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刚川读后感 金刚经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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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川读后感篇一

千余年来，《金刚经》作为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在中国
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金刚经》
是人类智慧的终极凝聚，是最为上乘的经文。南怀瑾老师的
《金刚经说什么》，以浅显易明的解读及三十二首偈颂，对
《金刚经》的主旨作出研究总结，其文深入浅出，得到读者
的巨大共鸣。《金刚经》流传千年，社会上各种注释极多，
整整一部经，始终围绕一主题，即“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
法”，一切现象均为性空幻有。此一说高屋建瓴，较为难懂，
南师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对经中疑难之处均作出详尽的解释
剖析，从而揭开了《金刚经》的神秘面纱。

南师讲到，早在佛陀在世时，便告诉众弟子，在宇宙虚空中，
像太阳系统一样的世界，是无量数、不可知、不可量，如恒
河沙一样多。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宇宙中类似于太阳系、银
河系的星系、星团，确实浩渺无数，不可度量。而我们人类
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大可忽略不计，人类认为十分强大的
烦恼牵缠在宇宙中看来，是那样地微不足道。佛的境界不同
于普通人的境界，不是因其有多强的神奇法力，只是看问题
看世界的角度不同，换言之，佛法不是什么奥妙理论，只是
以更为宽广的视野为基，教给众人一些想开问题的方法，以
便于使人平静应对各种现象，而不至于陷入思维的怪圈中受
到来源于自己心理上的打击或伤害。



南师在书中有言：“家庭、父母、子女、夫妇相聚都不坚固，
终归要分散的。佛经上常有一句话：聚会必有消散。聚拢的
因缘完了，统统要分散。”这在日常中未免有些不合情理，
然而，佛经中所讲的人之快乐，是常乐、清净，不随聚散离
合而变化，人在正视世间事理并明了、接受的基础上，不因
事物显现而喜，也不因事物完结而悲，超然于暂时性的`悲喜
之上，得到的却是通达、了然，始终如一的平静与恒乐。

“一个有大智慧、大气魄的人，自己的思想、妄念，立刻可
以切断，就像香象渡河一般，在湍急河水之中，截流而
过。”诚然，一个人思想做到随时安然是非常困难的，而如
何把烦恼降伏下去，南师讲佛陀答得很轻松：“如是住，如
是降服其心。”——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当下，一念之间，
这么一宁静的时候，烦……已经不见了。如果硬要想一个办
法把烦恼降伏下去，各种办法只会徒增心里烦乱。只要每时
每刻，顺其自然，事情一来，心反映出喜怒哀乐，但一切事
情过去了就不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坐下来的时候，一
切都已经没有了。”南师用通俗的语言讲：“今天有一个人
瞪了你一眼，害你夜里失眠，你早住在人家那个眼睛上了。
任何境界都无所住，我们看着一边，那一边就如梦一样过去
了，没有了^一切都不要去管它。”其实能伤害人们的，往往
并不是事情本身，事情只显现了一刹那，而人的思想却可以
将它无限延长。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归根结底，伤害人的
正是自己的思想。

世间法的作风是，人们即使按佛陀教诲去布施，布施后也总
想得到一定的好报，而佛法布施的真义是——布施，就是将
所有的一切统统都放下，布施完了就完了，无施者，无受者，
也无施事。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如此理解，我们为人民服务
是自自然然的事情，服务完了就完了，就算没有回报，我们
也同样去做。其实，真正的福报，本不在于各种暂时性的名
闻利养，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宠物一样，虽然能得到
种种物质上的欢娱享受，却根本无谓自主智慧，如在车轮下
丧命的宠物就数不胜数，因为没有智慧，其祸福完全操纵于



他人或外物。能得到的一切有形之物终将毁坏，而真正的福
报是大智慧的成就，是超脱了现实世界而得的大成就。

金刚川读后感篇二

我想，大家一定都看过精彩好看的《变形金刚》吧。你们一
定非常想和他们做朋友吧。《变形金刚》是一篇冒险类的科
幻小说，这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幻想。现在，我就跟大家交流
一下我的读后感受吧。

我读了《变形金刚》以后，受益匪浅啊，特别是“大黄蜂”
那勇敢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品质，在那次“擎天柱”和“威
震天”打斗的时候眼看“擎天柱”快要被炸到了，“大黄
蜂”马上用自己的一条腿挡住了，一颗让“擎天柱”致命的
巨大的导弹，“擎天柱”得救了，“大黄蜂”的一条腿已经
离他而去了。

