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祖坛经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六祖坛经读后感篇一

首先，我想表明，我没有悟道，我甚至不知道"道"是什么。
禅是不立文字的。任何文字描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禅的本体。
就好比，我们需要坐飞机，换火车，才能来到一片大海边。
然后，有人告诉你，禅就在大海另外一边，但是没有方法可
以过去。海不是禅，所有关于禅的文字就好比是那些交通工
具，我们完成了禅的旅行，可能只是在海边看到禅的表象，
并没有获得禅的真谛。禅就是这样无门而入，入门之前，不
知道禅在何处，甚至进入之后，门也并不存在。这个时候，
唯有等待机缘巧合，才得悟出禅的真谛。

坐禅分为三个阶段。从小我到大我，从大我到无我。这就好
比取一升空气置于真空的瓶子中，当瓶子由一升变为两升，
空气变得稀薄；瓶子的体积继续放大，空气逐渐变得更加稀
薄；当瓶子的体积无限大的时候，瓶子内部就接近真空。人
从小我到大我，从大我到无我的过程，就是逐渐的扩大自己，
放空自己，最后和整个宇宙合二为一。

小我，有点类似儒家里面的"修身"。人需要有健康的身体，
需要有丰富的内心。这些需要我们坚持做自己，孜孜不倦的
追求自己的境界。

小空间里面的事情，如果站在空间以外看，就不是事情了。

就好比散步的人看不到公车里面的繁乱嘈杂，他只能看到公
车这个整体。就好比同样忠诚却抱有不同政见的谋士，外界



看不到他们的明争暗斗，却能看到整个团体日趋衰落。就好
比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能记得五代十国被宋一统天下，
却忽略了某国嫔妃的争风吃醋。就好比站在银河系中看地球，
地球只是个蓝色的水球，我们已经看不到人类的尔虞我诈，
风谲云诡。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站得越高，看到的东西就
越全面。当我们站在家的高度，我们就可以齐家；当我们站
在国的高度，我们就可以治国；当我们站在天下的高度，我
们就可以平天下；当我们站在宇宙的高度，我们就可以天人
合一。于是，小我就变成大我了。

我们还可以让自己的高度更高。最高是多高？最远是多远？
如果高和远还可以被度量，那就不是最高和最远。当高得已
经没有高的念头，远得没有远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高远。
这个时候就到达了无我的`境界了。唯有无我，才可以放空自
己，放下一切，达到无所牵挂自由翱翔的状态。

仰山禅师度完暑假来看望沩山禅师，仰山一个暑假用于耕种，
沩山一个暑假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两位禅师的暑假都没有白
过。万事万物都有佛性。禅在于轰轰烈烈的大事，也在于平
平凡凡的小事。吃饭是修禅，睡觉也是修禅。万事万物在我
眼中都是禅。而我在万物的眼中却是个平常人。不同的只是
内心的境界。

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什么是真正的朋友，那种足够一辈子
珍惜的朋友。一路上，有过快乐，伤心，有过感动，失望，
有过收获，失去。我很认真的对待我认定的人，并且希望朋
友用相同的认真对待我。接下来的话，不知道怎么写了。一
切真的是执念。朋友在于平凡，就好比坐禅也在于平凡。我
们在平凡中珍惜彼此吧。



六祖坛经读后感篇二

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会更理解一点老师为何经常提醒我们
多读书、读各门各类书。读万卷书不仅有助于我学习到更多
的人生哲学，也有助于我将各家观点与老师心理咨询的理念
结合思考。读完《六祖坛经》，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1、六祖强调人的“自性”，强调“一切般若智慧，都是从自
性中出生”。也就是说智慧不是凭借外在力量或条件获得的，
而是人本身具备的，这也是“众生皆佛”的原因之一——众
生的自性都能生出智慧。能不能生出智慧是一回事，有没有
生出智慧又是另一回事，没有成佛的人便是能生出却还没有
生出智慧的人。

联系心理咨询，所有的来访者是能生出智慧，但还没有生出
智慧的众生。咨询师的工作便是帮助他们生出自性中的智慧。
因此，咨询师决不能“看不起”来访者，要相信来访者有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很人本主义，看样子人本主义的思想也不
过是我们古代先贤思想的一种形式，我们与其逐“末”，不
如究“本”。

2、六祖说的智慧是，在一切地方，一切时刻，每一心念中都
不愚蠢。老师提倡的“念念觉察”不就是追求智慧的一种表
现吗？每一念都很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生命短暂由不得我
们任性地试误，更是因为“一念愚蠢，一念智慧；一念凡夫，
一念成佛”，每一念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状态瞬间变样。但
这种理念有个前提——我们是可以因为一念而立即改变的。
倘若把人生当成一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答卷，我们的每
一念都是这张答卷上的题目，念“错”得越多，得分越少。
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定会像考试时认真对待每一道题目一样，
去对待我们的每一念。再细想，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一辈子
最重要的答卷不就是自己的人生吗？可我们好多时候却没有
按照对待最重要的考试的态度去对待它、对待里面的每一道
试题。



