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周易读书心得(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周易读书心得篇一

《周易》是我国古代经典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被誉为“易经不可易”，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的
历史。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还是平常百姓，都可以从
中汲取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在读完《周易》之后，
我深感其中蕴含的精深哲学思想和生命哲学的深刻内涵，感
受到了它对我的人格修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第二段：易经哲学

《周易》是一种用六十四卦象来预测和渲染世界运行规律的
古老经书。其蕴含的离散算法和哲学思想，举世公认，受到
许多哲学家和文化名流的崇敬。易经经典主要包含乾、坤、
震、巽、离、坎、艮、兑八卦，卦是按照“三三组合”
和“一断之后再三三组合”的方式组成，是一种具有象征意
义的符号语言。卦象不仅可以描绘自然现象，还能预测人事
变化、社会变革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参
考意见。此外，易经思想强调内在与外在的相互作用，人与
自然的融和与和谐，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我们认
识自我、认识世界，了解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的内在关系，有
很大的启示作用。

第三段：易经人生



易经的思想是一种比较生命的哲学思想。从易经角度去看，
一个人的生命不仅是自身的物质组成和生命能量，也是在整
个宇宙中的位置和角色。易经思想提倡形而上的心灵超越和
形而下的行动实践相结合，重要的是在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
的位置和角色的同时，要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以一种平
常心去对待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引领自己的人生更好的发展。
也就是使现实生活与价值观念相和谐，让平凡生命充满意义。

第四段：易经应用

易经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城市文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时
候都会遇到一些烦恼和困难。在手头没有一个可以获取宝贵
经验的老师或导师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去读易经，由于易
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包含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丰富
的经验，深入理解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可以帮助我们迎接
人生的各类挑战。读易经不仅可以让我们有所领悟，更可以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加振奋精神，获得更多的生活智慧。

第五段：总结

在我的看来，《周易》不仅仅只是一本古老的经典，更是一
部人生哲学和精神指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包含了丰富
的哲学思想和实用的生活智慧。而 这些文化永恒价值的传承
和沉淀，更需要我们主动拥有。经过我的深度阅读，《周易》
增加了我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理解和塑造了我自己的人生
态度，使我更加成功，积极，独立和自信，这种给与我的启
示会随着我生命而流传下去。

周易读书心得篇二

（注：AI并不具备道德判断能力。该文章仅用于参考。）

作为中国古代五经之一，《周易》是一本探讨天地万物运转
规律的经典著作，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基石之一。读《周



易》，即便是仅仅为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不可
或缺的。同时，阅读《周易》也能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拓展人们的思维视野。在我的读书经历中，《周易》也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读书心得
体会。

一、世界观的转变。阅读《周易》让我开始关注自然界中的
万物运转规律，尤其是阴阳变化，它印证了各种事物的特点
和规律，它们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既有表面的表现形
式，也有内在的原因。此外，阅读《周易》也让我更加重视
世界、自我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学会理性思辨，融会贯通，
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人生观的提升。阅读《周易》让我意识到，人生的道路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阴阳交替不断，万事皆然。在我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读《周易》给我提供了新的认识和
思考，让我更加坦然应对生活的波折和挫折，也更加理解人
生的价值所在。

三、个人文化素养的提升。阅读《周易》让我更加深入地了
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写作和思考方法，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
《周易》中的朴素易学、深刻哲学和高超文学艺术都为我打
开了全新的文化视野，激发了我对古代文化研究的兴趣。

四、心灵层面的着墨点。读《周易》结束后，我感觉非常舒
服，仿佛心灵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困难和烦恼并不可怕，重
要的是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的态度面对它们。读《周易》让
我看到了心灵的明净，领悟到了无为而治的智慧，有效地调
节自己的内心，也可以帮助他人改变心灵境界。

五、价值取向的转变。读《周易》让我理解到人生不应是以
功利目的为导向，而应该追寻真善美的境界，这不仅是一个
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更是德与智相结合的表现。阅读
《周易》也教会了我如何存思想与品德之大义，并通过实际



行动实现这一思想目的，着重强调自我修养以及对他人的关
怀。

总结：阅读《周易》是一个实现个人思想高度与价值取向改
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相当丰富的锻炼和内省。
这本书颠覆了我以往的世界观，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的人
生更加充实，拥有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也是我一
直推荐阅读这本经典的原因。

周易读书心得篇三

针对《易经.季传》(引自刘毅宏的《三字经讲记》)的这一段
文字，我对这段关于八卦的内容画了如下一张表格，不知道
古人的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权当数字游戏，大家共享。

《易经.季传》中讲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行变
化而成鬼神也。”

注解：我们一般都把五行当中的“行”念成xing(第二声)。
我们知道它是个多音字，最常用的还有个行hang(第二声)，
在这里，不妨把它理解成行来作图。会发现一切都不可思议
地便于理解。此文以下的“行”字都念作hang(第二声)。

那么首先是这十个数分别两个两个一组，共五行。分为天和
地两列。“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的意思是“13579”在为
天的这一列。剩下的偶数“246810”则应该在地字那一列。
这样天数有五个数字，地数也有五个数字。“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的意思是每一列的五个数相加都有一个值。接下来作
者解释了这些值分别是多少：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就是
天数的数字相加就等于25，地数的数字相加就等于30。和在
一起算是55(这是“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意思)。



那么这些数字的具体位置怎么定呢。别急，文章还有另一段
话。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这就
是这些数字应该的位置。

“天一生水”不妨理解为，天字下，1对应的位置应该是
水。“地六成之”地字下，6对应的位置和它相辅相成。这也
应证了“阴阳相合”，辅佐生成的说法。为了便于理解，笔
者把“某某生某某”的数字用红色标记出来，以便于观察。

