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丹讲论语孝敬之道 于丹论语心得交友
之道读后感(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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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讲论语孝敬之道篇一

正当她站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售货员对她说，小姑娘，你的
亚麻色的头发真漂亮!如果配上一朵淡绿色的头花，肯定美极
了。她看到价签上写着十六美元，就说我买不起，还是不试
了。但这个时候售货员已经把头花戴在了她的头上。

售货员拿起镜子让她看看自己。当这个姑娘看到镜子里的自
己时，突然惊呆了，她从来没看到过自己这个样子，她觉得
这一朵头花使她变得像天使一样容光焕发!

她不再迟疑，掏出钱来买下了这朵头花。她的内心无比陶醉、
无比激动，接过售货员找的四美元后，转身就往外跑，结果
在一个刚刚进门的老绅士身上撞了一下。她仿佛听到那个老
人叫她，但已经顾不上这些，就一路飘飘忽忽地往前跑。

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我索性就奢侈一回，用剩下的
这四块钱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吧。于是她又一路飘飘然地
回到了小店。

刚一进门，那个老绅士就微笑着对她说，孩子，我就知道你
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也掉下来了，我
一直在等着你来取。

这个故事结束了。真的是一朵头花弥补了这个女孩生命中的



缺憾吗?其实，弥补缺憾的是她自信心的回归。

而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
问》)，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

要做到内心强大，一个前提是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太
在乎得失的人，被孔子斥为“鄙夫”。

鄙夫，意义几乎等同于小人，就是不上台面的鄙陋的人。

孔子曾经说过，像这样的小人你能让他去谋国家大事吗?不能。
这样的人在没有得到利益时抱怨不能得到，得到了以后又害
怕会失去。既然害怕失去，那就会不择手段维护既得利益。

这种患得患失的人，不会有开阔的心胸，不会有坦然的心境，
也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它和匹夫之勇有怎样的区别?《论语》中
对于“勇敢”有怎样的诠释?

大家知道，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路，他很率性，对于勇敢的
事情老是特别在乎。

孔夫子曾经调侃说，假如有一天我的大道在这个世界上推行
不了，我就要自己泛舟江海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大
概就是子路吧。

子路听到这个话非常得意。结果老师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
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除了勇敢，别的什么都
没有。(《论语·公冶长》)“好勇”是子路的特点，但他的
勇敢又缺少点内涵。

偏偏有一天，子路真的去问老师说：“君子尚勇乎”?君子应



不应该崇尚勇敢呢?

孔子对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
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意思是说，君子崇尚勇敢并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约制的，
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义”。有了义字当先的勇敢，才
是真正的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一个小人会因
为勇敢沦为盗贼。

我们想想，小偷劫匪穿门打户，甚至越货杀人，你能说他不
勇敢吗?但是这种没有道义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那么这个“义”、“道义”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内心的约制。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
矣”!(《论语·里仁》)一个人内心有所约制，就会在行为上
减少过失。

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真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就做到了约制。而能够反省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这
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

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也曾经论述过勇敢，他把那种真正
的勇敢叫做“大勇”。他说：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

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在苏轼看来，真正的勇者有一种“过人之节”，他们能够忍
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
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在理性制约下的自信与镇定，这是
因为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复述一遍就像又被打了一顿，
意味着事情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

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
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
效率，更有好心情。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
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
心情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
的就是什么。

宋人的笔记中记载过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故事。苏轼是个大才
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
老被苏轼欺负。苏轼有时候占了便宜很高兴，回家就喜欢跟
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说。

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

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

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
活像一摊牛粪。



这一次，佛印又吃了哑巴亏。

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

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
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
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
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于丹讲论语孝敬之道篇二

《论语心得》书稿付梓中华书局，心下有七分安顿三分忐忑。
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
长大，不敢奢望有一天在中华书局出自己的一本书，就如同
从来不敢妄想自己敢站在电视屏幕里谈谈《论语》的话题。

对《论语》的情感，一向是“敬”而不“畏”，对《论语》
的感觉，从来是朴素而温暖。

我眼中的《论语》，就是这样一眼温暖的活水泉。

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做《论语》的讲解和讲解和辨析，
万万不敢。那就像是让我去做这眼温泉的化学成份分析一样，
我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准的化验报告。我所能担承的角
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
以千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
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

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
畏到近乎膜拜，而恰恰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千古人
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
了殊途同归的价值。所谓“道不远人”，大概如此。

我眼中真正的圣贤从来不拎着晦涩艰深的典故吓唬人，也从



来不堆砌出佶屈聱牙的言语麻烦人。孔子说：“予欲无言”，
子贡慌慌地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益发淡定，
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个世界上的简单真理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从不表
现为一种外在的灌输，而是对于每个心灵内在的唤醒。《论
语》中的简单真理所以穿越千古尘埃，让后世子子孙孙在日
益繁盛而迷惑的物质文明中得以秉持民族的根性，不至于因
为选择的机遇过多而仓惶。受益的人也许“觉”在某一刻，
怦然心动，醍醐灌顶;也许“悟”在漫漫岁月，用一生的历练
完成一次不可复制的解读。

