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忧思录意思 沉思录读后感(大全6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忧思录意思篇一

如果想知道人能好到什么程度，就去看奥勒留的《沉思录》，
如果想知道人能坏到什么程度，就去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
论》。

上面的话是外国文学老师上课时说的，最近看的书全是他推
荐的，他说他认为我们在大学里必读的两本书是《沉思录》和
《君主论》。这学期的外国文学课换了个老师教，原来一个
好的老师真的可以激发学生对一门课的兴趣啊[皱眉]好吧，
之前的老师也不是不好，只是上课有点照本宣科，听完记不
住他讲了什么，当然，记不住不能全怪老师啦......

摘录两句《沉思录》里的话吧

不要不情愿地劳作，不要不尊重公共利益，不要不加以适当
的考虑，不要分心，不要虚有学问的外表而丧失自己的思想，
也不要成为喋喋不休或忙忙碌碌的人。同时，也欢乐吧，不
寻求外在的帮助也不要别人给的安宁。这样一个人就必然笔
直地站立，而不是让别人扶着直立。 当你做摆在你面前的工
作时，你要认真地遵循正确的理性，精力充沛，宁静致远，
不分心于任何别的事情，而保持你神圣的部分纯净，仿佛你
必定要直接把他归还似的；若你坚持这一点，无所欲望亦无
所畏惧，满足于你现在合乎本性的活动满足于你说出的每个



词和音节中的勇敢的真诚，你就能生存得幸福。没有人能阻
止这一点。

对啊，人活着总得去做点什么，那就请好好努力吧。

忧思录意思篇二

世界上很多哲学家在不间断地探讨人生问题，人活着意义和
价值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答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
像是一个自然规律，毕竟人与动物有区别，人是有思想的，
有的人为了信仰和事业甚至为了爱情，不惜生命，也有人苟
且偷生，一辈子混日子。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
说过一句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
的。”这句话代表了大部分人群思想。今天的文明社会，很
多人信仰宗教，把生命和希望寄托在神灵、上帝和佛祖上，
验证了‘命与天’的关联。20xx年前一位叫马可·奥勒留的古
罗马皇帝，在戎马生涯中记录了一本《沉思录》。他崇拜神
明，但在生与死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看法，他用自己一生的思
考，为无数寻求生命更深层境界的人铺设了灵魂的阶梯，他
竭力用自己的语言试图解答‘人活着为什么’‘生命究竟有
无意义’这些问题。这位帝王的思想对于现代人和未来的社
会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会令后人敬仰。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数千年来，人们一
直在思索和寻找这三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答案。从现代科学的
角度看，人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是微观物资自然结合演化
的结果，它经历了复杂的结合过程和时间考验，也可以这样
认为人从自然中来，最后回到自然中去。《沉思录》作者认
为：“人生也是这样啊，昨天或前天你出生时从宇宙那里得
到呼吸的本领，有朝一日你又要将它还回去，从哪里得来的，
便还到哪里去”。这个观点实际是人们对人生的一个基本认
识。有了这个认识你就不会惧怕死亡。小说《红楼梦》中的
主人公贾宝玉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甚
至感叹“活着真没有趣儿！”他是一块多余的石头，最初由



一僧一道带来，最后又由一僧一道带走，‘既从空中来，应
向空中去’。单从故事表面上看觉得荒诞无稽，但它揭示了
人从哪里来还得到哪里去深邃的哲学道理。

“人生是一场战争，一段旅途。”自然界里昆虫，出世以来
就靠自己觅食，它的母亲只是提供了一个有食源的环境，能
否生存全靠自己去努力。人比动物要优越得多，在幼年、少
年完全由父母精心照顾，但仍然避免不了疾病的侵袭。人的
一生除了要与疾病磨合外，还要与自然灾害相斗，与人相斗
也是常事，特别是踏入社会后会遭遇各种风险，甚至会遇到
恶人的伤害。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叙述
了生物界“必得进行生存斗争而不免遭遇重大的死亡。”这
是一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即适者生存。人类也是一样。“生
活的艺术与其说像是跳舞，不如说更像角力，因为人生不可
预见，必须牢牢地站稳脚跟，准备应付四面八方的攻击。”
因此，从广义上讲人生确实是一场战争。人生也是一段旅途，
人生经历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就
像行路一样，有时很顺利，有时也很艰难，当你即将走完人
生时，你会感叹：“人的生命如此短暂”。

