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针灸的感悟(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心得感悟
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悟范文
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针灸的感悟篇一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人的意志所反映的表象，因此在本书中，
始终强调人的自身属性对人生幸福度的决定性作用。

《人生的智慧》开篇立论，人的自身及健康、力量、外貌、
气质、道德、智力、审美等个性因素根本而直接的决定幸福
与否。

快乐或痛苦，首先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一个具有
乐观阳光气质的人，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寻觅到快乐与满足。
一个气质悲观忧郁的人。任何外在的美好事物都无法打动它，
就像是阳光照不进黑暗森林。

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因为它是麻木逐
利的，快乐或痛苦，对他的心灵激不起任何涟漪，掀不起任
何波澜，毫无意义。

随后指出，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其自身因素对命运与幸福
的影响较小，其拥有或占有的身外之物或期在他人心中的身
份和地位决定了其幸福，作者把这类人比作毫无思想感情的
机器，并通过对比指出，依赖外部因素的快乐是低级趣味，
只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才是高级趣味。

同时又指出，对于普通人难以真正享受发自内心的快乐，其
人生就如同一台中，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欲望得到
满足则无聊，欲望不能满足就痛苦。而更有诸多人同时陷于



痛苦和无聊之中，沦于无法满足远超自己能力的愿望的失望
中，无所事事，却不懂节欲，并从内心寻找快乐。

总之，痛苦和无聊是幸福快乐的两大死敌。

《人生的智慧》强调个人的清心寡欲，修身养性，着重心灵
的态度和看待世界的角度，类似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

叔本华没有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的方法，
而是提供改变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方法。当普通人领悟自我与
世界相互独立自我，不为世界而活，而是为自己而活活成自
己的样子的时候，就多了一条路：简单的快乐，社会价值观
由成功转向成为“人”自己。

当我们把这套理论诉诸现实时，有一种错觉，就是站在当代
中国社会的狭隘立场上，主观臆断地以为这就是在描述西方
社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差距：当西方社会庞大而稳定的中产
阶级不必攀比世俗成功而是追求内心的幸福意义活成自我、
平民甚至无产阶级也能在社会福利的荫蔽下免于挣扎而是简
单而快乐地低欲望生活着的时候，中国社会广大的“打工
人”却在残酷的内部倾轧中受到物质、欲望、攀比、竞争的
多重夹击而活得痛苦不已——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对中国社会
和个人意义产生了悲观感——这就是管中窥豹甚至强词夺理
了。

这些理论，反映的根本就不是影射不同社会的差距，而是具
有超前性的跨时代预言、验证、反思、借鉴价值。

看似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差距的表象，实质是时代与
时间的问题。现在的中国社会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病，恰恰也
是叔本华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的顽疾。

叔本华在书中隐隐约约地对比了这两种生存状态和生活境界，
并不是辛辣地对比讽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而是看透了



当下的时代而预言未来的时代。

中国人不应该在读罢此书后倍感消沉，而应该意识到叔本华
的理论犹如一座发展时间线的标杆里程碑，站在上帝视角普
适于任何文明，只不过走得快的西方文明先验证了预言，走
得慢的中国今天也走到了这座里程碑旁并在叔本华理论和西
方实践经验的结合指引下，对前途有所了解，并朝着那个归
宿调整心态、树立信心、保持乐观，在未来也能实现每个人
的或心灵解放、或低欲幸福——精神文明要跟上物质文明的
脚步并走在物质文明的前面，让不同阶层的人都找到价值的
栖息、意义的归宿。

针灸的感悟篇二

人生的智慧，就是教你如何尽量幸福、愉快地度过这一生。
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生来就是来遭受痛苦的。所以，我
们应该找到对策。那就是以快乐对付痛苦。

关于这方面的教诲在哲学上可称为“幸福论”。

如何才能幸福地生存下去。因为，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所以，幸福的生存绝对优于非生存。即死亡。