还有一段写得特别感人：“擎天柱”为了报答“大黄蜂”的
救命之恩，马上叫汽车人医疗师“救护车”，帮他做了一条
比原来还要强大的腿。虽然“大黄蜂”救了“擎天柱”一命，
“擎天柱”就用那么贵重的礼物送给“大黄蜂”。“擎天
柱”是一位好的领导者。

这里不仅写了这两位主人公，还写了许多汽车家族的一些勇
敢的'战士，他们为了维护人类和“威震天”打了起来，还牺
牲了许多汽车族的英雄。汽车族那自告奋勇的品质让我明白
了只有付出了，才有回报。

《变形金刚》的内容太精彩了，我无法和大家一一细数，同
学们，赶紧去一饱眼福吧。

金刚川读后感篇三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部难念的经，一中难说的义。



有人说，此经精要均已题中点出。即点出，何来此经？说点
出，即非点出，乃名点出耳。

有人说，此经最后几句乃经中点睛之笔？菩提萨埵，通身为
眼，何来点睛？说为睛，即非睛，乃名睛耳。

般若部的大经，对此经之意，后人却无人能全部深刻领会，
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它记录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个个的符号罢
了，真正的含义，不是文字之中。后人却以更多的文字，来
解释此经。金刚经，无非千把字，然而后人注解却达上万乃
至几十万字。文字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但是，又有几人，
能解其中味？我并不是说注解的各位有什么错误，因为注解
仅仅是代表个人对它的理解，只能说是片面的。要理解此经
之意，只有自己去品味才可以。就如同美食家说的菜肴，非
得自己尝尝才能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看金刚经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触就是，说万物，即非万物，
名万物耳。我个人觉得，就好像看数学定义一样，说连续，
那么连续到底是什么呢？ok，有连续的定义，这些定义又是什
么呢？于是又有更多的解释，到最后，什么是什么呢？……
谁能解释？于是，连续，也就是连续了，那么不连续也可以
说成是连续的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代号而已。

所以，人就生活在一个代号的世界里了，爱？什么是爱？爱
什么？为什么爱？说是爱，那爱的定义是什么？那含义又是
什么？只是爱仅仅是一个代号而已。（代号又是什么？）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果不其然。

个人感觉是，整个一部金刚经，教会人的是怎么看待“全空
间”。每个人都是“全空间”的元素，而每个人所处“空
间”是全空间的一个子集。每个人看到的空间有限，从而执
着于“相”。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一合相者，
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川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去观看了真人版的《变形金刚》，真是非常得刺激，
场面惊心动魄，让观众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画面。

倒塌的建筑物，飞机地毯似的轰炸，时时在我们的眼前浮现；
飞机的轰鸣声，汽车人的'引擎声，也时时在我们耳边响起。
主人公山姆遇到了来寻找能量魔方汽车人大黄蜂，于是人类
和汽车人结成了同盟。然而军方则遇到了来找威震天的霸天
虎，霸天虎使威震天解除冰冻，复活后的威震天带领霸天虎
和汽车人展开轰轰烈烈的大搏斗。在这场激战中，擎天柱并
不是威震天的对手，擎天柱为了不让威震天的阴谋实现，想
和魔方同归于尽，山姆不想让擎天柱死去，拿出勇气把魔方
塞入威震天的身体，毁灭了威震天。这样世界才得到了和平。

真人版的《变形金刚》在片尾展开了威震天与擎天柱的大搏
斗，这些体形庞大的汽车人，互相发动绝招。擎天柱在紧要
关头拔出手中的剑，只见刀光一闪，那剑以穿过红蜘蛛的要
害，避免了山姆被杀的危机。此时的擎天柱真是英姿飒爽，
帅极了！

真人版的《变形金刚》与动画篇版本的变形金刚，有着很大
的改变。我很喜欢看这部片子，一边在看，一边也在为擎天
柱、大黄蜂他们加油，场面无时无刻地吸引着我，看过这部
片子真是激动死了，很爽。激烈的场景贯穿始终，没有一分
钟甚至一秒钟不令人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金刚川读后感篇五

