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周易读后感 周易个人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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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
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周易读后感篇一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在不经意间，我便经历了一场思想的熏陶。她默默无闻地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变迁;她慢条斯理地向我展示中国瑰丽的文
化;她她语重心长地教我做人的道理。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它是“五经”之
一，以占卜为形式，涉及哲学思想，认识宇宙，人类发展的
方方面面，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发
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
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
《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世界上千姿百
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
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
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
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
是或《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
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周易》
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是我国先人的集体创作，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里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也是



如此。孔子就说过人们“日用而不知”。今天，我们都还会
说道某某人阴阳怪气，某某人又变卦了，或者扭转乾坤，否
极泰来之类的口语和成语，而这些词汇都是直接从《易经》
里来的。

周易读后感篇二

华夏藏文

近读著名易学家宋定国教授所著《周易与人生》（东方出版
社2008年版），获益匪浅。

该书从《周易》之经、传中选取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最富
蕴义的名句，按不同观点归类，分十六篇加以注释、阐发。
既注意正本清源，揭示其准确涵义，又坚持古为今用，根据
当代人的实际进行阐发，力求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
本书，了解《周易》这部中国古代典籍的丰富内涵，从中受
到文化上的启迪和理义上的熏陶。

该书每篇分若干条目，每一条目又各含多少不一的语录。而
每一语录则均按原文、注释、原意和意义四个层次进行诠释。
既突破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传统模式，又区别
于当今流行的按原文逐条译解，互相转抄，大同小异的作法。

该书打破原作的体系，按不同观点归类，是一本语录式的图
书；站在人类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立论、行文，读者不受种族、
国度、阶级（层）、党派、信仰、职业和性别等的限制；行
文晓畅简明、通俗易懂。

正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为该书作的序中所说：“《周
易》经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文化宝典，其中含有多方面的智
慧，反映了多方面的客观规律。《系辞》上传说：‘《易》
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下传说：‘《易》
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是



《周易大传》对于《周易》古经的概括和赞颂。其实《周易
大传》的内容更是如此，更可谓‘弥纶天地之道’、‘有天
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也就是说包含了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多方面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丰富深湛的自然知识和
人类智慧。在今天看来，《周易》经传的许多内容虽然表现
了一定的时代性，但也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深湛观念。
„„宋定国同志运用新观点研究《周易》，撷取《周易》经传
中有关人生哲理的思想观点，加以会综诠释，编著成书。这
是一项新的探索，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来说，肯
定都是大有裨益的。”

该书是宋定国教授在其《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四川人民出
版社出版，1992年版）和《周易人生醒世真言》（广西人民
出版社1993年版）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修订后再版的。比较
三个版本就会看到，宋先生绝非像某些人将同一版本的内容
改头换面地重出那样，而是每个版本都至少有三分之一内容
的修订，其中既有在篇章和内容上的增加、完善，也有在具
体文字上的删节、修改，表明了作者严谨治学和较真的著述
态度。

同时，当我们今天似乎听惯了关于《周易与人生》这一话题
的谈论时，不能不很自然地联想到，是宋定国教授从上世
纪90年代初起，首先另辟蹊径，开始将《周易》这部迄今所
知中国最早的成书，明确地与“人生”大课题联系起来，打破
《周易》《经》《传》的原有体系，撷取其中有关人生哲理
的思想观点，加以会综诠释，编著成书，从而开创了一条关于
《周易》研究的新的探索之路。正如著名中国哲学史大家、
一代宗师张岱年先生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无论对于学术
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来说，肯定都是大有裨益的。”（萧东生）

周易读后感篇三

作者：张馨予。《读书求学》这篇文章讲了：《周易》是中
国周代的典籍，被尊为“群经之首”。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



根本和源头。后来孔子读《周易》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把
串联竹木简的牛皮带子都磨断了还几次了，换了许多次新带
子。这使得他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中也有多处引用了《周
易》的词语。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叫作“韦编三绝”，以此
来形容孔子勤奋好学。

这使我深受启发：我应该学习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有时候
我学习累了、遇到困难了，我总会用孔子“韦编三绝”的故
事激励自己。孔子都那么老了，学习起来不叫累，我才开始
自己的学习生涯，怎么能叫累呢？到了三年级，我的作业越
来越多了，学习各种知识也越来越难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
不会做的题目我就反复想，反复试算；背不下来的古诗，我
就每天坚持熟读，坚持一天背一首，不断积累；画不好的导
图，我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修改，疏理思路，不断完善；
弹琴也是一样，九级的曲子难弹篇幅又很长，我就一只手一
只手的学，每天坚持联系，纠正指法，增加连贯性和节奏感，
不断熟练。渐渐地，我也养成了勤奋努力的学习习惯，持之
以恒不叫累，奋发图强不怕苦，不断弥补自己不足的地方，
让自己各方面的成绩稳步向前。