我们依恋这一生存，是因为因为这一生存本身。而非出于对
死亡的恐惧。所作的妥协。而是主动地享受生存。并且渴望
这一生存能够永恒地延续。生生不息。

个人很喜欢他的这本书。很多地方甚至心有灵犀。达到了深
层次地精神交流。不知是悲哀还是可喜。斯人已逝。人类还
将生生不息。希望能与大家分享。一起成长。

叔本华说，意大利医学家数学家卡丹奴斯的《论逆境》与他



这本箴言书大同小异。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一部第五章里，掺进过简短的幸
福论方面的论述。

深刻而因此挑剔的哲学家尼采对他的哲学一度推崇备至。

英雄所见，略同。

但，愚人们——也就是各个时代数不胜数的大多数人——也
做着恰恰相反的同一样的事情。

正如伏尔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
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
的并没有两样。”

所以佛说，要苦渡众生。

人生的智慧，就是教你如何尽量幸福、愉快地度过这一生。
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生来就是来遭受痛苦的。所以，我
们应该找到对策。那就是以快乐对付痛苦。

关于这方面的教诲在哲学上可称为“幸福论”。

如何才能幸福地生存下去。因为，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所以，幸福的生存绝对优于非生存。即死亡。

我们依恋这一生存，是因为因为这一生存本身。而非出于对
死亡的恐惧。所作的妥协。而是主动地享受生存。并且渴望
这一生存能够永恒地延续。生生不息。

个人很喜欢他的这本书。很多地方甚至心有灵犀。达到了深
层次地精神交流。不知是悲哀还是可喜。斯人已逝。人类还
将生生不息。希望能与大家分享。一起成长。



叔本华说，意大利医学家数学家卡丹奴斯的《论逆境》与他
这本箴言书大同小异。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一部第五章里，掺进过简短的幸
福论方面的论述。

深刻而因此挑剔的哲学家尼采对他的哲学一度推崇备至。

英雄所见，略同。

但，愚人们——也就是各个时代数不胜数的大多数人——也
做着恰恰相反的同一样的事情。

正如伏尔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
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
的并没有两样。”

所以佛说，要苦渡众生。

针灸的感悟篇三

自我反省就像是长胖一样，我终究要直面的。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是空的。骨子里缺少骄傲，
脆弱又虚荣，眼泪会不请自来，嫉妒会如影随形。另外，最
难过的是，风一吹就站不稳，所以我常常捡他人的想法放在
自己身体里，今天捡你的，明天捡他的。

有时候耍小脾气，干脆就让身体空着。我就会像气球一样飞
起来，飞得高高的。众人却抬头仰望：“哇，你好棒。”我
兴高采烈地享受这份褒奖，然后得意忘形的飘向远方，竟忘
了目标。

不可否认众人有意无意的夸奖增强了我生活的勇气，正如我



在受到别人轻视、不敬、怠慢时，会难过、伤心，会有深刻
的创痛一样。众人的夸奖向我允诺：众人会联合力量给予我
保护和帮助，凭借这股比自身力量强大得多的防护墙，我就
可以对抗生活中的灾祸和困顿。我，才有了底气。

但叔本华说，这是虚无的。“就算是强有力的手臂，如果甩
出的是一件很轻的物体，那也无法给予这轻物足够的力量让
它飞得很远，并且有力地击中目标。这轻物很快就会坠落地
面，因为这轻物本身没有物质性的实体以接收外力。”

于是我想，如果有朝一日，那些花花绿绿的语言大厦，还有
逝去的时髦留下的漂亮空壳，当他人望向我内在的时候竟发
现一切都是空架子——这会沦为怎样的笑柄啊。这不是我想
要的。

我继续读他的书，他谆谆教诲——

1、“伟大的心和伟大的头脑所具备的价值和幸福全在于它们
的自身。”——我不能靠他人而活，应该反观内心。

2、“每个人的世界到底是贫瘠的、浅薄的和肤浅的，抑或丰
富多彩、趣儿味盎然和充满意义的——这视各人头脑而
定。”——喂养自己的不能只是虚荣这种食物。

3、“要过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并且能从生活经验中汲取一
切有益的教训，我就必须勤于反省，经常回顾做过的事情和
曾经有过的感觉和体验。”——这是很好的建议。

4、“一个人是否具备价值只能取决于这个人在别人眼中所呈
现的样子，那这样的生存将是悲惨的。”——做自己的主。

5、“每一个人首先是并且实际上确实是寄居在自身的皮囊里，
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见解之中；自己的幸福，其重要性百倍于
他人对自己随心所欲的看法。”——自己很重要。



......

