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菜根谭的读书心得(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菜根谭的读书心得篇一

性的工作态度。对名利更加不去在乎，只是想在自己的岗位
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我来说，精神的境界比物质的
境界要重要许多、做好每一件工作的成就感比任何的物质奖
励都受用。

“凭意兴作为者，随作则随止。”

菜根本是寻常普通之物，甚至为很多人所不屑，它往往埋没
于泥土之中不为人眼所见，既没有菜茎、菜叶的味美，也没
有菜花的艳丽，很容易被忽略。工作与菜根极像，因此必须
要耐得寂寞，守得清贫，不怨天、不尤人，踏踏实实做好本
职工作。菜根自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工作亦是如此。价格
工作一般都细水长流，不能立竿见影，因此工作的时候不能
意气用事。感性的热情，只是干柴上的火，响起来是比比剥
剥，但片刻就会烧尽；而理智是沉默的煤炭，能够放出持久
的光和热。做事有始有终的人，依靠的是恒心和毅力。想成
为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人，不但要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
想法，更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来不断为自己充电、加油！除了要学会顺应时势，要有责任
心外，关键要用心去工作。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
我希望自己是那耐人寻味的深水，厚积薄发，每一天能展现
经过沉淀后的精华！

读《菜根谭》让人明白：思想会被欲望蒙蔽，太多对物质的



欲望会阻止理想的完成，牵绊我们前行的脚步。有了工作，
我们还希望工作是轻松的，能赚大钱的，其实手头上的工作
能做好了，样样都充满意义；有了房子，我们还希望房子再
大一点，再豪华一点，其实房子不过是休息的场所，能放下
一张床足以，在这一次比一次更高的要求中，我们忽略了握
在手中的平淡的真实，更遗忘了这份真实中我们拥有的幸福，
于是，人生显得越发不如意起来，在欲望的面前，我们成了
一只可怜的摇头乞尾的哈巴狗，一个会说话的奴隶。其实，
人生真正的滋味，是平淡。在粗茶淡饭中，体会淡泊的美妙。

“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

街上流行的服饰，最时髦的往往最容易过时，而经久不变的，
是那些式样简洁普通的衣服。对于一个人来说，物质。

菜根谭的读书心得篇二

是一篇《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的读书笔记，当我
回翻笔记本的时候，发现在这一笔记上还有一段来自《lens杂
志》的笔记，很有意思，可一并放上。

《不需要安全感就是自由》

逃避是一种暂停。很多人会在不同时期达到生活的临界点，
他们一步也迈不动，被死死钉在那里，而这时勇敢地选择离
开，对一切说滚蛋，这是好事……失去工作了，没问题，妻
子要离婚，可以，一切都完蛋了，也行。再也不需要什么安
全感，能顶得住生活中的一切考验，这就是自由。

以上，顺应一撮人的“时代心声”。

《脆弱的幸福》

1.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下的人种种不同都源自何处呢?



案是：在前一种状态中，人是独自一人的——不是说他像亚
当那样是唯一的，而是他没有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人是独立
的，人是孤独的，人与他的同类没有任何交流，他不需要别
人，也不知道他人的存在。

相反，在社会状态，人完全由其社会属性，由其对他人的依
存及其同类的交流来决定，人发现了他人的存在，感受到他
人的目光：人开始注视别人并开始想让别人注视自己。人开
始通过了他人的眼光看自己并开始建构一个与本身有区别的
外在。人身上的一切，就如我们今天可以观察到的，都要归
于他的社会性，这实际上就是所有这些不同的真实原因：

野蛮人活在他自身，社会人总是外在于自己，只能活在他人
的见解当中，因此也唯有在他人的判断中才能获取自己的存
在感。

说累、说“想找回真实的自己”的人那么多，能做到却鲜有。
哪怕是被尊为“先生”的杨绛，也说：“我也想逃走，但是
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呐，最多，我们可以构筑一个自己更喜欢的外在人，不管那
个喜欢是来自他人还是本我。

2.对于公共教育，他受到柏拉图的启发(他认为柏拉图的《理
想国》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教育学论著)，希望将之完全托付
给国家的执政者……“应该立法安排他们教育的内容，秩序
及形式。”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地接受这种教育：“所有依
据国家宪法平等的人们都应该接受集体和同样方式的培养，
并且这种教育应该囊括每个人生活的全部，包括在他们看来
可能属于个人娱乐的部分：‘不允许他们各自单独随心所欲
地玩耍，而是所有人都在一起，在公开的场合。’”