“人生便是朝生暮死”这个论点是对生命过程的高度慨
括。“人生是何等短促，何等卑微，昨天像是一滩黏液，明
天也不过是一具木乃伊、一堆灰尘。”生死之间不过一线之
隔。“死和生一样，都源于自然的奥妙。”人的生命与生物
界一样是有限的，一切源于自然的一种转换，终究会走向死
亡，“生命像割刈成熟的麦穗，这一批长出来，那一批倒下
了。”人一出世，就一天天向坟墓靠近，虽然有过它的旺盛
期，但很快就会衰退直至死亡。美国的企业家史蒂夫·乔布
斯有一句名言“记住，你即将死去”，这是在告诫人们，生
命是暂短的，要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也正
是生命意义所在。

“死后最长久的名声微不足道”“所谓的‘名垂千古’是什
么呢？只是虚无罢了。”很多人在人生中追求名利，总想留



下痕迹和渴望美名，没有想到人死了什么也带不去，即使留
下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会逐渐淡忘。《沉思录》
中关于名声有很多叙述，作者认为追求名声是不明智的，他
既对自己要求，也是对世人告诫：“无论如何要谨记：你和
别人都会很快死去，不久之后你们的名字也将被后人忘
记。”中国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有一句名诗：“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就像鸿雁在飞行过程中，偶一
驻足雪上，留下印迹，而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三
国时期军事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如果不看淡名利，人就会失去志向。
人生在世不可为名利和名声困惑，尽管你在世的时候名声大
噪，死后也会被人遗忘。名利也是一样，生前获得了巨大财
富，死后你却享受不了，即使几代亲属继承，最后也将散尽。
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努力去探求生活的意义。

“做一个忠诚的人，一个好人”“做一个朴实、谦虚的人”。
一位古代的皇帝的思想境界超过了现代受过教育的人，他努
力从哲学中去寻求生命的意义，他没有故弄玄虚，而是从生
活中点滴做起，他从他身边人和亲属中学习别人长处和优点，
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吧：朴素。善良、严肃、
高尚、不做作、爱正义、敬神明、温柔可亲、恪尽职守。”
当他把生死看透后，并没有消极对待现实，而是在尽自己的
责任，把手里的工作做好。抓紧时间奔向自己的目标。“若
要使品德臻于完善，就要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末日，既不
放纵情感，也不麻木不仁，或者显得虚伪。”“不管别人说
什么做什么，我自己一定要做个好人”他就像一块裴翠，始
终保持着天生的光彩。

读完了《沉思录》，深感人生短暂。如果始终选择在无意义
的生活之中就犹如一具僵尸。其实在生命未结束时有很多事
情值得人们寻求，“追求更优雅的精神生活，追求更高尚的
精神，要用尽自己的才华多创造一点美。”无论结果如何，
你努力了，你没有浪费时间。人生要像一盏灯一样，不到熄
灭就不会失去光芒。



记住马可·奥勒留留下的一句话吧：“好好把握那只属于你
的生活，也就是你现在的生活，那么你就能平静、安详地度
过你的余生，成为一个与你内在的神明和谐一致的人。”

忧思录意思篇三

马年初一，我的叔叔从美国给我带了一本《沉思录》，我在
拜读它时，好像能够清晰地听见它朴实的声音。

它是那么的宁静，甚至有点喃喃地细语。

一种可以穿透我的静水深流的思想力量。

这本书是作者写的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的对话，是在写作者
对身羁宫廷的自身所处混乱世界的感受！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深深的折磨着作者，“哲学的沉思”成为避开人世的纷扰，
追求内心的安宁。

作者在追求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冷静而达观的生活。

马可·奥勒留在书中阐述了灵魂与死亡的关系，解析了个人
的德行、个人的解脱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常常自省
以达到内心的平静。

这与我们现实生活之中的人极为相似，他们必须也要考虑自
己的德行是不是很好！而且，不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
的事情，还要付诸于行动。

人可以通过双眼看世界，但是，有一个死角那就是自己，所
以要看清自己、与自己对话从来就不是用眼睛能够做到的，
人们总是在拿手电在找别人的毛病，却从来不去关照自己的
问题，而照自己只有用逆光求源的方式才能做到，它唯有用
心灵去审视自己的过去，去反省自己的过往。



而反省自己，与自己对话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决不
仅仅需要绝对真诚、平和的心态，还需要超凡、决绝的勇气；
还需要这个人具有平静，安宁自我反省的思想；还需要有一
个自我到无我的跨越，一种在思想或思维上的从经验进入到
超常的自觉，一种大彻大悟。

透过《沉思录》，我看到一个深刻而又平静的人站在我的前
面，同时我就告诫自己：错待了自己，你将不再有机会来荣
耀自身。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你的灵魂还不去关照自身，而是
把你的幸福寄予别人的灵魂。

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更
少苦恼，摆脱了激情的心灵就是一座堡垒，因为人再没有什
么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可以使你得到庇护。

