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智慧书读后感 智慧之花读后感(优
秀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智慧书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学到了一篇课文——智慧之花。读了这篇课文后，
我深有感受。

这篇课文主要讲：玛利亚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将身在死
亡在线的同学救了回来；而江雪则是把法律作为武器，保护
了消费者的权益。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想：这两个女孩真聪明啊！如果这些事
发生在别人身上，别人也许就会不知如何是好。玛利亚面对
险情毫不慌乱，用学到的知识成功地救出了同伴。江雪勇敢
地和不法商贩作斗争，最后借助法律武器，使坏蛋低下了头。
而在社会中，许多人见到朋友有危险了，不会先想到怎么救
朋友，而先想到自己会不会有危险。

虽然玛利亚、江雪和我年龄差不多，但我和她们简直是天差
地别。所以，我们应该向玛利亚和江雪学习，学习她们的勇
敢、聪明。在面对危险时，要运用老师教过的知识，要将爱
心，勇气和智慧融于一身，战胜困难，摆脱危险。

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定还会有许多困难、危险在等着我。我以
后也一定要用爱心、勇气和智慧来度过这些难关。



智慧书读后感篇二

这本《中国智慧》。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也是易先生六场讲
座整理后的讲稿，分别是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
思考，老子的方法，魏晋的风度，禅宗的境界。其中这本书
中所讲到的《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其最重要的
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教会我们
怎样看问题。接下来我主要谈一下我对《周易》这本书的感
受。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本典籍，众
所周知《周易》的思想是中国两大学派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的
核心——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促和谐。
它在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周易》是既讲究自然事物发展的科学书，又是蕴含着“以
不变应万变”思想的哲理书。而“易”的思想在于它认为事
件的阴和阳都是等量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的发展阴
和阳会此消彼长，进而发展成一个周期，并且循环往复。我
想这就是世界的“道”，正如诗中所说的一样“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也好比是我们物理上学的能量守恒定
律，化学中的质量守恒定理。用“变”的方法看世界，用
变“的方法找规律，这种智慧一直延续到几千年之后，我们
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探索未知。

但是《周易》的辩证思想最多的是体现在道家学派之中，比如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但很多
时候我们却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却忽略了它的另一面，从
而可能导致我们的判断失误，不能够很理性的去对待事情的
本身。

除此之外，我也很赞同《周易》中老子提出的“顺应天时，
无为而治”的观点，大智若愚的处事，讲求众生平等，注重
修养身息，让人们能够多元化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与众不



同的治理方法，似是无所为更是有所为。这里所见个的无为
并不叫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做，什么事情都不理，他更多
的强调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灵性。

这给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了无比大的启示，我们都知道有
的人一生不停的追求遥不可及的完美，却无法放慢自己的脚
步去欣赏身边的风景，蹉跎了岁月，浪费了青春。有人在快
节奏的生活中获得了财富却遗失另一种快乐，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得到辉煌的荣誉，亦或是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追
求的途中我们也可以获得乐趣，享受人生，这也就是现在我
们常说的知足常乐。

读书这种事情更多的是靠自己去领悟，就像易中天先生所说的
“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
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这是易中天先生书中很经典的一
句话，而我本人也已早早的把它作为激励自己的一句话。

智慧书读后感篇三

简而言之，这五个字所包含的人格、气质内涵，大致如下：

温

为人温和，不激烈，不尖锐，不尖刻。

良

不仅仅是善良，它是指对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善意和敬意。

恭

就是谦恭，和睦，对人、物有恭敬心，敬畏心。

俭



指做事有分寸感，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个人生活有
分寸感，那就不奢糜浪费，所以生活节俭是俭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恭敬很好，但是恭敬过头就不好。所以，孔子反
对“足恭”。

在大街上碰到老师了，你说：老师好!打个招呼，很好;给老
师鞠个躬，也很好。

但是你趴在大街上就给老师磕头，就不好，过分了，老师会
尴尬。

如果是有意作秀，炒作自己，那是对师长的“绑架”——那
就是人品不好了。

所以，过分的“恭”，往往有不良的企图，对这样的行为，
孔子表示“耻之”。

做任何事，哪怕是正确的事，也得要有分寸感，从哲学上讲，
就是度。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这个“俭”，是人生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概念。

谦让。这个社会总有竞夺，竞夺总不能以力量为唯一胜算，
总不能以一切据为己有为唯一目标，那人类社会就变成丛林，
弱肉强食了。所以，人一定要学会“让”。

人类学会“让”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就出现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孔子后期的学生子夏，却对君子的气质
有这样的表述：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论语·子张》)



意思是：君子的气质有三种变化：远望他的外表，很严肃;近
距离接触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很严厉。

望之俨然，不可犯。即之也温，可亲近。听其言厉，是诤言。

君子有大德，不苟且，此俨然也。君子有大度，能容物，此
温煦也。君子有教益，能育人，此言厉也。

俨然者，礼貌恭敬。温煦者，仁德内充。言厉者，义气发扬。

君子三变者，不过是礼、仁、义三种内涵的依次流露而已!

