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咬菜根读后感(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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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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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咬菜根读后感篇一

最近的床头书是《菜根谭》（明朝洪应明著），就谈点读后
感，先聊这“欲擒故纵宽之自明”。

原文：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
有切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顽。

其大概意思为：如果有事一下子搞不明白，先放一放，也许
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了，千万不要急，免得自己郁闷；如果
有人不听劝告、不服从教育，先让他去，你不管他也许他自
己倒理解了，不要过于烦人家免得产生逆反心理。（还有一
种可能：自己是错的。）

道理很简单，我们都明白，可是我们做到了么？

要做到洪先贤所说的不急不切，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心态。
所以有人说心态决定一切，不无道理。当然，良好的心态需
要通过修身来达到。那么解决问题靠什么呢，就是时间。其
实时间是万能的，能解决人们许多的难题，一切的恩怨、纷
争无不随着时间灰飞烟灭。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必要记住这个道理，合理处理生活
中的一些难题，才能使人活得轻松、坦然。

小结一下，遇到矛盾难以短时间解决的，一、试着站在对方
的立场考虑问题，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二、问问自己真的



有这么急么？不能马上解决的后果是什么，真的后果有那么
严重吗？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人家一点时间。

咬菜根读后感篇二

读这段话，让我想起老师前几天讲的“慢藏诲盗”四个字，
老师也曾经说起越傲的人走的越慢。

其实傲慢的人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就连我自己在不经意间
也常从语言或行为上表现出来，只不过自己以前没有察觉而
不自知罢了！

之所以有傲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种仗恃，有的是
仗着家里条件优越，有的是仗着家里有钱，有的仗着自己颇
具才华，有的是仗着容颜俏丽。

小的时候对此感觉颇为敏感，最讨厌颐指气使的人，总是躲
得远远的，不去招惹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
自己的专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近十年在一个岗位上
工作，傲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加剧，逐渐就以自我为
中心画了一个圈，掌控的欲望起来越大，只要是圈里的事，
都是我说了算，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总是带着居高临
下的态势，不知不觉中自己成了那个最讨厌的人。

用傲慢的心去看人，人都不如已，用傲慢的心去做事，也不
可能把事做得尽善尽美，傲慢只会让自己备受煎熬。

放下傲慢的习气，人才能回归自然，人事物也才能越看越清
晰。

咬菜根读后感篇三

近期抽空简单的阅读了明朝末年隐士洪应明所著的《菜根
潭》。菜根潭三个字说明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与



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创始人陶行知先生的从教理念
如出一辙。它讲述了作者对人生的的领悟，是一种以人生经
验的沉淀和累积，有超脱、有感慨、有体会，是集儒家思想
和佛家义理的一本书。

它包含很多的哲理，让你读过后会豁然开朗。无论你身陷人
际困局还是职场是非中，它都会给你一把钥匙让你开启烦恼
之门。不仅如此，它还能让你开阔思想、修养身心、让你成
为一个懂事理、懂大义的人。

君子之心事，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隐
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这就说明了，做人要光明磊落，如青天白日一样，人们都
说“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对于才能来说呢，
就不急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免遭人嫉妒。在剖析自我的同
时，我们是要带面具的，带不同的面具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
当然我们带面具的目的要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展现才华
的时候不要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这样不仅仅不能让你瞩目，
还可能遭到嫉恨的眼光。因而要低调些，大海之所以能成为
大海，那是因为他比所有的河流都要低！

做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工夫，
减除得物累，便臻圣境。

做人不是非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只要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
就能跻身于名流，做学问也没有什么诀窍，只要摈除外物的
诱惑，便可以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了。如果我们没有被名利
所左右，便专心致力与一项事业，只要能摆脱俗情物欲。做
到淡泊明智，志存高远。如果追求华服美食，这些贪图物质
享受的做法还在继续，那我们就是真的活着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必要去屈膝奉承，一切随遇而安。

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



临身履薄处出。

想青天白日般的光明磊落的节操，是从贫困艰难的环境中培
养出来的，而扭转大局的雄才伟略是从谨慎的行事态度中磨
练出来的，我明白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并且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来行事。

