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常谈周易读后感(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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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经典常谈周易读后感篇一

《易经》的内容博大精深，这并不是封建迷信。有些时候，
还是非常玄奥的。我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如今，人们
看到的《易经》分别由伏羲、周文王和孔子三位圣人所完成。
《易经》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古代列为百经之首、大
道之源。《易经》由象数和义理两部分组成，有三大原则，
分别是“变易”、“简易”、“不易”，简单的说：“变
易”告诉我们，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简易”
告诉我们，宇宙万物随时都在变，尽管变的法则很复杂，但
我们懂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不易”告诉我们，
宇宙万物随时都在变，可是却有一项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
就是能变出来万象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是永恒存在的。

分享一下我的感悟吧--通过阴阳看祸福。

阴阳学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中国古代一切文化都是在这个
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太极功夫也是这样的。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分阴阳，阴阳是任何事物对立统一两个
方面。阴阳是泛存的，万事万物可分阴阳;阴阳是对立的，如
白天黑夜不能同时存在;阴阳是互根的，有阴就有阳，如白天
过去就是黑夜;阴阳是统一的，阴阳是一体的两个方面;阴阳
需平衡，纯阴不生，纯阳不长，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



阴阳平衡的结果，阴阳失去平衡就会不稳定，直至产生新的
平衡;阴阳是转化的，此时为阳，彼时可能为阴。

太阳为阳，月亮为阴，暑为阳，寒为阴。阴阳交替，产生天
气变化，太阳月亮的运行，构成了一寒一暑的流转交替。
《易经》的道理是宇宙只有冷与热两种对比，人们觉得春秋
两季，不冷不热最舒服，刚好中和。其实，春秋只是寒暑交
替的过程，秋天是开始冷的小冷，春天是开始热的小热，夏
天是热到了极点，冬天是冷到了极点，这样一寒一暑，便形
成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阴阳是转化的，阴长阳消，阳长阴息;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夏天，寒气从地底开始发生，然后逐渐上升，随着阴气的逐
渐增强，阳气的逐渐消退，天气渐渐凉爽起来，直到冬天，
暖气从地底开始发生，然后逐渐上升，随着阳气的逐渐增强，
阴气的逐渐消退，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直到夏天，阴阳又开
始转化，周而复始。这就是古人说的：“冬至一阳生，夏至
一阴生”，而所谓“三阳开泰”就是指阴阳各半的时候，雨
水时节，说明春天开始了，万物就要复苏，新的生命就要破
土而出了。

因此，我们要把人生的祸福看做阴阳，它同样是阴长阳消，
阳长阴息;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老子才说：“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可见，祸福像阴阳一样，是
可以转化的。祸中包含着福，福中包含了祸，祸非祸，福非
福，祸福都是暂时的，不因得福而盲目快乐，也不因遇祸而
气馁，得意的时候告诉自己成功不是永远的，失意的时候告
诉自己阳光总在风雨后，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
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坠其志。

你要知道，当你正在经历苦难时，当你身处祸中时，请你不
要悲叹沮丧，不要一筹莫展，一定要豁达、释怀，因为，当
祸来临的同时福也开始往脚底慢慢升起了，总有一天，祸会
过去，福会降临，否极泰来，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

而当你正处人生得意时，当你身处福中时，也请你不要傲慢
自居，不要刚愎自用，摔跤总在得意时，一定要收敛、谦让，
因为，在福气降临的同时祸根也就埋下了，稍不注意，福可
变祸，乐极生悲，正所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祸福看似绝对对立的两个极端，实则相互依存，互为因果，
好运中潜藏着危机，厄运中孕育着希望，祸福相依，互为因
果，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转化与前者不同，寒暑的转化是阴阳的自然转
化，而这种转化不是自然实现的，是与当事人所持的态度，
所采取的行动密切相关的。面对厄运、不幸、灾难，只有心
态平和、情绪稳定、积极进取，才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
度过山重水复的困境，创造柳暗花明的未来。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在人生的旅途，追求一种淡泊，坦然
面对生活对你的赐予，包括所有的磨难与不公，用平和淡定
的心态去看待沿途的一切。得意莫轻狂，失败不言弃。老当
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应该成为我
们共同的选择。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研读一下，以上只是一个粗浅的解读，
望诸君更有收获。