这种教育不只涉及到外部的举止，即行为，它还应该深入到



每个人的内心，因为没有什么应该与国家利益保持距
离。“如果说我们应该懂得要按照人们是怎样的人来任用他
们，那么最好还是使他们成为需要他们成为的那种人。最完
全的权威要能洞悉人的内心深处，不仅要影响他的行为，也
要同样影响他的意志。”如果教育进行顺利，学生们会学
会“永远只成为社会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

想到太多，但我不太敢展开，试着列一下。

第一想到的自然是中国高考，然后是犬齿之家，然后是老子
的小国寡民，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有我们的十
年浩劫。

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理想的国，而是理想状态下的国。根
本不可能实现。

卢梭也说：如果一个现代国家想要推出严格的公众教育，那
么必将无可避免地遭到他的“公民们”的主体精神的抵抗，
并且将只能以暴力强制推行，而二者也都将因之而毁灭。(还
记得上一篇推送里的托尔斯泰吗?英雄所见略同)

新瓶老酒，也是一种贯彻。

卢梭他说啊，“科学和艺术是防止人类更加堕落的屏障。”

再说lens里有这样一段话：

“大量艺术青年的涌现，是泡沫时代的产物，他们在艺术和
创意产业繁荣的时机选择接受艺术教育，却在毕业后遭逢收
缩的就业市场，成了艾德里安在《日本当代艺术简
史(1990——2011)》一书中形容的：‘冗余的创意阶层’。
他们不愿意进入社会成为‘社畜’，只好寻找艺术零工，如
在乡村举行的艺术节，就是个不错的机会。”



西装领带代表的绅士和旗袍代表的淑女被扁平化，成了一件
商品，数件这样的“绅士”被捆绑在一起，量产的社会。

不知道是不是国家真的在潜移默化地践行这种公共教育，现
实就是，一步步接近了这一个变异的“理想国”了。

就算有“个体”，也有各种手段，让ta不能在群体中发生，
审查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纯洁度。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剥夺了一系列以后，再给你看大千世界
的满目琳琅，这样就想不起来那一巴掌疼不疼，以及为何而
挨了。

我，一个支教老师，在扮演的角色，或许就是：沉默的执行
者。

3.卢梭一点儿也没有低估社会及其对人的影响——恰恰相反，
他在《第三论》当中致力于从社会生活，这唯一的事实当中
腿短人类目前的所有特征。正是从那里诞生了理性、意识以
及道德感;诞生了私有财产、不平等和奴役;以及现在所有经
济生活的形式;诞生了法律、各种体制和战争;诞生了语言、
技术、科学和艺术;甚至从那里诞生了我们的情感和激情，如
我们实际所体验到的那样。

庸俗、肮脏、势利、冷漠、欺骗，这个社会从不缺少，可是
这里有真正的伟大、爱和美。

4.公共教育的成效以及由此引发的相互监督将使得人与周围
世界关系的性质同质化，也因此而大大简化了公众生活问
题……在理想的国家中，“如果国家的法则就像自然的法则
一样没有任何人能动摇，那么对人的依赖就会重新成为对事
物的依赖。如果个体意志完全服从总体意志，就是说实施坚
定不移的法律，那么所有的关系将重新统一起来——对每个
人来说，别的人都和事物没什么两样，人将不必承认自己以



外的其他主题，正如他也不被其他人承认为主体一样。对他
来说人与事物具有同等地位，是工具或者对象，站在国家的
视角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共和体制中融合自然状
态和公民状态的所有优势。”

超级扁平的世界，不再有个体，因为个体没有意义，自然，
就不会再有人问“是谁，哪来，去哪”的人生三题了，也没
有人去探寻意义了。

可是，“提高xx素质，xx水平”，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同
质化呢?将原本良莠不一的人置于同一标准下，若不“达标”，
那就“努力提高”啊!

扯远了，回来。

不会再有关注，或许说将不再关注“关注与被关注”这事，
那就不会有自卑、自矜、虚荣、成见等等，很多问题，就会
自行消解。

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卸载微信微博的原
因吧，以为卸掉之后，有一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以为自己会
专注且自制，但是贯彻不彻底，永远只可能是“理想”状态。

再想想，如果真的走向了共和、共产或者完全民主，天下大
同，那会怎样?

