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子论语读后感 论语孟子孔子读
后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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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一

看完论语，你知道怎么写好一篇论语读后感吗？论语虽然是
一部关于教育的一部书，但它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你是否在
找正准备撰写“论语孟子关于孔子读后感800字”，下面小编
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我读论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通篇详细的读，但是却在字里
行间已经被孔子深深的感动，为他的胸襟和智慧折服!大家尽
管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请想一想：纵观世界历史，有哪
一位思想家象孔子这样两千多年还被后人这样敬仰和传诵?孔
子一生甚至都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言
行的这部论语就能让我们如此受用终生。

汉初，大儒叔孙通向刘邦说“夫儒者，难于变革，可与守
成”。斯言一出，遂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两千
多年来各朝代长治久安的“守成”之学。建国已五十多
年，“五十而知天命”，和平岁月，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
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守成期”，顺理成章的天命。其
实，儒学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仅可与守成，亦
可催人进取，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对现代生活有巨大作用的力
量，不仅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政治哲学，也是直指人心的人
生哲学，儒学在历史发展中多少次沉浮坎坷，命运悬于一线
之际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这其中



蕴藏着巨大的潜能，那是超乎政治伦理之上，鲜活在平常日
用之间，本于生命，积极进取，追求成功的永恒精神。

——《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
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
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及教育
原则等。

(一) 天地人之道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
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就是说，颜
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
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生活这样艰苦，为什么能自得其乐呢?其实，主要是在于你的
人生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
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
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二) 处世之道

在现代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子贡曾经问过他的
老师，孔夫子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
辱焉。”(《论语·颜渊》)看到朋友做的不对的事，你要真
心地劝告，善意地引导，如果他实在不听就算了，别再说了，
不要自取其辱。所以，与好朋友相处也要有个度，不要什么
样的事情都大包大揽。“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可。

(三) 君子之道

这里的君子一般是泛指才德出众的人，在《论语》中，随意



就可发现这二字，可见君子的重要性。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
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讨论过君子的问题，他说：“君子
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
惧。”(《论语·宪问》)连孔子都愧称君子，不难发现君子
的标准之高。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
是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四) 人生之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很多人都感叹光
阴流逝之快，但孔子在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也给大家描述
了这样一种人生轨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矩。(《论语·为政》)孔子提出的这六个人生轨迹，对我们
现在仍有很多启迪意义，关键是我们如何领悟这其中的智慧，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之，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
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
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
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
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
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
人生的具体性情。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
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
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
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
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
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
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
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
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
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
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
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
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
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论语》以
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
记述者有孔子的弟 子，有孔子的再传弟 子，也有孔门以外
的人，但以孔门弟 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
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
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 论辩，侃侃而谈;
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



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
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
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
《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 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
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
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
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
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
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 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
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
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

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
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
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

”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
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 子的高
度的责任心。《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
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
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
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
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
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
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
《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
《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
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
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 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
章，记孔门弟 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作为孔子及门
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
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



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
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
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
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
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
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
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
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
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
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
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
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
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二

孔子的论语读书笔记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
也是绝对光速宇宙观的一个自然的推论，在《道纪》第五章
中有相应的论述。当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实践
的，孔子说：“那就是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同样是子贡关于这个行为准则与孔子的一番对话很值得研
究，这段对话出现在《论语》第五章：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
“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说：“我不要别人强加给我，我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说：“子贡啊，不是你能做到的。”目前流行的解释就
是：子贡想要做的“我不要别人强加给我，我也不要强加给
别人”是子贡的能力不及，无法做到，是“你做不到，有人
能做到”的意思。比如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中就是这样
解释的：“赐呀！这非你（能力）所及呀！”如果翻开《论
语集注》，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还是来源于朱熹。朱熹认为
子贡做不到，还解释了子贡为什么做不到。朱熹认为子贡所
讲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是“仁者之
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也就是说“我不
要别人强加给我，我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事是仁者的
事，不是勉强能做的来的，所以孔子认为不是子贡能力所能
达到的。熟悉《论语》的朋友应该对子贡有所了解，他热情、
聪明、好学、能举一反三。《论语》中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往
往给人以鲜明的画面感，孔子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赞美子贡：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一个可
以“告诸往而知来者”的人都做不到的事，还有谁能做到？
因此，我以为，孔子的意思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在
我们平常的对话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某甲阐述了一种设想，
某乙可能会说：“算了吧，你根本做不到的。”所有人都明
白，乙并不是质疑甲的能力，而是质疑甲的这种设想的可行
性。同样，在孔子和子贡这段对话中，孔子所质疑的并不是
子贡的能力，而是子贡所说的这句话的可行性。孔子认
为“我不要别人强加给我，我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的设
想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它自相矛盾！不是吗？“我不要别人
强加给我”这样的要求本身就已经强加给别人了。因此，可
以付诸实施的只能是“我不强加给别人”，而不能附加任何
前提条件；可以终身实践的只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第五章汇集了孔子对弟子们的评价，类似于老师给
学生的评语。如果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那么这一章中
所列内容的思想价值就不大，因为，那是针对个人的。但是，
我们只要细细的品味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内容都是孔子借
弟子们的言行，在阐述适用于所有人的宏观的道理。例如：