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今天我有了自己。骨子里面装什么，
心里装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渐渐有了一分明白，如
脚踏实地般安稳。

那么，你是谁？

针灸的感悟篇四

花了一天的时间，拜读了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敬佩不
已。现在欣赏到大师级的文字、音乐，常常由衷的发出敬佩
的感受。人类的感情中，嫉妒是很普遍的，罗素说过，女人
对世界上所有其他女人都有可能产生嫉妒，男人则通常对同
行的男人产生嫉妒；幸好，上帝还赋予了人类另外一种高尚
的感情，那就是敬佩。希望自己能够多发展敬佩这种感情，
也许将来会有时间和意愿去欣赏艺术、美术、雕塑之类的内
容，但就目前而言，书籍、文字可能是最容易得到，内涵也
最丰富的艺术形式。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常常被叔本华的比喻引得忍俊不住，虽
然这本书完成的时代在叔本华的后半生，但在这本书中，叔
本华常常表现的像个自负的孩子，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异常热
烈的表示支持，用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个人的生活作了最好的
注解。举几个让人非常耳目一新的见解：

痛苦和无聊是人生幸福的两个死敌。每当人们远离其中的一
个，就靠近了另外一个；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与对无聊
的感受能力成反比。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智
力的平庸和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
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理性的人们追求的不是快乐，而是没有痛
苦。亦即：所有的快乐，其本质是否定的；而所有的痛苦，



其本质确实肯定的。举个例子，哪怕你平常生活的90％都是
顺利的，你很少感受到这些顺利给你带来的快乐，即使有，
也只是转瞬即逝；但只要有些微的痛苦，比如说牙疼、损失
少许钱财，这个痛苦都会时时的拜会你，给你带来深刻的印
象。因此，快乐只是表象，无法持久，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
的，世上人们都去追求快乐，感官上的，情欲上的，权利上
的，但殊不知，只有痛苦是持久的。因此，与其追求快乐，
不如避开痛苦。

独处的好处，一个人只有感知能力非常丰富，对别人的依赖
性很少，才能从独处中自得其乐，而独处对于天才而言，则
更是必需的部分。一个无法忍受，无法从独处中获得快乐的
人，其思想和智力，都是贫乏的，是这世上大多数庸俗的人
的一部分。想想你可以避开的哪些俗不可耐的人，你一定会
好好享受独处的好处。

哲学家，是探索人类灵魂的先行者，是人类思想文明的开拓
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被当时所理
解，但最终真理就是真理，即使过了几百年，也会被重新认
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在当代就被大家赞扬的杰出人物，
往往死后会被遗忘。因为天才就是引领人类的火把和旗帜，
他们永远前行在大多数人的前面！

针灸的感悟篇五

近来阅读了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一书，颇多感触，写出
来与大家共享。

《人生的智慧》是叔本华1850年写的《附录和补遗》中的一
部分。叔本华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观
主义创始人。他一生未婚，没有子女，以狗为伴。他的作品
蕴含着丰富而伟大的哲学思想，但早期的作品并不受到同行
们应有的欢迎和理解，当然也不会得到世人认可和赞许。金
子总是会发光，在去世的前几年，叔本华终于获得了他早应



获得的名声。

书中讲述了，决定人生命运的根本区别在于三项内容：人的
自身，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和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人
的自身对于造成人们的幸福抑或不幸福会产生根本和彻底的
影响，它包括人的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精
神智力及其潜在发展。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亦即财产和其
他占有物，对人的幸福的影响仅次于人的自身。人向其他人
所显示的样子，是指人在其他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亦即人
们对他的看法。他人的看法又可分为名誉、地位和名声。这
些对人的幸福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微弱的。