世界不再有趣了。

不会再有好奇心了。

日光之下，再无新事了。

所以现在，此刻，这多元的时代，真的是最坏的时代，也是
最好的时代啊。



在这一篇笔记里，我没有任何坚定的立场。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菜根谭的读书心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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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文与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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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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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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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根谭的读书心得篇四

【一】

佛家有言“心静自然凉”，与《菜根谭》有异曲同工之
妙，“欲其中者，波沸寒潭，山林不见其寂;虚其中者，凉生
酷暑，朝市不知其喧”，心中浮躁的人即使在幽静的山林中
也体会不到的寂静，心中虚脱明净的人即使在夏日里也能得
到清爽，在嘈杂的躁市也能心静。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亘
古不变的道理，很多人一昧的追求功名利禄整天心浮气躁，
惶惶不可终日，若得若是若即若离忐忑不安的，就算是找个
人间仙境也无福消受;但是一个人把名利地位看得很简单，他



的人生会很轻松，这也是把物欲看透了的表现，他明白钱财
乃身外之物，内心纯洁才是最重要的。

陶渊明就是超凡脱俗的隐士的典范，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
情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昭然可见。但是他那种清高
又是那么的平易近人，把清高放在内心而不是表现在外表的
高傲，这也是洪应明所认可的高尚。

洪应明对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说要学会激流勇进明哲保身，
对仕途迷茫前途坎坷之人说要苦中求进永不言弃，对整日勾
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说要内心持净以修其德，对高傲自大自
以为是的人说要虚怀若谷虚心谦卑，对雄才大略威震八方的
霸主说要仁者无敌。

嚼着菜根香，体会世海沧桑，读懂人生哲理，导航着未来的
方向!

【二】

“静中静非真静，动处静得来，才是性天之真静;乐处乐非真
乐，苦中乐得来，才是心体之真机。”

你听过吗?这是在《菜根谭》中的一则，说了在一个静的地方，
很安静，这不是真正的静，要在一个喧闹的地方静下来，才
是真正的静。

有一次，我和妈妈来到一个农村，那里很穷苦，他们在那里
干活，种田，满头大汗。我在城市里整天很开心，可是我在
农村里看到那些小孩子，和种田的大人们也很开心。为什么
呢?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在快乐的环境中很快乐，这不是真的
快乐，在很穷苦的生活环境中仍然保持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我终于知道了，我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中取得的快
乐才是真的快乐。



我一定会做到这些的。

《菜根谭》这本书是对我有好处，我会把这本书保存得很好，
认真学习。

菜根谭的读书心得篇五

《菜根谭》一书，朋友对此书极为推崇，将其誉为修身之书、
智慧之书，我也曾想在闲暇之余仔细阅读一番，无奈世俗繁
忙，一直抽不出时间阅读品鉴。

近日，女儿的学校给孩子们发了这本书，并让每个学生都要
熟记里面的内容。八岁的女儿根本无法理解每一段语录背后
的含义，向我求救，让我给她读和讲，于是借此机会我第一
次翻开了这本《菜根谭》。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
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之所以以“菜根为名”，原
因众说纷纭，其中大部分人认为这则源于宋代学者的一句古
语——“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作者借此书表现了
甘于清贫的淡然态度和平凡超脱的生活理想，值得后人景仰
和学习。

在生活节奏高频率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奔波忙碌的同时，根
本无暇停下来省视内心。就像我，每日忙于工作，忙于生活，
经常会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遇到各种困惑和心结，每每在
我心中留下阴影和伤痕。在教女儿学习阅读的'同时，《菜根
谭》中的每一段语录都让我感触颇深，仿佛醍醐灌顶般豁然
开朗，每日读上几段，每日都有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感悟。
在阅读中，我打开心门，让这些警世、醒世的语录包围浸润
着我的内心，改变着我的心态，改变着我的生活，改变着我
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贫得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贫得者分金恨不得玉，
封公怨不受侯，权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
于狐貉，编民不让王公”这段语录对当今社会追逐富贵，互
相攀比的思想有着非常强的教育意义。过去，我也一直迷失
在物质的欲望中，不断渴望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结果自己
的心永不满足。

在与他人的'攀比之中，总是奢望一些能力外的东西，日子过
得浮躁而虚华。现在，我知道了，物质的追逐是没有止境的，
虽然我没有奢华的物质条件，然而我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我
有稳定可靠的工作，我的生活虽然平凡，然而我的精神应该
是快乐的，是富足的。知足常乐，这是人追求快乐的一种心
态，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

“得意须早回头，拂心莫便放手，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
须早回首;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人生总是不
断上演着失意和得意。这段语录告诉我们，得意不要忘形，
失意不要心冷。对于刚从销售转到综合办的我来说，此语可
作为职场格言。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挑战，只有加倍努
力，将工作做得更好;工作遇到挫折，我不再灰心丧气，而是
继续努力，坚持到底，直至成功。

人生就是这样，要能够在普通的生活中找寻到快乐的因子，
要能够在荣誉面前保持警醒，在挫折面前学会坚持。《菜根
谭》教会了我怎样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人生。

一本《菜根谭》，一部警世书，希望你也能偷得一点闲暇，
找到它，翻开它，品读它，让心随着文字飞翔，让人生随着
阅读走入另一番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