这一堡垒是不可摧毁的，而不知道这一点的就是一个无知的
人，知道这一点却不飞向这一庇护所有的人则是不幸的人。

伟人和小人、英雄和平民都将化为尘土，死亡最终使所有人
平等，但理性的人应当真诚而正直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人生的幸福，不是感性的快乐，而是一种心灵的感觉。

这何止是简单的内心独白和情绪倾诉，这就是自我的心里独
白，这就需要将自己的心灵大门敞开，这也是解剖自己的`灵
魂对自己进行告诫与嘱托。

我真的感觉到了一位哲人心灵宁静，宁静到了伟大的程度。

我只能满怀敬畏之情虔诚的凝视着头顶上的北斗。

我读后的感觉和作者一样，摆脱和脱离不了外界的干扰，我



理解《沉思录》的高贵源自作者自身思想的纯朴，思维的敏
锐，意志的顽强和批判的彻底。

最终落实到主题上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一
崇高的追求。

多源于此，而它的甜美，则只能是由于作者的心灵的安宁和
静谧了。

一本书的好坏，我认为主要看它能否触动了你的心灵，从而
能够说服你，进而改变你，对你的生活有所助益。

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句话。

《沉思录》就是一本对我人生有影响的书籍！

忧思录意思篇四

沉思录是一本好书，尽管随着时间流逝，奥勒留写书时的历
史背景和一些感想的来源已经不可考察，也所以造成很多理
解上的困难，可是我们仍然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沉思录这
本书本来就由许多只言片语组成，可是正是从这些一段一段
的文字中，让我们吸取到精神的营养。

书中阐述了很多人应当具有的可贵品质，比如，卷一中所说
的奥勒留的亲友们所具有的品质。有的人坚持仁爱宽厚，学
会活的慢条斯理，为他人着想。有的人善于自制，既亲切和
蔼又庄重威严。有的人低调朴实，不故弄玄虚。这些良好的
品格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可是真正最为可贵的，不正是马克
奥勒留善于发现他人长处的个人素质吗良好的品质，不只在
于它让生活在具有完美品质的人身边的人生活地更惬意的环
境，也在于，给拥有良好品质的人一个与环境更加适应的机
会。这正是伦理的意义吧。



读一本书，有的是学会技巧，有的虽然不能让人学会技巧却
能够真正的使人的内心发生改变。沉思录是一本具有改变人
内心的力量的书。

读沉思录，让我改变了自我的观念。对善良，或者对自我做
人处事的方法，有影响。在之前我一向以为，善良就是尽量
让别人更加方便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此刻，慢慢的学着
尊重自我的理性。将理性与道德结合起来。做事情要成熟一
些，而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做事情。当然，依然没变的是时刻
记得尽量不做有损他人的事情。正如书中所说，“不能被欲
望驱使，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研究，自我是不是出于与野兽
无异的欲望而去做的。要想想作为一个人，自我将要做的事
情是否对自我有益。”

对一本书，不一样的人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有人说沉思录
是一本哲学的册子。在我看来，它带给我更多的是对于自我
生活方式的启迪。它教会我们做一个冷静而又达观的人人是
感性动物，上天在给予我们感情的同时，也给我们理性。所
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先要衡量并且计算用不一样的方式行
事的得与失。

书中很多地方给我们做什么样的人供给指导：“时时处处只
注意自我的行为正当、高贵和良善的人，他的心灵是多么坦
然啊!不要窥探别人的内心的黑暗，不要左顾右盼，而只是笔
直地一路向前。”又或者这句“在别人问到你在研究什么事
情的时候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自我正在思考的事情说出
来。”我明白这些事情很难办到，可是至少它们供给给我们
一些思路，让我们去反省自我的行为。我常常把这些话铭记
在心，常常反省自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我的目的是
什么不可否认，人们常常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譬如无谓
的抱怨之类的东西，可是，这类事情，是经过仔细研究能够
避免的。或许有成就与无成就的人的区别，很大部分就是因
为有成就的人做了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由于自我的无知，很多地方还读不懂，可是这并不影
响自我从书中获得一些东西。比如马克奥勒留一向在讲与神
性相连通的理性，或许他本来是要讨论一些更加深刻的哲学
的问题，可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了解尊重自我的理性已经是
很大的收获了。

其实自我的收获，或因为零散难以陈列，或因为抽象难以表
达，所以上边说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读完这本书，更加坚定了我读更多的书的信念，我将会在下
学期尝试着读更多的书籍，尽量完成自我大一时为自我制定
的读完一百本课外读物的阅读计划。

忧思录意思篇五

《沉思录》是一本需要用心慢慢品读的书，它为古罗马帝国
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所著，该书充满睿智而富而哲理，
朴素无华，平淡无奇，却直达心灵。它引导我们冷静而达观
地对待工作和人生。作为从一名纪检干部，《沉思录》启迪
我，要干好纪检工作，先从内心的修炼开始：

