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贽主要思想主张 李贽思想心得
体会(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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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李贽主要思想主张篇一

李贽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留下的思想成果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和感悟。李贽的思
想强调“格物致知”，并提出了“致良知”的理念，他的思
想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李贽的思想
背景、思想核心、思想方法、思想价值和当代意义五个方面
进行解析和探究，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和思考。

一、 李贽的思想背景

李贽是中国明代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宣府的一个官宦
之家，家族世代居于北方，与南方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在此
基础上，李贽在读书、揣摩、评价古代经典时，对其中所包
含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会。
他独具慧眼，非常注重观察和研究周围的世界，从中寻找启
示和真理。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化背景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充满了对生命、自由、民主、平等、道德等问题的思考和探
索。

二、 李贽的思想核心

李贽的思想核心是“格物致知”，他认为，只有通过观察和
研究客观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世界的真相。同时，他也提



出了“致良知”的概念，即人们能够通过不断修炼自己的内
心，达到对人性、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深层次探索。因此，
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充满了真善美的特
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三、 李贽的思想方法

李贽在自己的思想观察中，提出了很多独具思考性的方法，
其中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实用主义、比拟法、类比法、分类法
等。这些方法都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中得出，可以说是他
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很大程度上的贡献和创新。同时，他也
非常注重约束自己的思考和行为，认为一个人应该具备谨慎、
审慎、独立思考和勇气等特征，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人。

四、 李贽的思想价值

李贽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瑰宝，他的思想价值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启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他的“格物致知”理论，让人们
明白了世界的真相只有在实践中和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和实践，
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某种权威领袖或奇异神灵来提供，这点对
当代人的启示也非常多。

2. 促进了人类道德进步。他的思想中强调的是自律和道德责
任，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致良知”理念，提醒人们在日常行
为中注意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的生命与工作与社会责任联系
起来，从而成为真正的善良和正直之人。

3. 开拓了人们思考的智慧。他的“复杂全智优算割舍”理论，
提出了一种就思想和行为而言的完整方法，通过反复探索和
实践，可以使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变得更有意义，在大量细节
和考虑中寻找真理，从而更好地发现真理的实质和意义。



五、 李贽思想的当代意义

李贽的思想，对于当代人们的思考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在
现代社会中常常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而他的“格物致知”
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找寻真相的方法和路线。再者，我
们在现代社会需要更加注重个人的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他的
致良知理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全次的自我提升和道德发
展的方法。总之，李贽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当代思考有着重要
的启示和帮助。

李贽主要思想主张篇二

李贽作为明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思想深刻而广泛影响。
李贽思想的核心思想是“格物致知”，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
现代依然被广泛关注。在对李贽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让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格物致知”的精髓所在，进一步加深
了对这一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成为我们对李贽思想进行
思考的重要基础。

第二段：李贽思想的基本概念

“格物”即指“物理”，“致知”即指“心理”，因此，李
贽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观察周围的事物来获得知识。李贽认为，
一个人可以通过“物理”的学习来认识自己的心理，进而认
识周围的世界。通过物理观察和思考，人们可以理解世界运
行的规律，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这种“格物致知”的实践
方法，强调了人们在理解事物上需要积极思考和实践交替进
行。

第三段：李贽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李贽思想的影响可以追溯至唐代，但在宋代得到更为广泛的
传播和发展。李贽的“格物致知”理念，对于深化中国古代
文化的自我认知和传承具有深刻意义。在“格物致知”的基



础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将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联系起来，
不断演绎出一系列关于人和自然之间互动的哲学理论。在道
家、墨家、儒家等不同思想流派中，都有人借鉴了格物致知
的思想，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思想的影响。

第四段：李贽思想对现代科技的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发展，科技创新成为推动世界发
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李贽的“格物致知”依然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科学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时，经常需要通
过对现象的观察来获取更多的信息。这种实践方法便与李贽的
“格物致知”理念相近。另外，李贽所倡导的“实用主义”
思想，也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实际需求。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
李贽思想的影响还将继续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第五段：结语

李贽的思想深刻而卓有成效。其“格物致知”的理念，既贴
近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也为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
想基础。在现代，这一思想对于科学研究和发展仍然有着实
际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发扬李贽思想，积极运用“格物
致知”的实践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推动世界进
步和发展。