3、关于六祖渡化的“有缘人”，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规律，
即无论他们原来有怎样的认识或理念，拥有什么样的地位或
荣誉，当六祖指出他们身上的不足时，他们都能立刻接受指
正，并且遵循六祖的教导去修行。如果我们在一辈子中，也
能如此对待我们生命中的机缘，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人生。

相反，生活里，我有太多不愿意承认和接纳自己错坏差的时
候，也有太多不愿意改变自己假恶丑一面的时候。如果还是
用考试来比喻，那些经历就像被打红叉的题目，而我就像个
考生，总是倔强地用上一次的错误答案来回答这次的题目。

六祖所传授的佛法智慧博大又精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的
智慧和心理咨询的理念。愿自己做个人生智慧的“有缘人”。

六祖坛经读后感篇三

最近看了六祖坛经，读后有些心得，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六祖坛经》让我明白人人都有做佛的德性，人人都可能成
佛的真理，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学习念费的信念和信心。其中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世人性本自净，万法
尽在自性”。说到这里，我想问，既然佛性人人都俱备，人
人都可以成佛，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受苦，不能成佛呢？当
我读到：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只缘心迷，不能自
悟”，“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我的理解就是，
世人虽有佛性却不能成佛，长期受苦不能解脱，就是因
为“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凡人太贪念遮掩了我们的清静
佛性，使佛性无法显现，也无法成佛。从书中慧能的聪明、
智慧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凡事都要有悟性要用智慧处理事情。
不管修行学佛法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并且要有无念、不取不
舍的真修，才无愧于六祖慧能大师的启发之恩。

书中提到“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邪来烦恼至，正来烦
恼除”。我们知道，身处这个社会，有些人会很不快乐，当



然不快乐有很多原因，但是总的不外乎就是烦恼。当遇到烦
恼时，如果可以向书中所说的用智慧去解决，就不会一直烦
恼。当然有些人的烦恼是因为心中有了不好的念头产生的，
而克服的方法就是我们心中无时无刻都要有为人设身处地地
着想，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能否保持一种善意的念头。

《六祖坛经》我至今没把它完全弄明白，无论什么时候，我
都会努力让自己的心灵纯净，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一念至，
念念俱至”、“眼观鼻，鼻观心，心如止水”。也许我没有从
《六祖坛经》中读出什么深刻的人生哲学来，但是在读这本
书的过程当中我真正知道了它的重要性，应该怎么样去读一
本好书。()

六祖坛经读后感篇四

最早读《六祖坛经》是20xx年8月，在北京潭柘寺，一共50多
人一起共修，现在想来甚为怀念，为了那里的一草一木，一
花一叶。林中的蝉鸣，不时传来的鸟叫声，盛夏的骄阳，寺
里却独有一种宁静的清凉。一共九天的时间，每天都是晚上
两个小时共读《坛经》，郎朗读经声，在黑暗的夜空中闪闪
放光。

如今一晃已近八年过去了，期间对于《坛经》也曾经一读再
读。记不得这是第几次读了。行由品第一仍然让我很惊艳，
在于惠能的智慧言行，当他初到五祖堂前，被五祖呵斥"汝是
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他的回答是"人虽有南北，
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就是
这一句，已经再次震撼到我，正如释迦牟尼佛一手指天，一
手之地所说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样掷地有声，平等
无二。这是何等的智慧心性才有的自信和自尊啊！不由得赞
叹！复赞叹！虽然他大字不识一个，却没有任何的自卑，发
自本心，出自本性的活泼泼的佛性禅性流露无疑。

还让我很有感觉的就是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



时时轻拂拭，勿使惹尘埃”，第一次看到这个偈子就有喜欢
的感觉。

惠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何处惹
尘埃”更让我倾心，拜倒，爱极！与内心很多的感觉非常相
似相应，忽远忽近，若有若无，神龙见首不见尾，慨然长叹，
心向往之。

师父在惠能偈基础上的阐发又是另一重境界“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处处惹尘埃”，如此意境，也是
不可说，不可说！看看我们在红尘俗世中漂流浮沉的芸芸众
生，哪个不是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佛性圆满具足，却又在
在处处，沾染招惹了多少的贪嗔痴慢疑，烦恼障碍迷惑啊！
同时这些个尘埃原本也没有，只是借假修真，一旦勘破，呜
呼哀哉，真的就是空空如也！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
们入梦太深，把梦当真，如此想来，只要看到这些尘埃，也
就如白雪见日，化为无形了！这也是“烦恼即菩提”的转化
吧！所以感恩所有的贪嗔痴慢疑，感恩所有的烦恼障碍迷惑，
感恩所有的尘埃，如果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所谓的借假修真
了。