从事辅导员岗位数年，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对于学生成长的
影响，深知自己在岗位上的态度、做事的严谨与否与学生的
利益密切相关，深知公平、公正、公开的严格的制度执行对
于学院的发展和声誉的重要性。正是母校传承的一种精神，
正是党员身份的不断激励，正是工作中的努力和学习，我得
到了成长和历练，也更是这样的经历，我更加成熟，对于学
生工作更加尽心，每每学生的喜悦，也时常拨动我内心的自
豪之弦。

咬菜根读后感篇四

山珍海味，也不过是一日三餐；流行时髦物外，也是昙花一
现；那些经久不变的，长久的就是简单的，平淡的“粗茶淡
饭”生活。不管是富贵也好，学富五车也罢，我们是要踏实，
低调，“谁家烟灶无烟火”？当我们遇到苦难，或者开心时，
要坚信“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的谏
言。一个人，不可能一天，一个星期都是一种状态的。人在
做学问和做人，要善于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并改变自己，要
保持“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状态，才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言
行。

人一生要多读书，更要读好书！

咬菜根读后感篇五

初读《菜根谭》，就知道其中蕴含的生活哲理、处世智慧，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理解通透的。只能摘其中一些感触良深的



道理，谈谈自己的浅薄的理解。细嚼菜根，精做百事。

霁天青日，倏变为迅雷震电；疾风怒雨，倏转为朗月晴空。
气机何尝一毫凝滞，太虚何尝一毫障蔽，人之心体亦当如是。

大自然从不停止运动变化，天体的运行也不会受到丝毫阻碍，
人的心也要像大自然一样，一刻不停地变化发展，而不为外
物阻碍停滞不前。

前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封城”引发了很多担忧，
学生怎么上课？员工怎么上班工作？但很快疑虑就被打消，
每个人都开始远程办公，线上办事，每个人都自主地参与到
抗疫战争中，我亦是如此。

由此看来，“变”就是存活的能力。

琴棋诗画，达士以之养性灵，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山川云物，
高人以之助学识，而俗子徒玩其光华。可见事物无定品，随
人识见以为高下。故读书穷理，要以识趣为先。

琴棋诗画、山川云物，这些事物本身没有固定的品性，是随
着人们的见识不同而有高低的领悟，所以阅读书籍与研究事
理，要先提高自己的志趣。

洪应明的悟性与志趣是常人不能及的，他在忙碌采蜜的蜜蜂
上看到人情世态，由回巢栖息的燕子感受到清雅的情趣。他
认为研究学问的人要有清明的领悟能力，和事物接触的时候
都会有所领悟。

当然，与我一样的寻常人，也不必过于苛责自己，而今是实
践出真知的时代，在新的环境背景下，对“悟”也需要有新
的理解，我认为就是要勤于思考、敢于质疑、遇到问题想过
办法解决。



大概也没有人会拒绝提升志趣，只是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着眼当下，一步步积累就好。黄金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玉石
从石头中产生，世界上高深的道理，往往存在于身边平凡的
事物中！

淡薄之士，比为浓艳者所疑；检啻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
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

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不敬我，是我无才，我不敬人，是我无
德。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就要积蓄才华，并时常自我反省，
是否刻意显露自己的才华。

有才而不骄，得志而不傲，居于谷而不卑。这大概就是谦谦
君子的样子。

咬菜根读后感篇六

原文：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
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

注释：1.拂心之事：不顺心的事。拂：违，逆。2：砥石：磨
刀石。3鸩毒：毒酒。

译文：经常听到些不中听的批评之言，常经历些不尽如人意
的事，在接受这些的过程中正好能历练自己的品德情操。相
反，如果仅仅只是听些甜言蜜语，事事都一帆风顺，人生没
有任何波折，就等于把自己浸泡在毒药里慢性自杀。

我的读后感：这话小学就知道，现在才明白有时还做不到。
我也曾爱听好听的话，感觉每天顺风顺水就是好。吃多亏，
经历人事多一些，觉得能说逆耳良言的人真好，太少了。做
事多遇困难挫折反而可以学到积累很多经验，不算坏事。

还有一方面就是经常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发生的那些不顺



心的事情不算坏事。可以让我保持对人对事的了解，更有利
于人性的把握判断，工作生活。

比如，坑我害我最多的都是我曾经的好朋友。很多阴毒的人，
没发现之前都是好朋友，欢声笑语，翻脸后不如狗却和狼一
样狠毒。有利可图时甜言蜜语之人，背后藏的不是毒药就是
刀。

