所以那先悟得无为大道的高僧大儒才会被我们所尊
崇!于是我便从水中悟得一些道性。



水是至柔之物。千军万马难敌一张巧嘴，刀剑矛头难劈至柔
之水。我们晓得水是柔的，柔到了极致!我们能够用刀枪炮弹
摧毁一些坚硬的事物，例如建筑物，铜墙铁壁。但是你能用
刀剑劈开水么?你能用炮弹把水炸一个窟窿么?我们不能!这些
强硬的物质只能在水中隐于无形，是故“天下之至柔驰骋天
下之至坚”，水与道是没有形体的，你难以捉摸而又触手可
及。身边都是道，由于道是“无”。我们晓得宇宙是一个无
限的空间!这个无限的空间孕育了无数星球，而我们的地球只
是这其中一点不起眼的颗粒，只是因其中有生命而共同。我
们并不能由于这一点儿自居，应为宇宙中可能会有无数个更
高的生命体!他们的科技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道就是就象
是玄牝，所谓的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而我们永远都只是她的
孩子。永远不能超越她!应该她本就没有形体，只是一
种“柔”的表现方式，我们应该学习道和水的柔，只要这样
我们的道路才会更平整，我们的为人处世才会更世故。

道德经相关论文篇五

老子《道德经》的另一个广博在于任何人读之能够感悟出个
体自我领域内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读出自我
贴切的答案和个体标准。

以上是从宏观上对《道德经》的感受。而在微观上，老子对
自然存在、科学、宇宙守恒、人文、国家管理、战争、人性、
生命、名利、权位甚至物理都有自我独到精确和细致的认识。

下方对《道德经》的某些段落、重要的文句与自我的观念给
出个人的感受：

(1)首句：“道可道，十分道;名可名，十分名。”(1章)

“道”能够泛指，自然的方面能够指自然规律，如：星系的
运动轨道，物质的自然混成及固有的运动轨道和方式;人文方
面能够指人道、道德、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可道”是指出宇宙自然规律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也就是
宇宙的自然规律的能够被人类认可和确定的现象。

“十分道”又指出人类一旦用言语文字来表达就存在着不确
定现象。用物理的观念来分析就能够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存在
使一切都不确定。也能够认为是指出人类的有限性而难于道
出自然界的全部或准确的自然动态。

“名可名”就是人类对一切现象的命名，名可名是老子认可
了人类思想活动对自然的命名。另一方面，又用“十分名”
区分了“人类的名”和“自然的不可名”。

所以这样的一对排比句道出了宇宙无常和人类有常的界限。
前面简单的6个字“道可道，十分道”就道出了人类不一样参
照系下的各种理论体系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象。

(2)“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一脍炙人口的名句。

无为，不是字面上的直解不做任何事情，而是不做不贴合自
然规律的事情。当你不做违反自然和违反社会规则的事件时，
你所做的其它事件就是无所不为。当然，在那里对“什么是
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无为”事件的决定是务必具有各
种层次的经验和高度智慧。

举一些在自然低层次且简单的例子;例如：你不会游泳，就不
要只身跳入海里。不跳海就是一种“无为”。这种不跳入水
里就是一种经验的“无为”，而这种无为会给你的生命存在
带来关于该问题的保障，这种保障就是一种变相的“无所不
为”。上方举的例子是较为简单而浅显的例子，任何人都能
够根据经验给出相应的、各种参差不一样层次的“无为”
和“无所不为”。

(3)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法自然。(25章)



这是一句用大小来定性宇宙存在的相互包容顺序，个性是老
子在那个时代能够发现出了我们所看到的天被“道”所包容
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宇宙观。更有对宇宙的存在给出了终极
的自然存在观，而不是给出“神造”的自我臆测，这也是当
时时代难能可贵的自然客观存在观念。

在这一章里，还有一句话是“人也大”，这一句主要是对人
类精神伟大的特指，换句话，能够认为，人类的精神思维世
界能够包容天地而存在。

(4)战胜以丧礼处之(31章)

老子在强兵反战与孙子的战略思想同出一辙，是以不战而胜
为上上，而战胜以丧礼处之。说明老子对生命的尊重和不得
以而为之的战争策略。

(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

在这一句话里，是很搞笑和抽象的。本解突出用现代物理的
思路与之对应。为何老子认为三生万物，是说明老子认可这
个宇宙是只有三样最基本的东西吗?那么，寻找这三样事件与
现代物理学对应的是什么?就个人的分析就是“运动”、“空
间”、“自然力”这三样;能够认为万物都是这三个事件组织
而成的事件，没有更多于这三样的东西存在。这是对三生万
物的物理分析。

从此能够推出，二生三的物理好处。“二”就
是“动”、“力”这二个事件的存在产生物质的“三”。三
就是万物。再往上推，“一生二”中的“一”指的是整体的
宇宙，就是我们这一个宇宙，而宇宙是产生动、力这“二”
个现象的根源，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能够认为动力
互相转换是自然存在的因果关系。

最后，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源头，也能够认定在



自然角度上这个道是指特定的运动轨道。在人们对老子的分
析中，主要认为他的道，因此把他称为“道家”。其实，对
于德，是老子不能忽略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德产生道和道产
生德是互存的两个基本元素，这也是81章用《道德经》命名
的一个主要内涵。与之对应的是物理学上的《动力学》;能够
认为道是由德决定的。对应于运动轨道是由力产生的物理现
象。任何轨道如：导弹的运行轨道，物体的运动轨迹都脱离
不了力的作用。也就是道是被力所决定的因果关系。反过来，
力是由运动的道所产生的现象是人类难于直观觉察到的事件。
关于这一点，将来的物理学定会给与正确的认识。因此，宏
观地能够认为道德经能够对应于动力学，这是从物理学方面
给与抽象观测的认定。由于当时动力学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
和推广，把“德”对应于“力”对于我们分析老子的自然科
学观或许会有点牵强附会。

然而，在社会科学方面，道德更多的是指人类社会的基本规
范。由于人类更注重于社会问题，因而在社会上指人类遵从
的社会公德是一种道。在人类道德方面，老子在社会公德提
出了比孔子“以直报德”更高层次的“德”是“以怨报德”，
关于这一方面的分析范文有很多的解释更好，我就不在那里
进行更多的瞎扯。

另外老子对于宇宙自然的相对性、物极必反、中庸之道、道
无常、柔弱刚济、处事处世、大小上下、重轻强弱等等相对、
绝对的分析都能给出最大参照系的分析和包容，甚至对不确
定性、悖论的数学物理关系都能给出抽象的合理分析，这种
分析虽然不能给出方程的确定性，然而却能指出方程的不确
定性问题。也就是他当时的思维能够直达物理学目前的最高
境界“不确定性原理”。

总而言之，《道德经》是在哪个时期，甚至在当代仍然不失
为一部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直至“天人合一”
的简明而客观的经典著作。



上方的分析仅仅是一家之言，着重用与当代物理学有一些必
然联系的视角来分析，使之有以更宽的视角和不一样于专业
道家的分析来充实道德经的内涵。至于和各专家有南辕北辙
的分析结论也正是《道德经》的魅力之所在。自然是简单的，
所以《道德经》本身也是简单的，仅仅是他所包含的参照系
是一个最大的参照系而已。这也是《道德经》的伟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