世间并没有一个叫做极乐世界的地方，但极乐世界却无处不
在；世间并没有地狱，但地狱却无所不在。万物并非真有，



缘起的那一刻名有，但也并非真无，缘灭那一刻名无，但有
无相生，无论生是有或是无，其性本空，都是虚相，相同的
东西，不同的缘法，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认知，世间没有任何
一样恒定不变的东西，这就验证了“凡所有相，皆本虚妄”。

我们通过眼耳鼻身意来感知这个世间，来摄取外相，一般人
认为是六根控制我们的心，要六根清静了，心才能清静，其
实不然，心清净六根自然就清静了，修行的初期我们需要持
戒，持戒是辅导，为的是能更好的回观自己的心，心才是主
导，可以说，心外无物又无法，要成正果，所有相都要破，
即使是佛相和法相，所有我们能感知的东西都是众缘和合的
结果。

我们住在舒适的房子里，不过是要符合世俗的要求，面积要
够大，通风够好，视线要够远，装修够富丽等等，所有的这
些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继承，说到底还是对知识的执着。
要想求得解脱，一方面我们不要有任何执着，执着是痛苦的
根，执着金钱就会被金钱所奴役，执着美食就会被美食所奴
役，执着身体就会被身体所奴役，世事无常，任何缘都可能
离我们而去或从不曾到来，所以执着会使人不自在，不自在
就是痛苦，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想真
正的离苦得乐就得远离所有相，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世间
万物并无自性实体，自身并无好与坏，美和丑，由此产生的
苦和乐是一种心理感受，是心念，地狱对佛来讲也是极乐世
界，极乐世界对地狱众生来讲仍是地狱，所以沉沦了了就易
堕落，清静了才能超越。

我想到了本人的境遇，我在40岁以前性子很急，心浮气躁，
同时工作也比较繁忙，所以40岁以前我几乎没有见过花开，
也没有闻过花香，其实，年年岁岁花相似，本人六根健全，
怎么可能没有见过花开，是因心中无花，即使花入眼帘仍无
缘相见，更别提花香了，其它万物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心清
净了，才能感知一切，其实花一直都在心中，要等你觉悟到
这就是花，这时候才能称之为心中有花，不止是花，所有的



善恶美丑等等等等都在我们心中，人活着觉悟是没有终点的，
觉悟就是要以法为准则来学习来训练发心，否则就是愚痴了，
所谓一切善法皆为佛法，所以佛法并不狭隘。心中有花业果
一旦成熟就能见花，获得的这种快乐是内在的，花的存在与
否不重要，花是妄相，是心的印射，快乐的源泉是心中有花
即能见花，此时的快乐是真实的，因为她不依赖任何外在条
件而存在，我们要尝试着学会欣赏万物，这样心会慢慢远离
嗔恨变得细腻柔软，慈悲宽容，这就是离苦得乐的开端，并
不虚幻，人生的各种际遇不过如此。现在的社会，像我这样
被现代忙碌生活而蒙蔽了心智的还大有人在。所以学佛讲起
心动念，缘起是在心里，外在的条件不过是助因。明白这个
道理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修法就是要让自己有一颗纯善的
心，无时不刻都能心存善念，我给世间以至善，世间还我以
至美，这是基本的因果，禅曰明心见性，拥有一颗明心就能
散发出无穷的力量，不会被错误的导向，更不会迷惑，才能
让我们的生活自在圆满，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既然万物皆本虚妄，那何必要执着一个个根本不存在的外相，
我们此生为人甚是难得，因为人最容易开启自性的大门，在
六道中人离佛最近，每个人心中都有纯正的佛性，佛就在那
一念之间，但人的身体终究也只是妄相，必将逝去，所以要
懂得珍惜。所谓佛就是彻底的觉悟者，因没有执着，分别和
妄想，所以每一念都是快乐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快乐
都不曾增减，其曰极乐。其实快乐已经在我们心中，就等着
我们去觉悟，等着缘分去触发，但无明遮蔽了我们的智慧，
让快乐渐行渐远，更多的人只能在痛苦中轮回。世间的人们
对外在的事物太过关注，要学习怎样把焦点从外部转移到内
部来，正本清源，灭去无明，追求真实的自我，让我们随缘
的同时更加惜缘，让我们更加精进努力，净土在我心中，红
尘就是净土，善念在我心中，当下就是极乐世界，我在我心
中，此岸即是彼岸，那是多么美妙的境界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