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实用6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我们写心得感悟要注意
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篇一

为无为事无事

【原文】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
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
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现代汉语解读】

以无为的态度去有所作为，以不滋事的方法去处理事物，以
恬淡无味当作有味。以小为大，以少为多。对于怨恨要以恩
德来回报。对难的事有所图谋就要从它简单的地方开始，要
做大事就要从细节上一点点去做。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
事做起，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所以圣人不
说要做大事，但是从点滴小事做起最后做成了大事。轻易的
承诺就一定会失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结果做事中必定会有
很多困难出现。所以有道的领导者做事都严谨认真的当作大
事来做，做起事来就最终没有困难。

【延伸解读】

“为无为”就是以“无为”的心态去做事。就是没有特别强
烈的企图心，不是为了我获得什么什么去做事，我放轻松，
轻装前进，放下企图心去做事，反而会做得更好。“事无
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以“无事”的心态去做事，这



样做事情结果反而做得更好，境界更高。“无味”，可以解
释成朴素和本真的心态，你以这种朴素和本真的心态去体会
人生的话，那么您的人生一定会体味出更多的精彩来。所以，
消除企图心，轻装前行，凡事尽力而已，这样收益反而越来
越多，境界也会越来越高。

老子讲的意思是，把小事当作大事去做，把细节当作重要的
事去做，把少的东西当作多的东西去做。也就是说，你看着
那东西少，你觉得任务很小，但是你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
一个特别多的事去认真去做，这是做事的具体方法。这其实
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真理，也就是说，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他莫不是把这小事做好了，不断提升积累，然后最终成为高
手。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说“以直抱怨，以德报德”，而老子说“以德报怨”。
后世就为这个问题开始争论了，争论到底老子高明还是孔子
高明。其实这是没有搞清楚两者讲话对象到底是谁。老子
《道德经》写的是管理的内容，是给管理者，最高管理者写
的，所以，在当年老子这些东西都是治国的内容。我们设身
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你是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下面的员工由
于种种原因有怨言，那么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应该怎么办？难
道马上以怨报怨，与员工斗争，甚至开除员工吗？而是反思
自己的管理问题，主动感化员工，解决问题，继续给予恩惠，
让员工成为一个善人，这就叫“抱怨以德”。孔子讲话对象
基本都是老百姓，普遍人。对于普通人不能用领导者的标准
要求他，而是要求坚持“以直抱怨”的道德底线。“直”就
是公平、正直，譬如起争执了，要裁决，上法院，这是“以
直抱怨”。老百姓之间能保持一个“直”，一个公平这就非
常好了。

另外一个角度，强者对于弱者“以德报怨”，显示出强者的
气度、格局。譬如，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蔺相如是相国，
大权在握，但面对廉颇的挑衅主动避让，这是以德报怨。廉
颇知道真相后也被感动，负荆请罪，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将相



和。平等的双方只要“以直报怨”就行，社会显得公平。而
弱者对于强者说“以德报怨”，那是自欺欺人的.懦弱行为。

与“以德报怨”相对应的是“以怨报德”。你一直做好事，
可反被别人埋怨，被别人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譬如，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几个人，最小的是儿子，前
面都是姐姐，这家里面就让姐姐无休无止的去为弟弟付出。
姐姐家里边省吃俭用，把在外面打工赚的钱，全都往家里汇，
弟弟基本上不干活，但是家里面父母认为这是应该的。就算
这样无休止的付出，一遇到事，还责怪姐姐，这就叫“以怨
报德”。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你只要少付出一点，
你就是对不起我了，你就伤害我了，我就跟你没完。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第一，我们该做好
事，还要做。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没有回报，甚至回报不好我
不做了。第二，要反思做好事的方法了。为什么我们发出善
的信息，回馈的却是恶的东西？说明帮助的方式有问题，要
调整方式，冷静一下、反思一下，换一种方式。“大善是小
恶”，“升米恩，斗米仇”，等等都是相同的道理，做好事
善事也要得法。做好事不当，也可能害人害己。

“图”是图谋，要去做的事。中医讲治未病，这是《黄帝内
经》里的思想，意思就是别等到有病了再治病，有病了再治
病相当于要去打仗了您现拿锤子砸兵器；渴了您现挖井，这
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打提前量，我们要学会
御敌于战壕之外。真的到大病爆发出来了，这时候医学往往
力不从心。

细节决定一切，好的坏的都是取决于细节。

简单的道理往往被忽视，细节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成大事的
关键。老子告诉大家要做好工作，从细节上开做，从细节开
始、点滴做起，这是修行的方法。有人认为，“无为”是老
子希望大家什么都不做，清空自己，放下一切，什么都不做