孟子说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不也是说君子的三变!

子夏说的是谁?还是孔子啊。

智慧书读后感篇四

我最近几天里读完了一本叫《智慧背囊》的书。之所以选择
这本书，是因为我想多读书，多了解一些知识。

就像花朵，短暂而美丽；生命是水滴，纯洁而透明；生命是
蜡烛，火红而明亮，生命虽然美丽，但是很短暂。生命需要
去呵护、爱护，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享受生命给我们带来的
快乐。不要浪费生命，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一句珍惜时间的名言。这书里面还
有我喜欢的文章，例如：花开无声，因为坚持，所以成功和
遇不怀才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遇不怀才，因为我读完了这篇
文章，才知道的一些道理，不可遇不怀才，可以怀才不遇。
花开无声说的是做人不可以骄傲。因为坚持，所以成功说的
是做事必须努力，只有努力，才能成功。

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多启示，还让我学到了很多的词汇和写作



的本领，《智慧背囊》让我受益无穷。

智慧书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我认真阅读了一套好书，名字叫《智慧背囊》。

《智慧背囊》共有10本。每本里大约有200个故事。那一个个
故事都浓缩了生命的真谛，为我打开了智慧的天窗，让我感
受到心灵的阳光。

其中，有一个叫《自珍自重》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一个生
长在孤儿院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没人要，活着没有意思。一
天，院长给他一块石头，让他去“卖”，但无论出多少钱都
别给别人。男孩把石头拿到不同的地方去卖，石头的价钱也
越来越高，最后竟出现比原来高百倍的价格。男孩明白了：
生命的价值就像那块石头，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意义。一
块不起眼的石头由于珍惜、惜售而提升了价值，成了稀世之
宝。只要看重自己，自珍自爱，生命就有意义、有价值。

我曾经也像那个男孩一样常常自卑，容易气馁，容易伤感，
看到别人比我厉害我便心怀不满。我想赶超别人却总觉得失
败如影相随。

有一次数学考试，听老师说那是这学期最后一次平时测试。
我心想：我这次一定要考考好，可是因为前两次没考好总觉
得自己会考砸，因此考试时特别紧张。第二天，老师发下考
卷，天哪！我只考了八十九分！看看周围的同学，哪个不
是“9”字打头！我既难过又失落，无数的泪水流了下来。我
又气又急，一下把考卷撕破了。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很恶劣的
影响，连本可以评上的“三好生”也失之交臂了。现在，我
终于明白了，我的失败是因为我的不自信和缺少战胜困难的
勇气造成的。

读了这个故事，我深深地感到，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自珍自



爱，要勇于战胜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自我；自暴自弃，不
思进取，甘于平庸，只能是虚掷一生。以后，我不会再妄自
菲薄。我一定会自信自强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智慧书读后感篇六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我读我悦”读书活动了，每一次都会
有不同的收获。

这次我读的是易中天先生的《中国智慧》。

说起易中天先生，想必大家对他在百家讲坛中《品三国》这
个节目略有耳闻，当年我也是因此而对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产生兴趣的。

今天有幸阅读到《中国智慧》一书，在书中还是能感觉到他
一贯的风格，所以读下来并不觉得吃力，你会觉得是一个大
师在跟你对话，用最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话语跟你讲述他
对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的理解。

本书共分为六个章节：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
考，老子的方法，魏晋的风度和禅宗的境界。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后记中提及的一样，这六章分别是他对自
己在福州、重庆、绵阳、咸宁、南京和黄石做的六场演讲的
记录稿进行大幅度修改才公开出版的著作，总标题为《中国
智慧》。

然而《周易》、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和禅宗是中华智慧中的
精华，这样走马观花般地浅尝辄止自然难入方家法眼，但他
仍旧希望我们这些只是想“观其大略”的读者能够有所收获。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庸的原则一章。



