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易读书读后感 周易读后感读周易有
感周易读书笔记(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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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读书读后感篇一

《六韬·三略》曰：“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
道敛，万物盈;万物寻。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
圣牧之。”

天时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四季更轮往复，
正如世间一治一乱;昼夜晨昏交替，又似政权一起一伏。人的
一生，像潮水般有起有落;人世的悲欢与离合，恰似月亮的阴
晴与圆缺，草枯草长，国合国分;一盈一虚，一阴一阳。 人
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世就是自然的化身，这一思想在《周易》
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你读几页《周易》后，就会
被这其中阐述的道理深深吸引，为中国古人的智慧而发出由
衷的赞叹。

《周易》曰：“乾道变化，各在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阳之气的作用变化无穷，能使万
物各自端正属性和寿命，保持住太和之气，以利于体现正道。
乾阳之气凌驾在万物之上，使天下显得安宁。当正午阳光强
烈的时候，花草林木伸展着枝条，绿叶正努力进行这光合作
用，处处一派生机盎然的样子。到了晚上，星月当空时，枝
叶又都收敛了。此时，昼属阳，夜属阴。人类社会也是一样，
当政治清明，君臣勤政时，贤能得志，人民富裕，万向咸宁，
四海升平。当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时，焚书坑儒，盗贼蜂拥，
生灵涂炭，军阀割据。此时，治属阳，乱属阴。



《周易》向我们传递的，正是这一思想。《周易》的精髓，
也正在于这些思想。治时，不要过于得意，因为夏天来了，
秋天就不会远了;乱时，也不要过于悲观，因为冬天到了，春
天就不会远了。甚至，人们不必畏惧死亡，死亡是任何人都
无法逃避的。就像果子熟了会落，晴空久了会雨一样，没有
什么值得畏惧的，一切都是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正常地运行。

《周易》让我们明白了许多。为人立世，凡是都要遵循自然
的规律。符合自然的，就是值得提倡的;违背自然的，就是不
可取的。而如今，人类却想方设法地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人类自以为科技已经很先进了，似乎可以与大自然一较高下。
但人类殊不知道，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幼稚的孩童，一
旦大自然报复人类，那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读《周易》，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我们积极地
学习《周易》，推广《周易》的博大精神，不仅是为了向世
界展示中国 古人的智慧，更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所
以，我认为，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研究《周易》，是十分
有意义的!

周易读后感(六)

易读书读后感篇二

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封建的制度在不断的废除，但是有
一项文化却是与时代潮流相反易经文化，随着现代人思想上
的进步，开始探索老祖先留下来的精神食粮。朱熹说过：不
知易，无以习。老子得易之体，孟子的易之用。但对于这本
集中代表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书，我们还存在着太多的疑
问，若没有曾老师的指导，我也许无法体，也无所用了。

首先，我澄清了多年在心中的误解，以前，总以为易经是用



来算命的，但是曾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解释：易经里的说词只
是给你参考用的，并不是算准你的是非祸福。算的命有事都
是：真作假时假作真。有时都是不可信的。算出来的是上天
给你的参考工具，用不用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切身环境
去使用罢了。

易经告诉我们凡事都有阴阳两方面，为人处世如此，思考问
题亦如此。所谓阴阳就是相对的正反两方面，你不能太阴，
也不能太阳。因为物极必反，万物都讲究平衡。万物既是对
立又是统一，互生互换。

曾老师说学习易经的意义一个是纠正似是而非的观念，第二
个是具有神秘性道德性第三个是求同存异。何为道?道就是自
然规律，万物都是在自然规律中生长成熟，而易经就是根据
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所以现在我们心中的善与恶，美
与丑，只有在用自然去比较是最合适的。