就是“无为”。这是胡解，把《道德经》解偏了。实际老子说
“无为”是对自己的，对于自己的欲望，那种需求；对大家要
“为”，老子讲“为大乎其细也”，明显是要“为大”的，
希望做出大事的。

“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您要做一个很宏大、很了
不起的事，先不要想着这么宏大的事情如何做，而是只把它
当成你的努力方向。而只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一步一步把细
节做好，每一件事都精益求精，过一段时间以后，您回头一
看，您原来所期望的目标其实早已完成了。一个人怎么做才
会成功？你只要按以下三点去努力，肯定会成功。第一，你
的事业是对众生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坏事，这是方向。第
二，你对它有兴趣，做这事感觉到快乐了，然后认认真真去
做。第三，你能够坚持下去，愿意坚持十年。如果你能够做
到以上三点，你肯定能够有所成就。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篇二

第一段：介绍“道德经第五十”

《道德经》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道家思想的总结
和表达。其中的第五十章是一篇融合了道家思想的智慧，旨
在引导人们的生活和行为。这一章以简洁深刻的文字，揭示
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本性和道德行为的真谛。

第二段：关于“道德经第五十”的主题

“道德经第五十”主要探讨了人们在实践道德行为时所应坚
守的原则和准则。它强调了“约束欲望、克制私心”这一道
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无为而治来达到心灵的平静。这
一章给予了人们深思的启示，引导他们追求道德的高尚和纯
粹。

第三段：对“道德经第五十”的感悟



读完“道德经第五十”让我深思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我意识
到修行道德是一种长期而艰辛的过程。我们常常被欲望所控
制和迷惑，往往难以做到无为而治。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
醒和自律，让道德伦理意识成为我们行为的指南。

第四段：对“道德经第五十”的领悟

通过阅读“道德经第五十”，我开始明白“约束欲望、克制
私心”这一道德修养的真谛。它告诉我们，只有放下私欲，
不迷失在表面的物质诱惑中，我们才能顺应道义，实现自我
的内在平衡和和谐。心灵的宁静和满足不是通过追逐物质财
富和享乐来实现，而是通过自我约束以及对内心的探索和修
炼。

第五段：对“道德经第五十”的启示

“道德经第五十”深刻地告诉我们，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行为
准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每个人都应该在行为中体现出
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我们需要通过心灵的净化和自我反省，
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内
心的和谐与自由。

通过与“道德经第五十”的接触，我逐渐理解了道德伦理的
重要性和智慧。它教导我们如何从内心开始，逐渐提升自己
的道德品质和修养。在这个物质激烈竞争的社会，我们需要
回归内心，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只有通过
实践和努力将道德观念贯穿于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才能真
正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平衡。

总之，“道德经第五十”的智慧之光引导着我们追求道德与
道义，提醒我们要在激情和欲望的控制下修行并探索内心的
自我。在困惑和迷茫面前，我们可以借鉴“道德经第五十”
的智慧指引，努力寻找自我修行的方向。只有不断提高自己
的道德境界，才能实现内心的和谐、真谛与自由。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篇三

第一段：道德经第五十章的核心理念是“出生入死，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生之生，动之于死地而后生。”
这一章节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真实和道德哲学。在面对死亡
的时刻，人们往往能够认识到生命的无常和宝贵。这种认知
使人们更加珍惜和敬畏生命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关注道德
和伦理的问题。因此，人们应该从这一章节中得到启示，了
解到生死的真相，并通过思考来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段：道德经第五十章还提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
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一章节告诉我们，
道德的境界就像水一样。水是无私的，它滋润了万物却不争
夺。同样，道德的真谛是无私的，它在关爱他人、帮助他人
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争斗和纷
争，但是从道德经中我们应该悟到，只有努力追求无争无斗
的境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道德境地。

第三段：道德经第五十章还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给我们普通人以很大启发。它告诉
我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人应该学会尊重和跟随自
然，因为自然是追求真理的最高标杆。如果我们能够遵从自
然的规律，追求行为的自然和合理，就能够达到道德的真谛。
这句话既是道德哲学的概括，也是学习和进步的动力。

第四段：道德经第五十章还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道德并不是直接可见
的，它隐藏在我们行为和思想的细微之处。大音希声意味着
善行不被张扬，大象无形意味着道德无处不在。这提示我们
要从细微之处开始，关注自己言谈举止中的小事。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道德的力量和智慧。

第五段：道德经第五十章中的这些概念和思想，对于我们的
人生和处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生死的对比让我们认识到生命



的宝贵；无私的水喻示范人们追求无争无斗的境界；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告诉我们尊重和顺应自然是道德
的基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提醒我们道德的力量潜藏在细
节之中。因此，通过对道德经第五十章的领悟和思考，我们
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更
好地体现和践行道德价值观。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篇四