在讲中庸是什么之前，得先讲它不是什么。

中庸不是老好人，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没有原则。

这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庸的“中”就是不走极端，
而“庸”就是不唱高调。

然而，在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被神圣
化，中庸被妖魔化，更因为这种对中庸的唱高调走极端的误
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庸的名声很不好，什么骑墙啊、
和稀泥啊、好好先生啊、没有原则啊、各打五十大板等等，
成为了当时很多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

所以今日，我们应该恢复中庸的本来意义!把孔子从神坛上拉
下来，中庸才能“去妖魔化”，才能恢复“常人之道”。

其实古人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用意也与中庸
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来告诫我们为人不要太苛刻、处事不要
过于严厉，否则，就像水过于清澈养不住鱼儿一样，易使大
家因害怕而不愿意与之打交道。

中庸一定是适中之道，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而中庸就是最适合，也就是“无过无不及”。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怎么来践行今日之中庸之道?书中提到一
个办法——权益。

“权益”首先要抓大放小，“大事经，小事权”;其次是得意
忘形，“方向经，方式权”;再次是各行其是，“下级经，领
导权”;最后是讨价还价，“不能最好，就退而求其次”。

其中经就是不变的，权就是要变的，有经有权，才是中庸。

总之，今日之中庸之道，它是一种道德境界、一种思想方法、



一种处事原则、更是一种做人一书。

虽然中庸是中国智慧，但它也并非是唯一的智慧，在先秦诸
子中，法家和道家就不主张。

但至少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学会用理性的思维去理解今
日之中庸，辩证地思维去容纳中国古今各个派别的智慧。

或许您会觉得易中天先生所谈的《中国智慧》只是他的一家
之言，但我仍然坚信，即便是这“一家之言”，也足够对中
国传统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了，至少你我都从中收获了我们
想得到的“中国智慧”。

早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中酷品三国，妙语连珠地
塑造出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他的评说幽默风趣，绘声绘色，精练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而易中天的新作《中国智慧》，文字轻松活泼，谐趣横生，
依然是易中天贯有的风格。

此书分为六章节：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考，
老子的办法，魏晋的风度，禅宗的境界。

初看标题，中规中矩，古韵十足，让人难以理解其中个味。

继而仔细读来，顿然大笑。

“周易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我国北方人相对阳刚一些，
南方人相对阴柔一些，比如苏州人，他们连吵架都很温
柔。”像这样平实易懂的句子，书中比比皆是。

《周易》是一本特别神秘深奥的古书，一般的人很难看懂。

然而，易中天所讲的“周易的启示”却非常简单明了。



如何看待中庸之道，易中天说：“不是和稀泥，不是不讲原
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

”中庸的原则，书中提出：做事情要拿捏好分寸，不
要“过”，也不要“不及”，一定得恰到好处。

中庸就是中和，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修养，质朴和文雅各占
一半，即为中庸之道。

六章节中，我甚是喜欢“禅宗的境界”这一章。

禅宗佛道，历经几千年，一直备受追捧。

现如今，似乎人人都知晓禅理，但是关于禅宗的境界，却罕
有人知，自身修行起来更寥寥无几。

书中首先讲到“立地成佛”，就得说禅宗的境界在瞬间，靠
觉悟，不是修行。

整个中国智慧的体系中，禅宗不同其他，是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层次。

“禅本身的意思是静虑，原本是佛教的一种修行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就是打坐，盘腿坐下，安安静静地想。

不是想，叫非想;不是不想，叫非非想，最后进入一种什么境
界呢?想入非非。

用最白的话来表述坐禅，就是发呆。

”开篇这句诙谐的调侃，使我不觉莞尔一笑。

禅宗的境界，易中天用说故事的方式，引人入胜。



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把禅宗的由来、传承及觉悟缓缓道来，
像沏一杯清茶，经过放叶、冲醒、翻滚、叶沉、茶静，最后
万物皆空。

“该放下就放下，该拿起就拿起，想放下就放下，想拿起就
拿起。”此句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禅宗的境界。

《中国智慧》，语言幽默生动，哲思处处开花。

可快阅也可慢读，能粗看亦能细品。

睿智博学的易中天在《中国智慧》中，精辟地剖析了中华几
千年博大精深的文明智慧;谆谆地警世，为读者洗涤心灵。

比起某些晦涩难懂的古书，《中国智慧》是一本让人看得明
白、读得懂的好书。

智慧与知识不同。

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

——易中天

《中国智慧》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最新力作。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易中天教授向我们讲述了六个方
面内容，具体包括：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考、
老子的方法、魏晋的风度、禅宗的境界。