惠能在五祖为其秘密讲法开悟后所说的“何期自性，本自清
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
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从八年前初见的惊鸿一
瞥，到之后不断读诵的反复玩味，到近几年在生活工作中的
结合，尤其是与《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一书阅读并实修一
年的相辅相成，让我越来越有感觉！星云大师在《六祖坛经》
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六祖开创中国禅风，禅不离行住坐卧，禅
就在日常呼吸吃饭睡觉以及工作和生活之中，本来就是活泼
的新鲜的流动的，本来就是啊！丁愚仁师所传授的“知道有
念，知道无念，知道就行”的咒语正是禅在日常生活中的最
实用的妙法！还要继续使用，多用，时时处处使用！

此时此刻此人此文，也是尘埃，也无尘埃矣！



六祖坛经读后感篇五

《六祖法宝坛经》是一部阐述人人真心本性的重要经典，它
指出我们真正的生命，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充满生命智能
的宝典。

在禅宗庞大的典籍中，《六祖法宝坛经》被视为是一部无上
的宝典，在中国佛学思想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力量;宋明两代理
学家的语录，也深受此《坛经》影响。因此，《坛经》不但
在佛教里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尤其将之与
《论语》、《孟子》等书并列为探索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是
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更是
禅学的伟大著作。西方人瓦茨氏(alanwatts)认为《坛经》
是“东方精神文学的最大杰作”。

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学禅已蔚为世界潮流，例如在美
国，“禅”被列为训练太空人的课程之一，因为到了太空，
必须停留一段相当长的时日，如果没有禅定的力量，寂寞无
聊的时间不容易打发。禅是什么?禅是不立文字，禅是言语道
断，禅是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禅是我们的本心自性。禅不
是出家人的专利，也不是只有深山古刹里的.老和尚才参禅入
定，因为禅就是佛性，所以人人都可以参禅。

禅有无限的意义，无限的内容，无限的境界，如果我们每一
个人都有一点禅的素养，对于自己心境的拓宽，精神的升华，
人格的培养，心物的调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例如：一句
难堪的言语，一个尴尬的动作，一段不悦的往事，在禅的洒
脱、幽默、勘破、逍遥之中，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因此，禅
之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

《六祖法宝坛经》是一部阐述人人真心本性的重要经典，它
指出我们真正的生命，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充满生命智能
的宝典。全书一共分为十品，各品要旨分别陈述如下：



第一《行由品》，是六祖大师自述他的身世，以及求法、得
法乃至弘法的种种历程，也是本经的序分。

第二《般若品》，记述六祖应韦刺史的请益，而为大众开演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谓“若识得自性般若，即是见性
成佛”。这是《六祖坛经》最重要的一品，本品将禅的价值、
意义发挥得非常透彻。

第三《决疑品》，记述六祖大师为韦刺史解释达摩祖师何以
说梁武帝造寺度僧、布施设斋了无功德以及念佛往生西方的
疑问，并以《无相颂》揭示在家修行法。

第四《定慧品》，集录六祖大师为大众开示“定”与“慧”
体用不二的法义。也就是说明曹溪的修行法门是以定慧为本，
而定慧是一体的，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
即定之时，慧在定。又说此修行法门是以无念为宗，无相为
体，无住为本。

第五《坐禅品》，记述六祖大师为闻法的大众开示修习禅定
不是在着心、着静和不动上修行。坐禅的意义是：外于一切
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禅定是：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因此，我人于念念中，自见本性
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第六《忏悔品》，收录六祖大师为来山听法的广韶及四方士
庶传授“自性五分法身香”(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
脱知见香)及“无相忏悔”，说明忏悔、四弘誓愿、无相三归
依戒等意旨。

第七《机缘品》，汇录六祖得法后，在曹溪弘化时，与无尽
藏、法海、法达、智通、智常、志道、行思、怀让、玄觉、
智隍等各方学者师资投契的机缘。

第八《顿渐品》，乃六祖大师为神秀的门人志诚禅师开



示“南能北秀”二人所教示戒定慧的差异。因旨在叙说“法
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第九《护法品》，记载神龙元年(公元七五年)则天太后及中
宗下诏迎请奖谕六祖大师的经过，也就是说明当时朝廷尊崇
六祖及拥护佛法的情形。

第十《付嘱品》，是说六祖大师临涅槃时，教导弟子如何举
用三科三十六对来说法，才不致失却顿门禅宗的宗旨，并记
六祖迁化前后的经过情形。

在开始讲述《坛经》的十品经义内容之前，先就本经的思想
源流、历史价值、版本……等等，加以说明、分析，归纳出
下列十项，方便大家对《坛经》有个初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