《道德经》是中国哲学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关于道和德的诠
释一直引导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其中第六十章是一篇关
于管理与治理的篇章，提出了“治人事天莫若婴儿”的理论，
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教益是深远的。

第二段：理解

“婴儿”在经文中是作为一种状态和行为的描述出现的，它
意味着纯真、天真、善良和无知等等。这种状态与人们追求
的品质、情感和理念有关。在管理和治理方面，人们也应该
像婴儿一样坦诚、透明，才能获得信任。精明、复杂的人往
往背离自己的本性，迷失于错误之中。相反，一个真正谦逊
和坦诚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其实是更受欢迎和受尊敬的。
这也是为什么婴儿状态下的人是最容易吸引和接近的。

第三段：实践

尝试像婴儿一样去了解他人的情况，体察他人的情感和需求，
以及更好地理解别人，这也是通过“婴儿”状态去建立一个
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平台。在一个组织或团队里，构建这样的
平台能够帮助促进良好和谐的相互关系。这种婴儿状态的团
队管理下，进步和发展自身更为顺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婴儿状态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第四段：反思



作为现代人，我们的内心往往不是那么简洁、简单和纯粹，
满足于做完事情并做出成效。相反，我们更多地带有复杂性
和实用性。因而，我们需要不断检查自己的情感状态，确保
自己是顺应简单本质和生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
更加真实和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才能更好地与自己和他人
相处。

第五段：结尾

《道德经》第六十章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婴儿”的理论至今
仍然非常广泛的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和行业中。婴儿状态下，
我们能够打开心扉，关心他人，保持谦卑和无私，这是一种
哲学领域，让我们生活得更加有意义。通过对这段经文的理
解和实践，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真
正的婴儿，创造更加和谐和充满爱的环境，让我们彼此更加
接近，追求宁静和自由。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篇五

当今社会科学发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
来越殷实，而精神财富却越来越贫乏，道德沦丧的现象日益
严重。“堂堂正正做人，踏踏踏实实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去面对金钱、地位、美色的诱
惑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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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家庭中注重守静处世，清静
自省，尽心本职!

既然我们个体十分渺小，力量十分微弱，人生十分短暂，我
们何不端正心态呢?静心、净心、尽心就是人们的三个不同心
态层面。静心：静安人生坐标;净心：净处人生方向;尽心：
尽展人生作为。

静心，静安人生坐标。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无
为”为修道之本。《道德经》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



”强调了致虚守静的修养。“致虚”就是要消除心灵的蔽障
和理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而后才能“守静”，通过“静”的
工夫，深蓄厚养洞察力，才会“知常”，逢凶化吉。

“净者，不污也”，天地万物之间，洁净不染，就是“不
染”。“不染”的含义很广泛，老子《道德经》十二章
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
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五彩缤
纷的世界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声音使人震耳欲聋，美
味佳肴使人馋涎欲滴，纵横驰骋的心灵使人心态若狂，拥有
贵重难得的货物使人心惊胆寒。就从视、听、味、嗅、触、
物六方面形象勾划了人们因贪婪而染色、染音、染味、染心、
染身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后人云：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意在教人约束，收敛人们的贪欲之心。

道德经感悟人生的句子篇六

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文章，它谈论了人类共同
的根本问题——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寻找自己的
生命意义。这篇文章给予了读者很多的启示与思考，下面我
将从五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它的感受。

第一段，引出主题

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开篇的文章，
主题是关于修身成就自我的内心，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
是一篇非常有智慧的文章。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
自己的心灵成长，把小我转化为大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
正的价值，才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第二段，论述道德经第六十篇带给我们的启示

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它告诉我们，



修身养性，关注内心，进而让自己的行为亲和大自然之间的
道，这是一个不断证明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
的过程，要想成为有价值的人，就要不断地超越自我，改变
自己，完成自我升华和成长。

第三段，论述思考的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总是忙于生活与工作，很少有机会反
思自己的人生态度，而道德经告诉我们说，“祸莫大于不知
足”。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总是追逐更高的目标，而是要脚踏
实地地做好眼前的事情，相信施行善良的道德行为就是一种
基本的自我标准，也是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之一，正这些启
示使我感受到了自己需要不断反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第四段，论述道德经第六十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道德经第六十篇还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我们要用宽容的
心态去对待人生中的不如意，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轻
松愉快，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将生命的价值发挥
到极致。通过细心去领悟这篇经典的价值观，体会道家哲学
的源头，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深厚的人生哲学。

第五段，归纳总结

总之，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非常经典和有智慧的文章，它
告诉我们应该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寻求自我成长和升华，智
慧地履行社会责任，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珍惜
这篇文章，好好学习并运用它的智慧，在生活中做好每一件
事情，让自己的生命获得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