我们应该爱护，培养和发展我们的自身，因为它是我们得到
幸福的关键，对我们的幸福起决定性的作用。最直接带给我
们幸福的莫过于轻松、愉快的感官，因为他所带来的好处是
即时呈现的。一个人如果他能时刻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那么幸福就会想他招着手走过来。所以乐天派是幸福的，他
们总能找到高兴的理由，拥有轻松、愉快的心情。我们的幸
福取决于愉快的情绪，而愉快的情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状况。健康的体魄，会使我们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专注于
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没有人会愿意像病人一样躺在床
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一生，因为健康的乞丐比染病
的君王幸运。叔本华认为最大的愚蠢就是为了诸如金钱、晋
职、学问、名声。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两者
之间。当距离痛苦越远的时候，我们离无聊就越近，反之亦
然。生活的艰辛和匮乏产生痛苦，而无聊来自丰裕和安定。
普通民众为了温饱和免于饥饿，和痛苦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
争。富人却不得不面对无聊连续不断的袭击。

金钱之于人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人们总是夸
大了金钱的作用，以至于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使用了一些
卑鄙下流的伎俩。这样做的后果是幸福离他们越来越远，因



为伤害了自身，与高贵的人格是背道而驰的，也损害了自己
的名誉，尽管名誉对于我们的幸福没有我们的自身和拥有的
身外之物更有优势。人们希望得到足够多的钱，好让他们的
后半辈子免于因为钱而造成的不幸，然后疯狂地追逐金钱，
当赚到的钱能让他们安享晚年的时候，他们又有了新念头要
让下一代能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于是又开始追逐金钱的行
动。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喝的海水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
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因为他们追求财富的欲
望总是在不断地膨胀。金钱可以为我们解决吃饭、穿衣、住
房的问题，还可以为我们生病时提供医药费和一些意外事故
的花费。这也是金钱的真正意义。至于购买华丽的服装，闪
着耀眼光芒的珠宝首饰，名贵的跑车，还有结婚祝寿宴请时
铺张排场，都是浪费金钱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对于
我们的幸福并没有多么大的好处。

地位、名誉、名声对我们人而言都是奢侈品，我们不应该过
分地追求，更不要将它们视为生命的支柱。上述三者都是别
人赋予我们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可能随时被别人收
回去。其实得到名誉并不难，只要恪守本分，兢兢业业，它
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因为名誉的要求就是做好你该做的
事情。一旦你没做好一件事情，或者没去做一件本该有你去
做的事情，那么名誉就会从你身边溜走，而且一去不复返。
名声被视为名誉的孪生兄弟，名誉会死，而名声却永恒的存
在。正因为得到后可以永恒的存在，所以得到名声是很艰难
的，在得到它之前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贝蒂在《吟
游诗人》中写道：高傲的名声殿堂闪耀在陡峭的山上，要爬
上去是多么的艰难！显而易见，要得到这一奢侈品并非易事。
很多做出过非凡成就，写出过卓越作品的人，在获得了他们
应有的名声之前，就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做出非
凡成就和写出卓越作品的年代，这世上并没有比他们伟大智
慧和思想稍微差一点的评论家，更没有和一样拥有伟大智慧
和思想的头脑。直到后世，诞生了天才，他们智慧和思想才
开始被大众所知道了解，并且名声大噪。本书的作者还是幸
运的，在他永远地闭上眼之前，世人就将显赫的名声赠予了



他，尽管此刻他站在路的尽头，老迈的头颅已经无力承受月
桂花环。

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非常乐意使用和维护这
种权利。但如何才能利用好这种权利，让我们从这权利中受
益呢？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不可逃避的问题。从我做起，从
人的自身开始，培养我们良好的道德品格，发展我们丰富精
神思想，锻炼出我们健康的身体。钱不要太多，但不需能保
证我们的正常生活不因钱的缺乏而受到干扰。地位、名誉、
名声，我们不必强求，做好本职工作，热衷于自己的事业。
做到了这些，你会发现，幸福的翅膀长在自己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