宰予旦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
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
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装饰，
对宰予又能指责什么呢？”孔子接着说：“以前我对待别人
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我对待别人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就
是从宰予这里改变的。”借批评宰予的不刻苦，孔子要说明
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有多么大。

再例如：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伥。”子曰：“伥也
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就说：“申伥就是
刚强的人。”孔子说：“申伥有欲望，怎么能刚强呢？”借
着对申伥的评价，孔子在说明“无欲则刚”和“世上根本就
没有无欲之人”这两个论点。可见《论语》第五章中孔子与
弟子的对话都是以小见大、由浅及深的人生道理，并不是针
对某一个弟子的操行评语。因此，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我
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探讨也是对“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人生实践准则的一个宏观阐述。

孔子的论语读书笔记二：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
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
面，内容非常丰富，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内容以伦理、
教育为主。本次阅读的是杨伯峻《论语译注》。



纵观论语，其实孔子本人的言论不多，大多为门生的对话或
对门生的评价，整个论语分为二十章，看似一个松散的论集，
然而整个论语又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论述，紧密的形成了一个
整体。

纵观孔子一生，他的政治是失败的，然而他的教育是成功的，
他的门下既有“不迁怒，不贰过”的颜渊，又有急公好义的
子路，既有可以“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子贡，
又有习于文学的子游。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四科
十哲”，作为万世师表，通过他长期的教学实践，提出具有
创造性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这也正是我们要学习的。

“仁德”——孔子教育学生首先强调做人的问题，在孔子看
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
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
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
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
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这也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重视
其内心的成长，正是外在能力的载体。

“有教无类”——在孔门三千弟子中，有贵族弟子（如南宫
敬叔、司马牛、孟懿子），有商人弟子（如子贡），然而大
多数出生贫贱，特别是在四科十哲中的，如箪食瓢饮的颜回，
卞之野人以藜藿为食的子路等。可以说就是因为孔子有教无
类这样一个教育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使教育扩及
于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这也
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不能关注其出身背景，要一视同仁
的对待每个孩子。

“因材施教”——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能力进行教学，
如“柴也是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喻”。诸如“由也
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正是由于孔
子实行因材施教，适应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使其各尽



其才，培养出一批有专长的社会实用人才。这也教育我们对
孩子的教育要不能照本宣科，要注重每个孩子的不同性格与
能力。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社会需要相统一，体现了教育
的社会价值。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局限于他那个时代，我们在
不同角度、不同领域都可以从中汲取到我们需要的知识，现
今世上的各类译注，让我有机会读儒家的各类经典，我会努
力寻找打开这个知识宝库的钥匙，努力汲取最多的知识。

孔子的论语读书笔记三：

何谓“恕”也？“恕”乃宽容之意，中国文字中有八个字可
以进一步地诠释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你会说：
当今社会想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那么就请把今天的社会
与当时孔子的时代进行比较一下，不用翻词典，就一个时间
概念可以体现——春秋战国时代……，难道我们当今的社会
比那时还动荡不安吗？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过：“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两个词，他就过了一辈子！就这么简简单
单。

人们常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来形容老师这个职业，为了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与人类，教师欲使学生具有很好的
德育意识，必先建立自己的良好德育意识，一切行为
从“恕”开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论语·尽心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仁

孔子的学生樊迟曾必恭必敬地问道：“何谓‘仁’者”？，
孔子回答道：爱人；然后樊迟又问道：“何谓‘智’者？，
孔子答曰：知人。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爱别人就是仁慈，了
解别人就是智慧。“仁”的真正核心就是做你身边的这件事，
爱你身边的人，即爱亲亲，泛爱众，仁民爱物（陈新汉《哲