经典常谈周易读后感篇二

《周易》与《书经》主要写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
周记、春秋合称为六经，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都应当仔细
研究其中的道理。周易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与源头，
《尚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重要作用。孔子
年老时，回家乡编书和讲学，但仍坚持学习。因为读的遍数
多了把串联竹木简的.牛皮带子都磨断多次，以此形容孔子勤
奋好学的精神。



读了这篇文章我们要学习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以后我在读
书时，也要做到认真阅读，不断的积累知识，充实自己。因
为孔子就是用毕业生的经历，勤奋学习增长知识的。我们拥
有这么优越的学习条件，更应该努力，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
的作业，自觉背诵，把每天的学习内容当天掌握，扎实读书，
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经典常谈周易读后感篇三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周易》这本书。二十几年前，
看有的文章中说，中国的《周易》，是二进制之父，假如没有
《周易》，电脑也许要晚发明很多年，甚至几百年。我是做
无线电工作的，知道二进制是数控的基础。

在我的知识里，那时只是听有些老人说过《周易》这本书，
理解为《周易》应该是算命方面的书，怎么还能与电脑，二
进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就找了一本《周易》来看。《周
易》与二进制的关系很简单，马上就明白了。但是，其中有
很多的奥妙和很深的哲理，却让我至今都没有把玩明白。为
了明白，后来又看了很多版本的《周易》，虽然没有过深的
明白，但因看了很多年，也有很些点滴的体会，在此纪录下
来，以供大家分享。

《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全世界都在研究与讨论。这本
书包罗万象，天文，历史，军事，哲学等等都有涉及，就象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研究《红楼梦》一样，世界观不同，
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同。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谈不上研究，
但是书中的文字与哲理，我认为是很值得我们一看和把玩的。

我看《周易》，虽然没有看懂什么，也感悟到了其中有些为
人的道理。象书中第一卦，“乾”卦，乾为天，说的是君子
要效仿天的美德以“自强不息”，这是告戒我们做任何事，
都要自始至终，不要半途而废；还说‘潜龙勿用’是说万事
不要强出头，能办的就办，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千万不要



去做，通俗的解释就是说，枪大出头鸟。包括古时候说皇上是
“九五之尊”，这是对乾卦第五爻（发音：遥）的总结和概
括，爻辞“飞龙在天”，所以用这个来形容皇上。

“坤”卦，坤为地，是要我们效仿大地的美德“厚德载物”。
这是教我们做人要有博大和宽广的胸怀，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恒”卦，孔子在《周易》的系辞中说“夫妻之道，不可以
不久也，故授之以恒”，这是教我们知道，怎样做一对好夫
妻，夫妻的形成，就要持之以“恒”；“姤”卦，一阴五阳，
有一女侍五夫之象，也有老男娶少女之说，这不是正配。卦
中一说女人的荡，二让我们“勿娶此女”；还有“否极泰
来”这个成语，也是来自源于《周易》；《周易》里有“否
卦”和“泰”卦。是说世间的事物“不能终否”，到了一定
的程度，必然要往好的方面转化。“阴极必反，阳极必至”
的道理，是告诉我们，任何事只要持之以恒，就有成功的希
望。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事物的量变，必然要达
到质的变化。对于做人或做事而言，都要掌握“度”的`含义，
万事都不要过“度”，过“度”后，一定要引起反方向的变
化。

在《周易》这本书中，全书都在贯穿着一个“位”的概念。
尤其是孔子为之作的系辞，对“位”的关系，有更多的阐述。
主要是说天尊地卑，君有“君”位，臣有臣“位”。包括每
一个卦，都有“位”的关系。虽说这是我们所批判的封建思
想，但在今天的社会来说，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都有
对“位”的要求。所说的做人要在“位”不越“位”，该说
的要说，该做的要做，不该说的千万不要胡说，不该做的千
万不要去做，那样就会适得其反。这是我们做人和做事中很
关键的一个环节。

现在的企业都讲团队精神，假如做人能把握好“度”
与“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处理的很好，团队
也一定会团结。



