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了凡四训读书心得体会 了凡四训
读后感(实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
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
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了凡四训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跟着学生的早读，大声的读了两遍《了凡四训》，薄薄的一
本书，大约几千字吧，内心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之前
的不信、不认可，到现在越想越觉得非常有道理，国学经典，
果然名不虚传！

《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做的家训，以此训
诫它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
过从善。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现身说法，在早期验
证了命数的准确性，到后来，进一步通晓了命数的由来，说
明人们完全可以改造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自求多福的道理。

一直觉得“天命”是很神秘的东西，作为唯物主义者，不相
信真的会有一种叫做“命”的东西，而且也不相信它的神奇，
不相信所谓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在这本书中，袁了凡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完完整整的写了出来，
淳淳告诫儿子，我就是这样把命运给改了的，你按照我说的
去做，你的命也就改了。这太震撼了！说的很简单，但是仔
细一想，把“命”改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中国人的骨子里，
始终存在一个观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也就是说袁了凡认为“命”是可以由自己来改变的，在天命
面前，人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命运，改变命运。

既然袁了凡也谈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命”一定是
主观的哲学范畴，而不是客观的范畴，如果“命”是客观的，
那一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你喜欢它还是讨厌它，
都是难以改变的，由此想来，尽管《了凡四训》中有很多看
似神秘的东西，但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还是唯物主
义的。

袁了凡在告诫自己的孩子，多做善事，多积德，必有好命，
做坏事，可能当时没有恶报，但是必然会殃及子孙后人，正如
《易经》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也如佛家所云；“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通过修己正身，
多做善事，最终达到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

正如文中所言，要改过，我们要有三心，第一，要发耻心。
第二，要发畏心。第三，要发勇心。“具是三心，则有过斯
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
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

读此书，领悟精华，改变命运，自求多福！它会给我们带来
好运道，也会惠及子孙后代。

了凡四训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最后部分，了凡讲述五则身边同僚事例告诉儿子追求功名等
志向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即持有谦恭之德。

《易》中讲：“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
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我们也知道“满招损，谦受
益。”

为什么谦德这么重要？谦虚恭敬是要发自内心。古人在观察



自然规律的时候发现，月满即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
象，因此在《易》中就形成了以阴阳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世界，
这是一种认知观。事物发展了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对面去变
化。同理，对于人而言，当觉得自满自大的时候，实则就是
衰，弱的开始。因此古人所喜的.状态是半满未满的状态，因
为永远可以再加一点；而非盛极的状态。

谦虚的品德可使人永远可以进步。

今日读此书，诚心改变些过错。回顾过去，对照先贤，实乃
瓦裂之身，愧疚难当。写这些话其实并不是想要那些世俗的
东西，只是希望能够去除今日这般焦虑与担忧，获得一份平
淡的幸福感。

了凡四训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了凡四训》里面讲，拥有千金财富的人物必然本身就是千
金的人物。于是，愈发郁闷。看来本人的生命本身就是轻于
鸿毛的，如果能变得重于泰山？被印祖推崇的《了凡四训》
告诉了我们命运前定的真相，可是又告诉了可以改变命运的
方法：行善积德。问题是，这样的.标准还是世俗化的标准：
有儿子，中进士，当高官，发大财。

可是，这些对于佛教徒来说不是不重要的徒增烦恼之物么？
世尊舍国弃家而求人生真谛，说明这些并不是他所求的目标，
这些也不能作为标准吧。而且若把这些作为修佛的目标还是
有分别心，修的是有为法呀，这应该不是四谛所宣扬的吧。
也许，是我阅读和理解错了，袁先生和印祖的本意只是告诉
后人命运是有的，但是一定可以改变的，而且即使是富贵功
名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通过修善行和发愿改变的。但是，本
人认为不能太过执著于本书的教诲，因为这些毕竟属于有为
法，也是根源于贪嗔痴念的，对钱财和权力的追求源于贪，
对生儿子的追求源于痴，而这些都是不能断烦恼的。但是，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可能凭自力永远也断不了



这些。于是，即使修有为法也是修行了一些，毕竟比没有修
行要好。这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和选择呀。

生命是要重量还是数量，我觉得自己命里没有数量，呵呵，
只能选择重量啦。

了凡四训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了凡先生在少年时，遇到一位孔先生替他算命，算他一生的
寿命到五十三岁，命中无子，当官的话可以做到县长。他每
年拿国家多少待遇，考试第几名，都算得很准，了凡先生一
对照，一点都没错，所以就深信不疑。既然一生的命都已定，
所以心就定了，没有妄想。世间人追求功名、财富，而了凡
先生没有这个念头，因为他晓得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
所以干脆就不想了。