学与智慧》p310）陶渊明，因为自己的一头耕牛之死，而伤心
难过半休。为师，育德不是教德。今天的老师能否理解学生，
爱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德行体现。有的老师认为师、生是两
大永不相容的阵营，甚至拿出《孙子兵法》那一套研究出所
谓的《班主任兵法》来“对付”学生。想想“兵法”被用于
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中，如果我们的老师都是用“兵法”这一
套来与学生相处，那么师生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未来我们
熏陶出来的学生又怎么会有爱心？所以只有老师具有了永远
的爱心，爱学生之所爱，能做到义、礼、智与信于一体（如
不能全做到，哪怕一样也比没有好吧），这样也就达到
了“不言而育”了。还需要所谓的“兵法”来“对付”学生
吗？或者读者会说：你这说的这种爱是很高要求的爱，我们
很难做到……。试问爱还有高低水平之分吗？要么爱，要么
不爱，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也许你还会说：照你
这样说，我们的学校德育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笔者绝无取消
学校德育教育形式的意思，而是希望学校里的德育应当搞清
楚德育应以谁为中心？是不是说一切以中央的文件、地方的
指示、学校的规定来进行学校的德育？是不是只有德育老师
的课堂才是德育的地方？离开了所谓的德育课堂就不言德育
了。是不是我们的德育老师才应谈德育其他学科教师就不用
言德育了？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德育意识，我想应首先建立
全体教师的德育意识。学校、学校本乃育人之地，培养学生
的道德意识是学校全体人员义不容辞之责任。而且，每位教
师都要严于律己；因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

正如曾子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两个词，
他就过了一辈子！其实现代的我们可以比曾子过的更简单，
一个字足亦——仁。因为《谈文·心部》：“恕，仁
也。”“恕”属于“仁”的范畴。这个字就是希望我们人类
从自己的仁心与善心去处理自己周边的情感与物质利益。在
人际关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
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及到当今教师的话，就是要用一
颗仁慈的心去看待学生天性中“恶”的一面（记得一位西方
古代哲学家曾说过：人的天性就是——天使加魔鬼）；要通过



“正己”进而影响学生，而不是采用兵法来“驯服”学生。
赫尔巴特在其德育目的原初说中曾讲过：人对德性的需要是
永远的。最重要的是这些道德准则只有学生主动愿意去追寻
时，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所以教师的德育责任就
是从自我德育意识培养开始，即从“仁”始亦，感染学生、
激起自己然后才是学生心底的那份德育原初欲望！

孔子已离开我们太久，他不可能今天来教导我们什么是德育？
怎么来教德育，可为何孔子的思想能对我们每个后人有这么
大的魅力？也许我们会说他是圣人，而圣人的意义在于他是
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人。而孔子的思想集《论语》
教给我们的就是：简单的生活、获得心灵的快乐，所以我们
的教师能带给学生的也应当是他们应有的快乐，而自己也从
中体会到更大的快乐。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三

我读论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通篇详细的读，但是却在字里
行间已经被孔子深深的感动，为他的胸襟和智慧折服!大家尽
管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请想一想：纵观世界历史，有哪
一位思想家象孔子这样两千多年还被后人这样敬仰和传诵孔
子一生甚至都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言
行的这部论语就能让我们如此受用终生。

汉初，大儒叔孙通向刘邦说“夫儒者，难于变革，可与守
成〞。斯言一出，遂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两千
多年来各朝代长治久安的“守成〞之学。建国已五十多
年，“五十而知天命〞，和平岁月，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
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守成期〞，顺理成章的天命。其
实，儒学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仅可与守成，亦
可催人进取，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对现代生活有巨大作用的'力
量，不仅是为某个阶级效劳的政治哲学，也是直指人心的人
生哲学，儒学在历史开展中多少次沉浮坎坷，命运悬于一线
之际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这其中



蕴藏着巨大的潜能，那是超乎政治伦理之上，鲜活在平常日
用之间，本于生命，积极进取，追求成功的永恒精神。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四

世界上的真理永远是最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就好像春天永远要播种，秋天要收获1样。《论语》
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只是它把你内心深处的良
知给激活了。

两千5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
段段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编纂，
后来记成了《论语》。

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
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1则语录都很
简短。其实，无言也是1种教育。

我们都说孔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土地上最有行动
能力，最具人格魅力的人。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1种在大地上
生存的信念，他这样的人1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地
生长出来，而不是从天而降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系崇尚的是1种庄严、理性和敦厚之美。
《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1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在孔夫子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饱和力量。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1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强大。
这是1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
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
而他的内心却10分庄严。因为其中有1种力量——信念的力量。
孔夫子是1个特别讲信念的人。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也曾经说过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与敬仰。

子曰：“天何言哉?4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
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天在上，静穆无
言，而4季在轮转，万物滋生，天而要说话吗?”《论语》的
终极传递就是1种态度，是1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
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
字以外，还有1个字就是“仁”。

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只回答他两个字：
“爱人”。爱别人就叫仁。樊迟又问什么叫智?孔子说：“知
人”。了解别人，就是智。

关爱别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就是这么简单。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
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五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似没
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
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
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
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
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



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
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
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
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
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
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
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
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