李贽主要思想主张篇三

1.我们并不渴望完美，那是遥不可及的。能被你所爱，千疮
百孔又何妨?可是，你却说我太完美。你说的，是我永不相信
的谎言。

2.从未有过的安静，那么静。

3.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苦，擦干眼泪不准哭。



4.不顾一切的去坚守那就是真爱吧。。。

5.悲傷不是表演，只是心情，所以不能隨便表露。

6.愛情使人忘記時間，時間也使人忘記愛情。

7.爱情这个宗教，全世界有多少信徒。

8.真怀恋以前割猪草的日子，没有流言蜚语，没有是是非非，
没有生活压力，没有谁对不起谁，没有套路，没有对错，没
有江湖险恶，只关心哪里有猪草。

9.我是个胆怯鬼，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所以要紧紧抓住我的
手

10.朋友也好，爱情也罢!如果哪天你把我给弄丢了，那么再
也就找不回来了。

11.[无论你离开或背叛无论我是否放下或舍得我都做好准备]

12.年少的爱情，几乎只属于年少，三年的光阴，足可以把爱
情淡化成遥远的回忆~

13.有月的夜晚，有你和我的夜晚，只想轻轻的向你道声，我
的佳人祝你节日快乐!

14.有时候自己明明知道是臭袜子，为什么脱下来的时候还是
忍不住要去闻一闻。

15.暮光之城吸血鬼记告诉我们：只要你够高富帅，那些女孩
子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人。

李贽主要思想主张篇四



李贽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他的思想影响深
远，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深
地被李贽的思想所吸引和启发。在阅读李贽的著作和研究其
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到了它的核心价值，对我的
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段：思想体系

李贽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艺术思想等
多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性理论”。他认为，人
应当尽最大努力去发挥自身的天赋和潜力，因为每个人都有
其独特的“性”。同时，他还提出了“心学”理论，认为人
的行为是由内心思想和情感所决定的，理性思维和道德准则
是保护自己内心平衡、抵御外在干扰的基础。

第三段：教育思想

李贽的教育思想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教
育不应仅仅是获取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道德感、心
智素养和自我认知能力。他提出了“格物致知”、“诚实笃
行”等教育理念，强调教育应当着眼于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
培养出能够担当未来重任的人才。

第四段：文学艺术思想

李贽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独到的思考。他认为艺术应当是对
真理和人性的深刻阐述，是对现实社会的有力批判和呈现。
他在文学方面的创新包括文体语言上的创新和文化主题上的
深入探索，不仅呈现了他的独特艺术审美观，也对后世文学
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第五段：总结

可以说，李贽的思想体系和教育思想都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



人性的尊重，他提出的“性理论”、“心学”、文学艺术思
想等理念都是理性思考和传统文化的结晶，在今天仍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应对当下的多元文化和社会变革的过程
中，我们也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启发自己的潜能和
价值，成就真正的自我。

李贽主要思想主张篇五

崔海正先生于1997年初发表的《近十年姜夔词研究述略》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月）对1987年至1996年近十
年的姜词研究作了详尽和精辟的论述。本文对1997年至1999
年世纪末三年的姜词研究作一简单回顾。

近三年关于姜夔的研究论文多达30篇。相比1987年至1996年
这十年的20余篇，可谓多矣！这表明姜夔正日益受到关注，
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姜词题序的研究

姜词现存约84篇，除3篇外，其他皆有题序。其中长序31篇，
短序包括词题50篇。20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里，关于姜词题
序的研究论文达4篇之多，约占总数的1／9。其中论述新颖的
是陈洁的《论姜夔词与题序之关系》（《中国韵文学
刊》1998年第1期）。陈文指出姜夔词的题序创作之所以典型，
不仅在它数量多，更因为词人对这一文体所倾注的浓厚兴趣
和真挚的感情。特别指出81篇题序只有一些词题和短序在作
词之前完成，而长序则多作在词作完成之后，甚或是后来补
作而成。作者还运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在姜词中，长序与慢
词、自制曲、短序和小令形成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即慢词、
自制曲多用长序，令词多用短序。姜夔制作题序的目的，已
超出了单纯记录创作经过、缘起的藩篱，而把自我情感的酝
酿过程置于重要地位。题序与词的关系，由外而内，呈现出
一种感情上的关联。陈文接着指出作者对制词的缘起、思路
的提示和情感基调的铺垫，使题序成为一条深入理解词作相



对可靠的捷径。其同时也指出了词序的弊端，认为两者互相
重合，令人生倦；同时有少数词的情调与题序也不完全一致。
最后作者认为，当读者跟着序文的线索读完全词之后，便会
觉得不过如此，失去了在神秘状态中探求未知数的成就感。
词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才是具有魅力的源泉。因此，当词与题
序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应回到原文。姚大勇的《姜夔词小序
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姜词小序内容
不拘一格，文笔轻灵活泼，多富自然之趣。姜夔拓展小序的
领域，是对传统小序概念的突破，体现了词人新的词学观。
并认为姜对词小序创作的重视，实是当时推尊词体思潮的一
种反映。