真的要感谢《百家讲坛》用“心得”这个角度鼓励我走进
《论语》，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而我只
不过是其中的一心之得。我们在当下的生活解读中豁然开朗，
圣人在千古之前就会缄默微笑。

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那是将《论语》奉为中
国文化思想的渊源;而我宁愿说“半部《论语》修自身”，人
人皆可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病泉”。

可以得之于心的《论语》，不是被汉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刻
意独尊的“儒术”，不是与“道”“释”并称于庄严仪式
的“儒教”，不是被穷究义理囿于考据的“儒学”。

可以得之于心的《论语》，是每个人心中有而口中无的简单
真理。

所以，我看《论语》的温度，不烫手，亦不冷漠，略高于体
温，千古恒常。

于丹论语心得智慧之道读后感



于丹讲论语孝敬之道篇三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
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
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

人生百年，孰能无憾?人这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
事情。

孔子的学生司马牛有一天忧伤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
没有!

他的同学子夏就劝导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夏自称自己的名字叫“商”。他的话分几个层次：

既然死生、富贵这些事情都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
无法左右，那就要学会承认并且顺应。

但保持一颗诚敬的心，使自己的言行减少过失，对待他人充
分尊重、谦恭有礼，却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做到的。

一个人能做好自己，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会爱敬你如同手足兄
弟。

所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的真君子，又何愁没有兄弟呢?

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



的一种价值观念：

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
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
重你的苦痛。

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
个遗憾。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
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些遗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种遗憾，其实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
么呢?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
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写的是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
姆·吉尔伯特的故事。

这个女孩子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意外：

一天，她跟着妈妈去看牙医，这本来是个很小的事情，她以
为一会儿就可以跟妈妈回家了。但是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
发心脏病的。可能她的妈妈之前没有检查出来存在这种隐忧，
结果让小女孩看到的是惊人的一幕：她的妈妈竟然死在了牙
科的手术椅上!

这个阴影在她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也许她没有想到要看心理
医生，也许她从没有想过应该根治这个伤痛，她能做的就是
回避、回避、永远回避，在牙痛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牙医。

后来她成了著名的球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她被牙



病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了，家人都劝她，就请牙医到家里来吧，
咱们不去诊所，这里有你的私人律师，私人医生，还有所有
亲人陪着你，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请来了牙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正当牙医在一旁整理手术器械、准备手
术的时候，一回头，吉姆·吉尔伯特已经死去。

当时伦敦的报纸，记述这件事情时用了这样一句评价：吉
姆·吉尔伯特是被四十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力量。一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呢?它可以
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阴影，影响到你的生命质量。

当然很多人不见得会面临上述这种极端的例子，但大家一定
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在愤怒或忧虑的时候，如果用一
个测量仪来检测你呼出来的空气，它是灰色的，其中的二氧
化碳会特别多。所以，长期困扰于人生的遗憾不能自拔，对
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

既然生活中的缺憾不能避免，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
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心态不同，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
活质量。

有一个寓言，它说在某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
失去了父亲，跟妈妈相依为命，靠做手工维持生活。她非常
自卑，因为从来没穿戴过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在这样极为贫
寒的生活中，她长到了十八岁。

在她十八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她二十美元，让
她用这个钱给自己买一份圣诞礼物。

她大喜过望，但是还没有勇气从大路上大大方方地走过。她
捏着这点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朝商店走。



她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商店。一进门，她感
觉自己的眼睛都被刺痛了，她看到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
的缎子做的头花、发饰。

正当她站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售货员对她说，小姑娘，你的
亚麻色的头发真漂亮!如果配上一朵淡绿色的头花，肯定美极
了。她看到价签上写着十六美元，就说我买不起，还是不试
了。但这个时候售货员已经把头花戴在了她的头上。

售货员拿起镜子让她看看自己。当这个姑娘看到镜子里的自
己时，突然惊呆了，她从来没看到过自己这个样子，她觉得
这一朵头花使她变得像天使一样容光焕发!

她不再迟疑，掏出钱来买下了这朵头花。她的内心无比陶醉、
无比激动，接过售货员找的四美元后，转身就往外跑，结果
在一个刚刚进门的老绅士身上撞了一下。她仿佛听到那个老
人叫她，但已经顾不上这些，就一路飘飘忽忽地往前跑。

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我索性就奢侈一回，用剩下的
这四块钱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吧。于是她又一路飘飘然地
回到了小店。

刚一进门，那个老绅士就微笑着对她说，孩子，我就知道你
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也掉下来了，我
一直在等着你来取。

这个故事结束了。真的是一朵头花弥补了这个女孩生命中的
缺憾吗?其实，弥补缺憾的是她自信心的回归。

而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
问》)，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



要做到内心强大，一个前提是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太
在乎得失的人，被孔子斥为“鄙夫”。