曾老师讲到过天地人三才。易传里有张三才图，上阳为天，
下阴为地，人在天与地阴与阳之间，图像边框是圆的，所以
又称为天人合一，意为人与宇宙互为协调。

系辞里讲过八卦变化的问题：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刚柔
相推，变在其中矣。意思是：八卦排成阵列，天地间的万物
变在其中了;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尽在其中
了;刚爻柔爻递相推移，变化之理便尽在其中了。从中可以看
出周易是多么的广大以及它深怕的哲学思想。

然而，曾老师也讲到过，每一个人只讲对一部分，很难把它
讲的很全，所以要研究易经一定要比较宽广的包容性，要彼
此尊重以上只是一点新的和感悟，不成完美。更何况易经还
要人更三圣，世立三古呢，眼下自己的感悟又能算什么呢?无
非献丑罢了。



周易读后感(七)

易读书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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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哲学思想读后感想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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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读后感(四)

易读书读后感篇四

《周易》这本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听说过了，不过它比
《论语》这些书要神秘得多，我还记得是从外公那里第一次
看见这本书的。正是过年，淘气的表弟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
了一本发黄而且还没有封面的书，结果外公很宝贝地拿过这
本书，不让表弟玩。外公就说这是《易经》，然后叔伯们，
姑丈们都说这本书很好因为年纪太小，记不太清楚，不过，
《易经》是一本好书，我从小就知道。

大学后，专业的原因我正式有机会阅读了这本书，而且知道
《易经》也叫《周易》。

看了才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
和相应吉凶的判断，包括六十四卦卦形及卦辞、爻辞的书。
简单一点说，就是类似于看风水，算命的书。难怪外公会读
它我外公的业余兴趣是帮人家楼房看风水。



不过，虽然是关于算卦的书，不过我还是怀着浓厚的兴趣读
下去，因为我得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这句名言居然是出自于《周易》，我想，这本书不
会那么简单，应该是一本充满哲学的书。

作为四书五经中的一本，《周易》在古代是专门用来预测未
来、决策国家大事，也讲述了怎么处理自然与人，人与人的
关系。在我看来，这其中不免包含着一些不科学的理论，但
是在文化方面，还有在讲述人与自然，人应该怎么才能成功
的方面，我觉得有它精妙之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再田，
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
龙在天，大人造也。这是出自《周易》的第一卦《乾》。大
概的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
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
何东西不能承载。在潜伏时期还不能发挥作用，必须坚定信
念，隐忍待机，不可轻举妄动;时机未到，如龙潜深渊，应藏
锋守拙，待机而动;龙飞到天上，是预示着天下万民都会因此
得到福泽;君子应该自强自立，终日努力不懈。当积极选择之
意，当退则退，当跃则跃，可上可下，跃就跃进九五之位，
退则退往群众之渊，才能够没有错。

这里面，包含着高深的哲学意味。多少年来，这些话一直支
持和鼓励许多人为成功而努力。这些话教会我们，要有所作
为，就要自强不息，有博大的胸怀，然后要充分认识自己的
能力，怀着坚定的信念，等待时机成熟，最后勇敢，坚毅地
走向成功;而且要果断，做错了立刻改正。

《周易》中的哲学道理还有很多，例如阴极必反，阳极必至
说的是凡事不要太过，必须有分寸;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告诉我们，既要注意天时，把握自然
变化，更要注意人和，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取得成功的极
为重要的一步。



《周易》是我国古代寓意极深的巨作，即使到今天，它依然
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我看《周
易》，也只能看懂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知识，哲学
道理潜在书中。不过，仅仅是这么一部分，我都受益匪浅，
它教我很多人生或者是处事的道理。在休闲的时候，拿起
《周易》，细细品读，相信你会有所收获!

周易读后感(二)

易读书读后感篇五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周易》。二十几年前，有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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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无线电工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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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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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不看《周易》，不能为将相，这话自有一定的道理
和依据。纵观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几个谋略家，象姜子牙，张



良，诸葛亮，包括近代伟人---毛泽东，这些人对《周易》都
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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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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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广的胸怀，不要斤斤计较;‘恒’卦，孔子在系辞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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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女侍五夫之象，是说女人的淫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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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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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