《沉思录》告诉我们“宁静可是是心灵的井然有序”，“如
果你因什么外在的事物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
而是你自我对他的确定”。红尘滚滚，世界喧嚣，纪检干部
要坚持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质，守护心灵的净土，
历练内心的从容。这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照照“党章”的镜
子，学学“廉洁准则”的标准，按照“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的要求，常作思考，反省过去，审视自我，清理一下
思想的污垢，找找自我的不足，看看应对名和利，能否坚持
平常心，瞧瞧对待功和禄，是否迷失方向。“人到无求品自
高”，纪检干部要始终坚持一种沉稳、宁静和清醒的心，耐
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要用平常心对待自我，以心灵的超
越对待个人得失，以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境界不断塑造自我。



“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我的心灵更为宁静
和更少苦恼”，我们要不断地审视自我的思想，洗涤自我的
灵魂，守住心灵的宁静，不断地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和道德
品质，不争名夺利，不沽名钓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
为利所动，不为名所惑，时刻坚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
不断磨砺情操，坚持一身正气，做一个正直、高尚和有道德
和的人。

“那操纵你的是隐蔽在内部的信念”。一个人的梦想和信念，
是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总开关。一个纪检干部，他选择了
这个工作，他也就选择了一种人生方式和态度，这就要求纪
检干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内心的信念，坚持原则，旗
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趋利媚俗，不畏权贵。“要像峙立于
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石，它巍然不动，驯服着它周围海
浪的狂暴”。

不可否认，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些干部丧失了立场和原则，
一失足成千古恨，令人痛恨和腕惜。一个人如果梦想漂浮，
信念缺失，失去立场，迷失方向，《沉思录》告诉我们，那
他的结果将是“你错待了自我，我的灵魂，你将是不再有机
会来荣耀自身”。

信念决定方向，我们要坚守信仰，身处逆境时不泄气，不放
弃，身处顺境时不骄傲、不折腾。要坚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社会，讲党性，顾大局，克服急躁、
消极和抱怨的情绪，要坚定心中的梦想和信念，理性地认识
自我的职责和义务。正确地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履行好神圣
职责，以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气概和勇气去完成梦想，成
就事业。

纪检工作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应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我们
不能冷眼旁观，更不能消极和泄怠。《沉思录》告诉我
们“当你做摆在面前的工作时，你要认真地遵循正确的理性，
精力充沛，宁静致远，不分心于任何别的事情。”“只要我



们遵循着理性行事，便无所畏俱，因为只要我们是向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对于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每时每
刻都要坚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坚定地“怀着友爱、自由
和正义之情感去做手头要做的事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要珍惜好岗位，坚持清醒，
遇到诋毁不失志，遇到苦难不自卑，要荣辱不惊，经得起风
浪;一份权力就是一份职责，在其位谋其职，我们要加强学习，
不断进取，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办法，以认真负责
的态度耕好手中的“职责田”。

引用书评的话：“《深思录》是一本能够安顿灵魂的书，是
一本能够启迪智慧的书，更是一本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纯
净和高贵的哲学自省书”。愿各位纪检干部能从此书中得到
启发，不断修炼自我的精神境界，完善自我的人格，加强道
德和人文修养，坚持宽广的胸怀，以从容豁达的心态、理性
清醒的认识，饱满向上的精神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创造更
加完美的人生。

忧思录意思篇六

其实我是更喜欢读小说的，但偶尔也会附庸风雅地读点其他
书籍，就象网络红人凤姐的搞笑名言“我经常看的都是社会
经济学和一些文学类的著作！比如说《知音》和《故事
会》”。

但《沉思录》除外，这是我自觉的想去看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好书，好书可以让你读得越多，收获的越多，并获
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本书来自于一个罗马皇帝的人生思考。
马可·奥勒留，一位卓越的罗马帝王哲学家，他没能阻挡罗
马帝国的轰然倒塌，但是却用自己一生的思考，为无数寻求
生命更深层境界的人，铺设了灵魂的阶梯。用他的《沉思录》
为我们净化心灵，洗去俗尘。



这是一本哲学书，崇高却不失质朴。它不如尼采的哲学思考
深刻，也不同于《心灵鸡汤》《苏菲的世界》等速食类哲学
著作琅琅上口，这是一本用灵魂写成的书。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
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
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德国
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当n年前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只
觉得这话说得好，有大师风范，但并不了解它的深意。直到
我读了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后，才忽然对道德和人性
自身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对宇宙、个体、时间、灵魂、生
死、痛苦、神、相处、德行、理性等事物的深刻思考，不乏
睿语箴言，令人启发与品味。不要说这是xx年前的帝王思想，
即使是现在，同样会令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