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有恭的启示 文言文读后感诫子
书的读后感(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庄有恭的启示篇一

一说到“鞠躬尽瘁”，你一定会想到三国时期蜀国的一代名
臣――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十分有才，五十四岁去世，被埋在了五丈
原。在死前给自己儿子诸葛瞻写了一封家书，便是《戒子
书》。这封家书使我们对立志修学有了更深的体会，让我们
更加体会到诸葛亮对儿子的良苦用心。

书上写“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要更
明确自己的志向，不能贪图名利，要走得更远的话必须宁静
专一。这也是诸葛亮对自己孩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诲，让
孩子一定要发奋图强，专心学习，不能浮躁。还有一句
是“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
将复何及”，这是诸葛亮劝告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珍惜时间，
年龄和时光都是一样飞驰的，你的志向也和岁月一样流逝了，
它们都成了枯叶落到地上，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社会造福的，
只能悲苦地守着自己的家，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们现代社会也有和诸葛亮一样的人，也是鞠躬尽瘁。周恩
来，还有明朝的一代清官海瑞，这些人也都值得我们学习。

可在我们班里，有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可是因为懒稳坐倒



数第一的宝座，父母也不指望她了，老师也放弃了她，她也
只能一直颓废下去，想努力也可能来不及了，真是可惜啊！

在我身边也有一个人十分热爱学习，他把学习当做一种享受，
而不是一种负担，这个人也十分珍惜时间，不浪费身边的一
点一滴，他以后一定能成大器的。而且他学习十分宁静专一，
从来不浮躁，也很勤俭节约。更主要是他有一个良好的家庭
环境，父母也和他一起学习，一起努力，一起进步，一起和
他快乐地成长，这样的人就一定能成功。

当我读了这封《诫子书》后，我也知道自己身上的缺陷和不
足，我以后改正，珍惜时光，宁静修身，勤俭养德，这就是
《戒子书》给我们的启发。

庄有恭的启示篇二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夫君子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
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
及!”

这篇《诫子书》是诸葛亮54岁时写给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家书，
是诸葛亮一生经验的总结和对儿子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多么
伟大的父爱!也是后人教育子孙的楷模篇。诫子书的主要内容
是：是大丈夫要修身养性、以节俭、朴素来陶冶自己的情操，
还要淡泊名利。学习时要清静，努力而有毅力，要有远大的
志向。如果怠慢就不能学以致用，急躁就不能陶冶心性。年
华随时日流逝，意志也随时日消磨，就会变得如枯黄的叶子
一样，被时代抛弃。最后只能悲伤地守在自己贫穷的茅庐里，
后悔也来不及!

诸葛亮不仅告诫了他的儿子，同时也告诫了我们，让我明白
做什么事先要有明确的目标，有志向。“心中没目标，一根



稻草压弯腰;心中有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但是，光说是
不行的，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努力去做，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年少的时候要扎实基础，充分地汲取知识，好好学
习。不然年与时驰，意与日去，等到老的时候，才后悔，空
悲切，时不再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有限的时间用在
无限的知识海洋中。

现在我六年级了，更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尽自己的努力，考
上一流的中学。考上理想的中学就要付诸于行动。这段时间，
我的收获本写的作文进步不小，这与杨老师倡导的课外阅读
影响极深。我要让课外阅读积累的素材，充实我的收获，有
质有量，做好每天有价值的收获!

“夫君子须静也，才须学也”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学任
何东西，首先要静，这我深有体会，从小学毛笔时，就是练
静心，心里急躁，是学不好的。偶尔的时候，作业多了，又
想看电视，然后就马马虎虎地做，字迹也潦草了。当本子发
下来，错的一塌糊涂，好惭愧!这就是首先没有静下来，长期
草率、浮躁就会荒废学业。

戒子书――一篇意义深远的古诗文。它让我反省了自己，使
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终身受益匪浅!

庄有恭的启示篇三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
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
寥寥数字，融汇了一代高人的心血与智慧，是诸葛世家最精
短的传家古训，也成了中华民族两千年来最著名的教子良方。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个具有雄才韬略的出色军事家，
他注重道德品行的修炼，知天命而尽人伦，怀大志而拘小节，