如果有人把《周易》单纯的看成算命的书，我认为就是大错
特错了。不错，《周易》涉及了算命，但算命或预测，对于
这本书来讲，它只是一个极小的方面。我不反对算命，但做
人不能全部信命。现在有时我也算着玩，那是在对某件事情，
举棋不定或很迷茫的时候，我自己就算一下，当卦上说的很
时，我会信心百倍的去把事情作完，当算的不好时，我就要
冷静的考虑事情的过程与结果，理智的还是要去把事情办完。
不要认为算得不好时，就不办事情了，那样是不对的。有很
多的事情，我们是“贵在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我们也
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经典常谈周易读后感篇四

家里有一本看图说话的《周易》，闲来无事，随手翻阅，不
禁入迷。

至少在6000年以前，我们的先祖伏羲氏就能在自然数基础上
形成河图这样宇宙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可以和天文地理历法
医疗融会贯通，他的原创天才让我无比赞叹，我反复思索伏
羲原创思维，试图进入他的.状态。

读《周易》，第一个体会就是华夏民族远古时候无比尊重哲
学家，譬如伏羲，他在黄河边看见龙马负河图跃出水面，于
是他领悟到了“戴九履一”的宇宙数学模型。如果这个传说
是真实的，那么伏羲当时就处在精神病状态了，当然这种精
神病可能是临时性的，是他苦思冥想导致的，他出现了幻觉。
这种精神病患者我们先民尊重他为祖先，因为他原创了一种
宇宙数学模型，大禹也是这样，他在顿悟到洛书的基础上，
明白了相生相克的道理，并用这个哲学治愈了大水，我们先
人尊重他为族长。

读《周易》，第二个体会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宇宙模式，不
是在前人的哲学基础上，哲学具有排他性，在前人哲学基础
上建立自己的宇宙模式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研究前人哲学



思想，吸取的是他如何进行哲学原创工作方法而已，这个时
候，仅仅是一位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而已，真正的哲学家必
定有自己原创的宇宙模式，伏羲和大禹在自然数的基础上创
造了河图洛书这样宇宙模式，这个事件启发我们，抽象并融
会贯通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建立自己宇宙模式的一个路径。

经典常谈周易读后感篇五

以前只是听说过《周易》，有人说它是用来算命的，也有的
说计算机的发明缘于《周易》的思想，反正在我心目中《周
易》是深奥的，是很玄的学问。最近聆听了《周易》的精彩
讲解，感触颇深，也对《周易》有了初步的了解。

《周易》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易道广大，无所不
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
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中哲学思想也尤能给人以
启迪，“满招损，谦受益”、“祸福相因”、“过刚则折、
以柔济刚”等哲学思想，读后深有感触，尤其是其中“祸福
相因”辩证思维对我有很大启发。

想起我一朋友发生的事情，觉得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应
常常思考这一道理，居安思危，困难的时候也要充满希望。
我有一友，住在一县城，家庭条件很好，家有别墅、轿车，
拥有娇妻和可爱的儿子，工作条件很好，收入不错。我友也
好交往，有很多朋友，经常相聚，生活很有滋味。但我这个
朋友也有弱点，就是平时经常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常常喝醉，
酒后还喜欢开车。我也常常告诫，但收效不大。

去年年底，我友酒后驾车出事，致人死亡，被刑事拘留，后
赔偿20余万元才免去牢狱之灾。事故后，我友常常自责，闭
门不出。但经多位朋友劝导，人生之路很长，遇到挫折后还
应振作，不能就此沉沦，我友才逐步走出这段灰暗日子，但
此事带来的影响可能一生中也很难忘怀。



正如《周易》中体现的“祸福相因”思想，人在顺境时要考
虑今后还会面临的困难，否则，“乐不思蜀”，真的遇到困
境时可能就难以承受了。我友在平时就犯了这个错误，人活
太好了，太顺了，未能居安思危，结果呢，就出了这样的事
故，于已于人都是极大的创伤。我友在困境时，开始也灰心
丧气，此时也应理解《周易》的“祸福相因”的哲学思想，
应对未来存有希望，切不可就此不振。“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如果我友在今后人生之路上能谨记教训，也许会有更
好的生活。

《周易》的确是一本天书，深奥难懂，但领会其中做人做事
的思想，会终生受益。用心学习，用心领会，从《周易》中
寻找人生的道理，用《周易》的哲学思维指导生活和工作，
人生之路也许会平坦许多。我在以后也将更多的学习《周
易》，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周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