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谷子读后感(优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青谷子读后感篇一

《鬼谷子》是由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鬼谷
子所著，而我所读的《鬼谷子》是由任思源先生主编的。书
中分别从为人处事、管理谋略、商战博弈、职场之道等方面
进行了相关的经典案例阐述，并给予了简单、精辟的总结。

生活无处不充满哲学。我认为人生真正的智慧是经营好自己
的生活，《鬼谷子》这本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生活中所
遇到困惑的方法，让我们体验精彩人生。尽管该书著于战国
时期，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读一本好
书就仿佛和一个高尚的人在谈话”。

《鬼谷子》就是这样的好书。它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解决问
题的方法，更是为所面对的问题提交一份完美的答卷。

我们要学习书中的哲学，让自己主动地去迎接问题，处理好
生活中的人际问题、提高工作中的.效率，把它们变得更加简
单化。

青谷子读后感篇二

《鬼谷子》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谋略与权术的经典之作。其
实我本来对它也不怎么了解，但我在书店一看到这本书就让
我感到与众不同。



这些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面对恶意的攻击，不能一味地躲
避和忍让，而要适度地予以反击，或者巧妙转换，或者反唇
相讥，或者争锋相对、维护自己的尊严。否则，对方就会得
寸进尺，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地步。晏子在此运用了圆融的.道
理诱导对方，以将计就计的策略使对方落入难堪的境地，而
又保全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

自从有了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许多社会知识，这真是一部经
典之作。

青谷子读后感篇三

《鬼谷子》是一部研究古代谋略与权术的经典之作。其实我
本来对它也不怎么了解，但我在书店一看到这本书就让我感
到与众不同。

这些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面对恶意的攻击，不能一味地躲
避和忍让，而要适度地予以反击，或者巧妙转换，或者反唇
相讥，或者争锋相对、维护自己的尊严。否则，对方就会得
寸进尺，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地步。晏子在此运用了圆融的道
理诱导对方，以将计就计的策略使对方落入难堪的境地，而
又保全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

自从有了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许多社会知识，这真是一部经
典之作。

青谷子读后感篇四

《鬼谷子》终于读完了，眼镜片上又增添一个圈圈。

《鬼谷子》这本书太“牛”了，它收集的是牛人———鬼谷
子的诡辩之策、揣摩心理之术、长赢之道和做人做事之智慧。
鬼谷子何许人也？春秋战国时期人，纵横家之鼻祖、先秦诸
子之一。在中国古代，能称之为“子”的肯定是圣人，孔子、



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等。鬼谷
子这人比孔子还牛。为啥这样说？圣人牛不牛，要看他门下
的弟子牛不牛。孔子虽有弟子三千，但可考者只有七十二位，
而且除了子贡有点出息而外，大部分只是贤德文杰、知识渊
博而已，并无大作为。鬼谷子不但门生众，而且门生还牛，
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李斯……，随便说一个都
是惊天动地的。

为啥读《鬼谷子》？说得雅一点，为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说得俗一点，为了升官发财、祖坟冒烟、出人头
地。说得大一些，为了实现伟大中国梦；说得小一些，为了
在社会上混得好一些。本大瞎读了《鬼谷子》后，十分后悔，
悔自己咋个没早点去读哦，早读二三十年，弄不好就富了、
发了、升了，就决不会像现在，高不成低不就，财没发、职
没升，连个党都没入到起了！

现在而今眼目下，本大瞎老矣，鹄面鸠形、发秃齿豁，马上
就要船到码头车到站，倦鸟归林“喝三花”了，《鬼谷子》
对本大瞎来讲没啥球用了。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本大瞎认为这是每一个受党教育多年
的官应有的境界。现在而今眼目下，君遇到的问题多哦，经
济下行问题、社会矛盾突出尖锐问题、水灾问题、两岸问题、
南海问题……在此，本大瞎愿将读了《鬼谷子》后的一些心
得体会写出来，供君参考，期望君能更好更快地解决这些问
题。本大瞎的心好好哦。

有人说，《鬼谷子》是用鲜血和脑浆写成的。它奇，奇招迭
出，招招见血。它正，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它秘，咱的国，
两千多年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鬼谷子》的推崇
者不多，因而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它诡，用于正道，治国安
邦，救人可造七级浮屠；用于邪道，害人整人，百发百中，
效果奇好。《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十三、十四篇已失传，
现剩：捭阖、反应、内楗、抵巇、飞钳、忤合、揣、摩、权、
谋、决、符言，共计十二篇。



《鬼谷子》毕竟写于20xx多年前，要读懂它实属不易。若你
不想在社会上混出个名堂来，就不要去读了，庸庸碌碌、平
平淡淡、粗茶淡饭、当个凡夫俗子，也是一生，也挺好。

青谷子读后感篇五

夫天下大势，阴阳两分;轮回世事，清浊而已。有幸略赏《鬼
谷子》一书，初看时，觉得生涩难懂，且又无甚道理，但再
看时，顿开茅塞。

《鬼谷子》一书，宏概天下万物之理：天下至道，即阴阳，
捭阖者也;捭者，开也;阖者，合也。捭阖，即开合。察物以
观其律，投石以问其路。内揵纳谏，抵巇补隙;飞箝褒抑，忤
合顺逆。揣心摩意，权方谋略;决则当断，符言守信。

鬼谷先生早在20xx多年前便已通晓：是非只在一念间。鬼谷
先生据圣人之言，以阴阳试捭阖，教投石以反应;万物存亡皆
有理，因此我们更要把握事物变化的趋势与关键，伺机行动，
先有试探之举，待至胸有成竹，才有以不变应万变之能。

因此，世事万物，便因平衡而存。进多退少，难免力有不逮，
终成祸患;进少退多，又总保守过当，失去先机。夫天之大，
架于地之广;龙之耀，制于凤之华。故曰：阴盛则阳繁，善至
亦恶极。倘若一枝独秀，就算是傲立冰霜，也略显得凄凉;然
百花齐放，同大道三千，各放霞光。制衡便有繁衍，权平可
见倪端。

弱水三千，独取的是一瓢随意;大雪无寒，封冻的是一种率性。
落花不落叶，知性不知情，生在红尘里，谁也难保自己不忘
初心。但当一人徘徊月影，总想起一卷《鬼谷子》：己欲平
静，听辞辨心;自求明志，折花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