那些日常生活中恶脸恶语，小坑小坏的人反而都是不断在提
醒我人的本性，帮我鉴别识别人。有些严肃认真，不讲情面
讲原则的人，教会我的东西往往一生都有用。

生活就像旅途，没有那么好的路，处处都是坎坷和危险，老
是一马平川不经历任何风险，往往一出事就大事故。经历就
是各种历练，所有不顺心的事情都是在教会我如何去走的更
好，更安全。

那要不要对别人做一个诤友呢，嗯，可以对孩子，对家人说
真话，忠言逆耳。到社会上，工作中得小心慎重，朋友一般
都不爱听，哪怕为其好也有可能记恨你。小错规劝，大的像
犯法之类的赶紧划清界限，不然一定拖你下水。大方向不能
犹豫，要果断，很多人犯法犯罪都是被朋友所害。

社会流行溜须拍马察言观色，不会来势就沉默是金，才能混
得好，吃得开，脑满肠肥。单位同事也如此，领导只有上进
心强，精神层次高的人才爱听不同意见，看人了，仗义执言
还是得注意。为其好还很反感就不必多言了，为人正直大多
在那个单位或者小团体就混不好，只是留下一个好名声和好
印象。即使没人喜欢但过后仇恨的人也不多。

想说忠言就得正直，做人选正直和选善良一样，都是付出不
如选利己，很辛苦，要吃很多亏。如今时代，正直又善良的
人不管在什么环境，大部分混得很差，惨。就是生活平淡，
内心安宁。路自己选，怎么做，看具体情况吧。



创业自己当老板，不少人就发现最宝贵是人才，德才兼备之
人太少，自己能看人太重要了。大部分私营企业活不过十年，
过了十年的大部分传不了下一代，就是这个原因，没人才，
不过说远了。等我当上老板在写这些吧，哈哈。

咬菜根读后感篇七

读《菜根谭》颇有感触：“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
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这句话告诉我们：文章写到了纯熟完美的最高境界时，其中
的遣词造句并没有什么深奥玄妙之处，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真
情实感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罢了。当一个人的品德修
养达到了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崇高境界时，他的言谈举止并没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将自己纯真朴实的自然精神本
质平白表露而已。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做文章提高到了至高境界，“盖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
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为天下读书人
废寝忘食地读书和殚精竭虑地求功名找到了理论依据，由此
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头悬梁、锥刺股”读书成名
的同时，注重将文品与人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视与做人为生
命，孜孜不倦读书的同时，自觉地完善自我，以期成为表里
如一的高尚的人。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灵魂所思与肉体所为往往并不统一，
甚至会发生对抗，直接导致“”与“做人”的激烈冲突，真
的是很残酷。然而，这也正是生活的本真。因为在中国人的
眼里，“文如其人”，人生一世在社会中运行的过程被称
为“做人”，只有成功地做好了“人”，才可能拥有一
双“”的妙手，所谓“修德须忘功名，读书定要深心”。做
学问的人务必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就像你在修炼道德时
却又忘不掉求取功利名誉，那么你必然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造



诣。如果你在阅读古书时却只把兴趣放在吟诗作赋、附庸风
雅上，那么你也肯定不能有什么深入的心得体会。

人生如同一座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扮演着不同
的角色，自然也就有正面人物和反面角色之分，同时也会存
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别。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但
却无法具备多个灵魂，否则“灵”与“肉”的搏斗时刻在进
行，人活得岂不是太累了，如此肉体与灵魂的和谐就无法统
一，心灵的安宁更成为无稽之谈。

时下朋友见面最大的感慨就是：活得真累。这种累并非单纯
的工作强度之大，而是作为社会人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关
系，是个体心理的疲惫，是不堪心灵的重负，对此身在职场
的人们都心知肚明又心照不宣，只能默默地承受，暗暗地调
节。倘若我们能够做到“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只本
然”，卸下过多的心理重负，拥有宽爱和淡定的心境，不怨
天尤人，不苛求完美，去本色做人，以真心，那么我们将会
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抛弃功名之累，饱览春花秋月，细品
夏景冬雪，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地终其一生。

如同《菜根谭》的得名：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破。但愿我
们能“超越口耳之嗜欲，得见人生之真趣”，无论是做人还
是，都会万事皆缘，随遇而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