鄙夫，意义几乎等同于小人，就是不上台面的鄙陋的人。

孔子曾经说过，像这样的小人你能让他去谋国家大事吗?不能。
这样的人在没有得到利益时抱怨不能得到，得到了以后又害
怕会失去。既然害怕失去，那就会不择手段维护既得利益。

这种患得患失的人，不会有开阔的心胸，不会有坦然的心境，
也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于丹讲论语孝敬之道篇四

近期仔细读了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虽不是大彻大悟，
但也触动心灵。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
说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主要讲述了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
处事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书
中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了我们许多人生的哲理和处事做人的道
理。

于丹老师讲授《论语》心得别具一格。在我的心目中，孔子
是一位离我们很遥远的古代圣贤，《论语》犹如高山上一颗
劲松高不可攀，只可仰望而不可触及。而于丹老师仿佛是一
位美味快餐的加工高手，它能把一般人很难懂的《论语》透
过心得的方式来解读，似乎把难以消化吸收的食品加工成了
老少皆宜备受欢迎的高档营养品。他带我们超越时空，把一
位两千年前的圣人引领到了众人眼前与今人对话。孔子没有
圣贤的架势，朴素平和、平易近人，时时传递一种朴素、温
暖的生活态度。她把深奥的道理讲的浅显易懂，真正走进了
我们的心里。他说：“孔子没有温度，只有色彩”。



应对人生的遗憾，我们要在最短的时刻内接收下来，不好纠
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痛苦。
如果你正因错过了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

于丹老师在论语心得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座寺庙里供着一个
花岗岩雕刻得十分精致的佛像，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佛像前
膜拜。而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的花
岗岩砌成，台阶不服气地对佛像提抗-议：我们本是兄弟，凭
什么人们采着我们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佛像淡淡地说，
正因你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了这天的岗位，而我经过了千刀
万剐才成佛。

我读后眼前一亮，我们过去总是喜爱与他人相比，为什么你
我一齐参加工作，你这天如此辉煌?往往比的都是自己的缺失
和他人的所得，而忽视了他人付出的发奋、做出的贡献、肩
负的职责、承受的压力。想得到他人所得背后的付出，千刀
万剐与四刀相比相差何其大，这样比起来我的内心就平和多
了，怨气自然就少了。你有你的快乐，我有我的开心，知足
常乐!

于丹讲论语孝敬之道篇五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
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
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

人生百年，孰能无憾?人这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
事情。

孔子的学生司马牛有一天忧伤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



没有!

他的同学子夏就劝导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夏自称自己的名字叫“商”。他的话分几个层次：

既然死生、富贵这些事情都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
无法左右，那就要学会承认并且顺应。

但保持一颗诚敬的心，使自己的言行减少过失，对待他人充
分尊重、谦恭有礼，却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做到的。

一个人能做好自己，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会爱敬你如同手足兄
弟。

所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的真君子，又何愁没有兄弟呢?

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
的一种价值观念：

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
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
重你的苦痛。

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
个遗憾。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
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些遗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种遗憾，其实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



么呢?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
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写的是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
姆·吉尔伯特的故事。

这个女孩子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意外：

一天，她跟着妈妈去看牙医，这本来是个很小的事情，她以
为一会儿就可以跟妈妈回家了。但是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
发心脏病的。可能她的妈妈之前没有检查出来存在这种隐忧，
结果让小女孩看到的是惊人的一幕：她的妈妈竟然死在了牙
科的手术椅上!

这个阴影在她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也许她没有想到要看心理
医生，也许她从没有想过应该根治这个伤痛，她能做的就是
回避、回避、永远回避，在牙痛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牙医。

后来她成了著名的球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她被牙
病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了，家人都劝她，就请牙医到家里来吧，
咱们不去诊所，这里有你的私人律师，私人医生，还有所有
亲人陪着你，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请来了牙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正当牙医在一旁整理手术器械、准备手
术的时候，一回头，吉姆·吉尔伯特已经死去。

当时伦敦的报纸，记述这件事情时用了这样一句评价：吉
姆·吉尔伯特是被四十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力量。一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呢?它可以
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阴影，影响到你的生命质量。

当然很多人不见得会面临上述这种极端的例子，但大家一定
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在愤怒或忧虑的时候，如果用一



个测量仪来检测你呼出来的空气，它是灰色的，其中的二氧
化碳会特别多。所以，长期困扰于人生的遗憾不能自拔，对
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

既然生活中的缺憾不能避免，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
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心态不同，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
活质量。

有一个寓言，它说在某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
失去了父亲，跟妈妈相依为命，靠做手工维持生活。她非常
自卑，因为从来没穿戴过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在这样极为贫
寒的生活中，她长到了十八岁。

在她十八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她二十美元，让
她用这个钱给自己买一份圣诞礼物。

她大喜过望，但是还没有勇气从大路上大大方方地走过。她
捏着这点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朝商店走。

她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商店。一进门，她感
觉自己的眼睛都被刺痛了，她看到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
的缎子做的头花、发饰。

于丹论语心得心灵之道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