为后世立下“大义”的标准。综观《诫子书》，所谈无
非“修养”二字。修养的对象，一则为身，一则为心，亦即
修身养性之谓。修养的目标，入世则建功立业、济世利人;出
世则入道得法、返璞归真。修身养性还与心性有关。现代作
家于丹认为，心性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善恶成分，是判断自我
与外界关系的一种综合反映。现代的人都具备了与生俱来而
好利的特征，但却很少有人会与生俱来的带有一种良好的心
性，这就使人的发展、人命运的改变以及幸福的追求造成了
一对矛盾体。心性并不在对外部他人的影响力，而是对个人
生活的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做事的成功与否，生活是
否美满，乃至悲欢离合的遭遇，都在这个“心性”中。在当
下这个数字信息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已变成一个小小
的地球村落，西方文化的汹涌而来，大大动摇了我们乃至我
们上一辈经过数年、数十年培养、树立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它就象封闭的房间打开的一扇窗户，吸取新鲜空气，
同时空气中也夹杂着苍蝇，无情的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道德伦理。对于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尘世，我们更要保持
一种不动摇的意念，要时时关注自己的言行，有意地修炼出
一种好的心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人类文明历史长河已经过去了七、八千年，从古至今，凡有
道德修养的人的品行，是依靠安静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是
依靠节俭努力培养自己的品德。不寡欲就不能表明自己的志
向，不宁静就不能到达高尚的思想境界。“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我们必须静下心来学习，为养性修身也
好，为追求个人发展也罢。不学习就不能有广博的才干，没
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放纵懈怠就不能振奋精神，冒险急
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间流逝，意志随岁月消磨。古
人的教育思想、方法虽然简单，却是精辟、现实的。人生一
世，何其短暂。一念之失，便入歧途;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穷庐”之悲，不在家徒四壁，而在心中;“将复何及”
之憾，不在时光虚掷，尤其在永恒生命不得保全，而唯有诸
葛亮的《诫子书》，以其独特的警世意义，鼓舞着我们不断
向前。



庄有恭的启示篇四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
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
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虽然区区84字，但却能广为流传，名垂千秋，必
有其道理所在，所谓微言大义，即使如此。

诸葛亮的《诫子书》，在现在许多人眼里看来是文采斐然，
妙笔生花，其实现代的翻译却通俗易懂，也是老生常谈。但
这却是凝聚了他对于儿子的寄予和希望，光是这份浓浓的爱，
就足以字字珠玉。

接下来谈谈其内容。《诫子书》主要围绕为学习论述，学习
重在“静”。什么是静，非远离世俗喧嚣繁华惬意于山水之
间的舒适，也非寂静之所空荡无人的幽深，而是不受外在滋
扰而坚守初生本色，秉持初心。只有内心平静，再大的磨难
也会势如破竹。

学习的历程就好比站在巨浪的顶端，身后万丈悬崖。这一路
荆棘之上，内心宁静必会处变不惊。内心宁静是做学问的法
宝，就好比乱世为王，必掷血屠狼。

当然，学习不只是要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更重要的是能修
炼自己的品德，修炼自己待人待物，做人的方法。如果只是
学习好，这样的人又心怀不轨，就定会危急四方，害人不浅。
所以做人比学习好更重要，学习好只是浅层次的，品德高尚
才是众人眼中的智者。

当我们晃晃悠悠，碌碌无为度完一生，守着自己破旧的房舍
时，我们多么后悔自己的一无所事，多么遗憾青春的光阴消
逝，少了应有的成长体验，少了时光的开心折磨，到老只有



白发陪伴。

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是词约义丰，掷地有声，有谆谆告
诫之语，更有溢满殷殷期盼之情。我们读之思之，并当躬行
自勉。

庄有恭的启示篇五

《诫子书》全文不足百字，言近旨远，含意隽永，是诸葛亮
处世立身的智慧结晶。对我们而言，今天仍大有裨益，富有
启迪。

一、勤于开卷，敏于探索。

《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在今天学习不仅意味着多读书、读好书，
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一种必备的素养。一般而言，一个肯读
书、肯学习的人，总会给人以彬彬有礼、豁达雅量、涵养深
厚的印象。一个不学习的人，决不可能做到理论上和行动上
的清醒与坚定，决不可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明辨是非、
把握自己，决不可能在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
思深虑远、处变不惊。有些人之所以“翻身下马”，不注重
学习，导致信念上的动摇、意志上的衰退以及人生道路上的
迷航是重要原因。

二、立于清廉，致于高远。

清廉是人的立身之本，高远是人的'境界所在。《诫子书》中
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内心宁静才能戒骄戒躁，内心淡泊才能
含英咀华，内心开阔才能登高望远。人如果没有一种清明清
廉、自律自控的大修养，没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
襟怀，那么，他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清代学者胡达源说：“简默沉静者，大用有



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人要用一种超然的心态对待眼
前的一切，少一点计较、多一点大度，少一点浮躁、多一点
务实，少一点杂念、多一点公心，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羁，
用超越功利的境界，踏踏实实地干一番事业。俗话说：“高
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水之鱼，亡于诱饵。”面对灯红酒绿的
诱惑，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人不能心态失衡，以
身试法。要时刻坚守道德防线。

三、勇于开拓，敢于作为。

《诫子书》中说得好：“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
性。”人不管处身于何种工作环境、何种工作岗位、何种工
作条件，不管自己的年龄、资历、经验、水平如何，都不能
放松对自己能力方面的严格要求。既要立足当前求发展，努
力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着眼长远谋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
足够的生活和发展空间。

我们只有将“淡泊”、“宁静”作为座右铭，来安放自己的
灵魂，静下心来，不受干扰，沉下心去，抓紧时间学习，提
高学习效果，提升自身修养。使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
处于最佳状态，做一个精神上的自养自足者，才是学习本文
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