《中国智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妙解析了中国原典的精
髓，确实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籍。

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易教授对于词语的解读方法。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阐述对一个词语的理解时，他一般会



费尽心思从正面角度罗列许多词汇去描绘个人心中的见解。

但易中天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反面先说它不是什么，这样一
来就让人们对于它是什么有了更清楚清晰的认识，这让我不
得不佩服有时语言的巧妙运用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中庸”一词在文中，易中天是这样评价的：第一，
中庸是道德境界;第二，中庸是思想方法;第三，中庸是处世
哲学;第四，中庸是做人艺术。

我想“中庸”是一种品德，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

当你有了很高艺术成就，物质财富积累，那时“中庸”很值
得你去品味。

但年轻人就应该有拼劲，当然不是要去否认“中庸”，而是
将其放在较次要的位置，因为“中庸”这个奇妙的东西必须
随着岁月积淀，人生阅历的增长才能慢慢显现出其自身的魅
力。

语言的畅谈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

无论你对“中庸”一词的见地如何，或推崇或反对，但你都
要尊重“中庸”，因为它是中国智慧。

其实“中庸”一词是适中之道，不高调同时不走极端，只有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想来，倘若每个人都摆出一副傲视他人的架子高调行事，走
着极端，谁都不愿承认理亏而退让，这个社会没有了包容，
遇到一点小事就针尖对麦芒，产生口角，找这种趋势发展，
社会又谈何“大爱”，又谈何“和谐家园”。

那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从不愿意别人称自己是历史家，



仿佛那是对“历史”这一字眼的大不敬。

在浩大无垠的岁月长河中，他们更愿意成为为别人供给养料
的的藻类。

就如主持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李济，使殷商文化由传说
变为信使，将中国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但他却视名利为粪土，坚持着对考古学的固执。

伟大的人通常甘做孺子牛，享受中庸，这也正体现出他们的
卓越不凡。

如果身边能有一个中庸的朋友就再好不过了，他不会因为你
的地位身份高于自己，就谄媚奉承;他也不会因为你的地位身
份低于自己，就轻视不屑。

他总是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对待身边的朋友，那是正直的
表现，那是人文修养的表现，而这就是中庸的价值。

中庸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事，永不极端，那才是切实可行的。

好人是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喜欢你，
而是好人都喜欢你，坏人都不喜欢你。

中庸是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你，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认可你，
而是领悟中庸之人都认可你，不甘于中庸之人都不认可你。

另外，这本书还让我加深了对《周易》的理解。

众所周知《周易》的思想是中国两大学派道家和儒家的思想
的核心——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促和
谐。

它在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周易》是既讲究自然事物发展的科学书，又是蕴含着“以
不变应万变”思想的哲理书。

它告诉我们万物都有阴和阳的属性，而他本身是一个阴阳平
衡的个体，正如男人属于阳而女人属于阴，但一个人只有达
到阴阳平衡才是健康的。

而“易”的思想还在于它认为事件的阴和阳都是等量的，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的发展阴和阳会此消彼长，进而发展
成一个周期，并且循环往复。

我想这就是世界的“道”，正如诗中所说的一样“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也好比是我们物理上学的能量守恒
定律，化学中的质量守恒定理。

用“变”的方法看世界，用变“的方法找规律，这种智慧一
直延续到几千年之后，我们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探索未知。

虽然易中天的这本《中国智慧》对许多学派的思想方面解读
得并不算特别全面，但是作为一本国学入门的书是可以让我
们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大家思想有所了解的。

智慧书读后感篇七

孔子的学生陈亢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老师孔子在周游
列国的时候，每到一国一地，很快就能获得当地人的信任与
亲近，从而很快就能掌握该国该地的政治、风俗和人情。

他对老师具备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亲和力感到不解。

于是，他就请教师兄子贡：“我们老师每到一国一地，一定
能够获知其国其地的政治民情。他是刻意求知的呢，还是人
家主动告知他的呢?”



子贡回答说：“先生是以温和、良善、恭敬、检点、谦让的
态度得来的。他老人家获得信息的方法总是和别人不一样
吧!”

子贡是一个特别善于总结的人，更是对自己老师非常懂得的
人，他揭出的“温良恭俭让”五个字，不但画出了孔子的温
煦气象，还给后人修养身心提出了一个可资对照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