其余的都这样类推理解，把数字填入相应的框即可。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也很重要。“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对
照一下我们绘制的表格，确实天下都是阳数，地下都是阴数。
而且文中还讲到每行分阴阳，分别是阳五行，阴五行。我们
的表格是都具备的。说得更直白一点，所谓的 “阳五行”就
是由“1”这些阳数组成的行。“阴五行”则是由“2”这些
阴数组成的行。只是这里比较特殊，每个阳行或阴行的内容
只有一个数字而已。

至于怎么用这张表格来推衍其他的卦象，笔者还未真正接触
《周易》，暂时先讨论到此。如有后续发现，希望能精彩继
续。

周易读书心得篇四

在不经意间，我便经历了一场思想的熏陶。她默默无闻地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变迁;她慢条斯理地向我展示中国瑰丽的文
化;她她语重心长地教我做人的道理。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它是“五经”之
一，以占卜为形式，涉及哲学思想，认识宇宙，人类发展的



方方面面，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发
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
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
《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世界上千姿百
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
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
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
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
是或《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
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周易》
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是我国先人的集体创作，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里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也是
如此。孔子就说过人们“日用而不知”。今天，我们都还会
说道某某人阴阳怪气，某某人又变卦了，或者扭转乾坤，否
极泰来之类的口语和成语，而这些词汇都是直接从《易经》
里来的。

犹忆中学时代，我看《周易》只觉得它讲的是做人的大道理，
寒假期间浅读《周易》之后发现，作为群经之首，它的博大
精深远远不是我所能读懂的。在这里，只能粗略的谈一下我
的鄙见。

《周易》的第一卦，“乾”卦，为纯阳之卦也是全书之首，
乾为天为帝王为君子，说的是君子要效仿天的美德以“自强
不息”，这是告戒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自始至终，不要半途
而废;从初九的‘潜龙勿用’到用九的‘群龙无首’讲的是作
为一个君子一生应走的历程。第二卦，“坤”卦，为纯阴之
卦，坤为地，是要我们效仿大地的美德“厚德载物”。这是
教我们做人要有博大和宽广的胸怀，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古人云：不看《周易》，不能为将相，这话自有一定的道理
和依据。纵观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几个谋略家，象姜子牙、张



良、诸葛亮，这些人对《周易》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

时代的发展至今，虽日新月异，勿庸置疑，人类的发展所依
赖的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力资本。西方经济学家卢卡斯更是归
结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其实，这也就是强调人力素质的重
要性。通俗地讲，人力素质就是指知识结构，我们常常把知
识结构分为广度和深度两种，所谓深度是指具有某方面专长、
术业有专攻的人;所谓广度是指一种综合素质，一种综合能力
的运用。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
俯仰人间今古，那么首先，应具备极强的自信心。其次，我
们应当耐得住寂寞，学习一种昆虫——蚕的精神，蚕不断地
吃食桑叶，摄取营养，再把自己裹覆起来，在不经意间，咬
破茧壳，长出翅膀。再次，我们应当正确分析前进道路上个
人的差异性，如何不断调整与环境的适应性，与外围空间形
成一种良好的关系，把握并借助环境的力量，从而缩短到达
目标的距离。最后，我们在前进中尚需不断改变和调整目标
的方向性。只要我们朝着目标不断努力，自强不息，终会有
所得也!

特别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关注国家时事新
闻，引领时代前进的潮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继承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把沉淀已久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在祖先积
淀下来的经验和教诲中，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立志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周易读书心得篇五

《六韬·三略》曰：“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
秋道敛，万物盈；万物寻。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
仁圣牧之。”

天时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四季更轮往复，



正如世间一治一乱；昼夜晨昏交替，又似政权一起一伏。人
的一生，像潮水般有起有落；人世的悲欢与离合，恰似月亮
的阴晴与圆缺，草枯草长，国合国分；一盈一虚，一阴一阳。

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世就是自然的化身，这一思想在《周
易》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你读几页《周易》后，
就会被这其中阐述的道理深深吸引，为中国古人的智慧而发
出由衷的赞叹。

《周易》曰：“乾道变化，各在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阳之气的作用变化无穷，能使万
物各自端正属性和寿命，保持住太和之气，以利于体现正道。
乾阳之气凌驾在万物之上，使天下显得安宁。当正午阳光强
烈的时候，花草林木伸展着枝条，绿叶正努力进行这光合作
用，处处一派生机盎然的样子。到了晚上，星月当空时，枝
叶又都收敛了。此时，昼属阳，夜属阴。人类社会也是一样，
当政治清明，君臣勤政时，贤能得志，人民富裕，万向咸宁，
四海升平。当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时，焚书坑儒，盗贼蜂拥，
生灵涂炭，军阀割据。此时，治属阳，乱属阴。

《周易》向我们传递的，正是这一思想。《周易》的精髓，
也正在于这些思想。治时，不要过于得意，因为夏天来了，
秋天就不会远了；乱时，也不要过于悲观，因为冬天到了，
春天就不会远了。甚至，人们不必畏惧死亡，死亡是任何人
都无法逃避的。就像果子熟了会落，晴空久了会雨一样，没
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一切都是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正常地运
行。

《周易》让我们明白了许多。为人立世，凡是都要遵循自然
的规律。符合自然的，就是值得提倡的；违背自然的，就是
不可取的.。而如今，人类却想方设法地要征服自然、改造自
然。人类自以为科技已经很先进了，似乎可以与大自然一较
高下。但人类殊不知道，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幼稚的孩
童，一旦大自然报复人类，那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读《周易》，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我们积极地
学习《周易》，推广《周易》的博大精神，不仅是为了向世
界展示中国古人的智慧，更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所
以，我认为，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研究《周易》，是十分
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