周易读后感篇四

作者：韩雅讯。《周易》与《书经》主要写了，诗经、书经、
易经、礼记、周记、春秋合称为六经，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
都应当仔细研究其中的道理。周易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
本与源头，《尚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重要
作用。孔子年老时，回家乡编书和讲学，但仍坚持学习。因
为读的遍数多了把串联竹木简的牛皮带子都磨断多次，以此
形容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

读了这篇文章我们要学习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以后我在读
书时，也要做到认真阅读，不断的积累知识，充实自己。因
为孔子就是用毕业生的经历，勤奋学习增长知识的。我们拥
有这么优越的学习条件，更应该努力，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



的作业，自觉背诵，把每天的学习内容当天掌握，扎实读书，
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周易读后感篇五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
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
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关于周易的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篇一：《周易》读
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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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周易》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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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三：《周易》读后感

当电子书取代了纸质书籍，当浅阅读充斥社会，不禁感叹：
经典，你在何方？其实，经典常在，只是知音觅矣。暑假时，
我品读了群经之首——《周易》，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甚为经典，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内涵所在，因此，引起了我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书中说道：天的运动刚强劲
健，君子应像天一样，不断运行，不断努力，发愤图强。经
过一番思考，不禁发问：君子是不是只需不断努力就能成功？
我以为不一定。在我看来，这句话应该是“天健行，君子以
之自强不息”，天上的日月星辰在不断运行，君子通过顺应
这种规律，根据环境与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自己变得
强壮，生生不息。《逍遥传》中也提到：“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辨”，人生于天地间，应顺天而行，遵循事物的
正确规律和方法，而不是只让君子埋头苦干，不松干劲。在
我身边，不发努力刻苦之人，却为何有些成绩普普通通？爱
因斯坦说过：“成功=艰苦劳动十正确方法+少说空话”他们
缺少正确的方法而埋头蛮干，没有遵循客观规律，才会如此。
所以说，君子不仅要努力刻苦，还需顺应天道，才能使之自
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



应效仿它来增厚美德，客载万物。古德之心，泱泱中华之传
统。仁、义、礼、智、信五德修身，方可齐家治国，平天下！
成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意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的德之
师；义之忠，成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的德之将；礼之谦，成孔融“三岁让梨，尊长尚礼”的德之
贤；智之慧，成孔明“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的德之臣；信之守，成季布“一诺千金，千金难买”的德之
志。道德之心，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对道德的关注和讨论，是一个民族的道德自觉。如今，道德
失范现象层出不穷。最令国人尴尬的是老人倒地无人扶
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消失不见，但深入观察，
是因为“助人为祸”导致好人难做，不禁发笑：是老人变坏
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还有像广场舞的音乐声变成了扰民声，
共享单车乱象跌出，更有为制止“中国式过马路”而在街道
安装了智能过街的交通闸门，看到这里，我认为这些道德陋
习应从思想意识上纠正，而不是靠不必要的科技产物来进行
约束。老子说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无德。”真正有道者，其德行是自觉主动的，出于自然，所
以表面上没有“德”的痕迹，而那些被动的，刻意地去做已
不是有道德的表现，这种道德已经变质了。现代的物质文明，
呼唤着道德精神的指引。“不义富且贵，于我与浮云。”社
会竞争，不应该忘记我们身体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为
师者，以袁文婷为标，传道授业，德诲桃李；为官者，以沈
浩为标，廉政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商者，以海尔
为标，先义后利，商场竞争不忘道德操守。为国者，更应该
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规范法律法规，弘扬传统美德。日
本地震，我们以德报怨，积极的救援，才是一个国家应该有
的道德风范。

品读经典，我读懂了自强不息，正如梁启超所言：“君子自
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学者立志尤须坚
忍强毅，见义勇为，不避艰险。”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当代的君子们要不断为社会输送



正能量。读懂了厚德载物，正如梁启超所言：“君子接物，
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当
代的君子们肩负着提高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责任，让人们的
生存环境更加美好。不仅是个人，社会中也需要为政以德，
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国
家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富强民主。如此，才能启道德之心，
重振尚德之邦，展华夏雄。

品读经典，含英咀华，你会发现，经典的力量，从未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