二、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

姜夔对音乐具有相当的造诣，其词作无形之中会受影响。这
四年来，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的论文也有4篇。其中以赵曼初
《姜夔词调声辞配合关系浅说》（《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
第1期）一文最有特色。赵曼初首先认为姜夔词调可能反映了
一种独特的声辞配合观念；其词调正处于宋词格律由平仄规
律演化为四声规律的`重要转折阶段；认为姜词调具有长期的
典范意义，在词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然后作者带着这些问
题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进行了研究。运用统计学研究方
法，从音阶、音高、音长、音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姜词语
音四声与乐音的联系形式，探求了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规律，
认为词的格律形式已由平仄规律发展为四声规律，并且是宏
观守平仄规律、局部守四声规律，其中体现了宋词格律的基
本原则和完美标准。该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与方法，有助于
揭示汉语歌曲声辞配合的一般规律，并可为词谱学研究开辟
一个联系实际歌唱的新境界。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方式，代
表着宋词歌唱的成熟的格律形式，是继周邦彦词之后本色当
行的一代典范，其引商刻羽的协律技巧为元曲的格律形式精
密化开了先河。

三、对单一词作的解读



对于姜词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的开掘是近年来姜词研究中的
重点，但能推陈出新的论文不多。杨海明先生的《无枝可依：
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
指出，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
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
仍是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
“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
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
男女情爱的眷恋与缅怀，又使其词中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
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
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李康化的《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
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为我们勾画了从苏
轼到姜夔之间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二者之间相关联的美
学意旨。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并非稼轩承苏轼遗风，实姜夔
承东坡衣钵。长期以来，论词者认定辛弃疾是东坡的最佳继
承者，作者并不否认词史中“苏辛”并称的理由。认为在对
词的观念和功能的看法以及题材的扩大和深化上，特别是使
词脱离音乐的束缚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
律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他们之间的
相似点仅限于这些文本形式外在方面。一旦超越这个范围，
尤其是在具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等深层精神风蕴方面，
则罕有相同点。作者指出，从深层次的词学审美心理和人格
精神建构的维度看，白石较之稼轩更得东坡词学审美理想的
神髓。因为他们之间的精神品格惊人地相似，对词的抒情功
能的认识亦相同。因此与东坡精神相似的白石在词学审美理
想上自然会呈现趋同苏轼的迹象，在柳永、辛弃疾之外别树
一帜。苏、辛、姜三人都有气格，但辛只有气格，只能属豪
放。苏、姜二人在有气格的前提下，出之以高淡，调遣清疏
的文藻。但东坡表现为“清旷”、姜夔表现为“清空”，这
体现在“清空”较之“清旷”更多来自运笔的讲究与语辞的
雕饰。东坡乃天然标格，白石注重字句锤炼。



孙维城先生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
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指出
姜夔钦羡晋宋风韵，希望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能得到精
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但由于社会的现实，
对自由生活与独立精神的追求往往是幻想，造成了姜夔狷洁
简傲的性格特点。而姜词把对山水的深诣与对爱情的执着融
为一体，在宋词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再加上狷洁的个性与瘦
硬清冷的章法语言，使我们透过他的词作，能够聆听到封建
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
姜词的意义已经溢出了词学领域，而体现出士大夫构建理想
文化人格的愿望。

杨柳的《论姜夔艺术化人生的悲剧性》（《陕西师大学
报》1998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理想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在
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就会产生悲剧意识。理想失落而失
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远的怀念和执着，也会产生悲剧意
识。”悲剧意识一经产生，其人生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
性。作者指出白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都透露出，他所追
求的理想人生，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艺术化人生。但
他所设计的理想自我与真实的自我，存在一个永远的距离。
因此给他的艺术化人生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者最后指出，
白石的生命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困惑与超越的不懈追求当中。
其艺术化人生别具一种悲剧美。

纵观世纪末几年姜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姜词进行总体研究
因为很难出新，已不多见，对姜夔词史地位进行评价的专门
文章也未出现。因为没有新资料，对姜夔生平的考订也没有
进展。而对单一作品的解读，从新角度对姜词进行研究则已
形成一种趋势。姜夔乃才子，除词外，对诗、文、音乐无所
不通。因此展望21世纪，对姜夔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词，对其
诗、文、乐等也应进行同步研究。或许，当我们在对姜夔诗、
文、乐的研究有所进步时，蓦然回首，姜词的研究可能早已
另上层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