后来，他和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坐了三天三夜，没有打一个
妄想。禅师很佩服他，说道：“你的功夫了不起，一般人做
不到。”他回答说：“我的命被人算定了，打妄想也没有用。
”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
是个凡夫。”随后，云谷禅师的一番教导，使得他顿悟。于
是，他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但考取了进士，而且还有了
两个儿子，活到了74岁。

这正是《了凡四训》所讲，“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
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
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了凡四训》与佛经有着相似之处，目的皆在“与人为善”、
“护善念”。那么，又应如何“护善念”呢？这就需要平定
你的心，去掉“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不被名利富贵等
物欲所动心，将坚定的正念、正信坚持下去。

只要一心一意地发善心，做善事，正的念头出现在前，那么



邪恶的念头，自然就污染不上我们的心灵。即便是有过错，
有过失，只要发心发愿去用心改正，一样能回归自然，回归
到我们最真实最善良的一面。

“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训诫一直成为世人的座右铭。在
《了凡四训》一书中，同样阐释了“谦虚”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
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气盈者，必非远
器，纵发亦无受用。稍有识见之士，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
拒其福也，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者所必不
可少者也。”这是说，人若谦虚，神明相佑，人若骄满，神
明相拒。

纵览《了凡四训》一书，才发觉它不仅包括待人接物的技巧，
也有安身立命的方法，还有应对人生、处理情感、生活的策
略，不失为一本全面周到的佳作。在反复品读《了凡四训》
一书之后，定能走出生活中的种种阴霾。

了凡四训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对于《了凡四训》这本书，自己接触不是一次两次了，也有
多个版本的书籍，朋友赠送的，我也赠送不少友人。之前还
有朋友让我读十遍，我很认真的去读了。但是读过三遍后，
我就在困惑中自己矛盾了，以及挣扎着。书中讲到惜福、改
过，修行，积德行善，这些都没有错。人能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而去面对，去改正，就修正，就是一种善。能利益苍生，
为他人着想，更是大德，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但是针对我自身，我觉得之前自己迷惑了。我以为自己若想
改变自己命运，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去发大誓愿，去求，去
身体力行的完成。这样才能有希望。我缺什么呢？我缺一段
能牵手的姻缘，缺财富。有师兄说，你可以在菩萨面前发大
誓愿，两年内自己若能婚配，做满多少善事，或者一步一头
磕到寺庙去，或者终身不吃素，将来重建庙宇，重塑金身等。



我哑然，不是我不信，是我觉得如果这样，那跟交换有什么
区别，我的追求难道就是这些吗？我用自我约束的积德行善
的行为，去交换一个我未知的，我渴求的事情。这并不是我
追求的人生，得到又如何？婚姻只是人生一段不是一个人的
生活而已，现在不过是一个人孤独之旅吧，两个人了，就不
孤独吗？我不想去发誓两年内做多少好事，去求个姻缘，那
求来也是假的，是自己伪善的表现，和贪婪。不是我做不到，
是不想那么去做，我可以积德行善，但我无所求。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我依然会坚定我学佛的信念和信心，
我惜福，改过，修行，修心。修好这一颗心，时刻让自己心
灵能安宁、安静，心安。朋友说能心安是多么难得，能踏实
的生活，能平静平淡的对待人生，那是何等的自在？我追求
的是一种大自在的境界。在点滴的生活中去做，不求大，不
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严格自律，积极努力的去
生活，去追求。

合伙人说我不是个商人的料，我没有利益心，没有野心。我
不语，我只是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不欺骗人，不坑人，不
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不消极不颓废，
工作中，我积极投入，但是我不问结果，我只在乎这个过程。
我不是不追求结果，只是我更看重这个过程，我会更加完善
自己。交朋友贵在交心，做事情，也贵在真诚。人生中任何
事情，都不要心存侥幸，平淡对待，那是多么难得。不卑不
亢，不贪婪，不悲观，那也是很难得的，不要太多的欲望，
人心不足蛇吞象，任何时候都要知足，得到时问问自己无愧
吗？心安多么难得！

从此书中，我已明白大的道理，原来只局限在，我以为只是
让我们去发愿去求改变自己命运。如果只是为了发愿求自己
一时的安乐，那只是一种小我境界，现在这已经不是我想追
求的了，我会深信不疑的去做，但是我不想求自己此生的荣
华富贵，也不求什么感情长久美满，我想要的是更多领悟人
生的意义，追求心灵深处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