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吃亏是福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心得体会对于我们
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吃亏是福心得体会篇一

贴“福”字是为祈祥求吉，那么究竟过年为什么要贴福字呢?
有什么来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春节习俗贴福的来历，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据《梦梁录》
记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
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
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
的“贴春牌”即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

专家说，贴“福”字是为祈祥求吉。据传说，民间贴“福”
字之风开始于姜太公封神之时。各路神仙分派妥当之后，姜
太公的老婆也来讨要神位，姜太公无奈，便把她封为“穷
神”，并规定凡是贴了“福”字的地方不能去。于是，老百
姓便家家户户贴“福”字，燃放鞭炮，驱赶这个不受欢迎
的“穷神”。

但这毕竟只是民间传说。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的“福”字
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上，即已有不
同结构的“福”字。此后随着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
书等字体的出现，“福”字书法越来越多，越来越艺术化，
后人集书的《百福图》《千福图》则集中了“福”字的各种
写法，让人美不胜收。



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
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到
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

“福”字倒贴在民间还有一则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年
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
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
字。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
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
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
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
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璋说：
“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
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
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
念马皇后。

“福”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约有三千年历史。甲骨文中的
福字，是装酒器具在神前的形状，因为古人用酒象征生活富
裕。

现今的福字，由示、一、口和田组成：示，指神祗;田，指耕
地、打猎;一字，按《说文》解释说：“一，惟初太始，道立
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口字，《说文》说：“口，人
所以言食也。”在这个福字上，寄托了老百姓祈求得到田地，
以满足温饱需求的愿望。

把福字贴在门前，文字记载有宋代吴自牧的《梦梁
录》：“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
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贴春
牌”，就是把福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前。由此可知，贴
福字的风俗，至少从南宋已经开始，历史可谓悠久。



前年深秋，曾在恭王府花园里看到康熙写的福字。公元1673
年，康熙为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写下了著名的“长
寿之福”。这个福字如果仔细品味，就会发现里面暗含“多
子、多才、穴财、雪、多田、多寿、多福”数个汉字，字形
窄而狭长，民间称之“长瘦”，这是古往今来绝少的“五
福”合一之福、福寿合一之福。康熙一生酷爱书法，虽然书
法极佳，却不像他孙子乾隆那样到处题字。所以，康熙御笔
题字，流传最少。据说康熙一生流传的字，就剩三个字，一是
“无为”，一是“福”。

吃亏是福心得体会篇二

我所到之处看到门上的“福”字十家有九家是倒着贴的，我
问妈妈：“为什么‘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妈妈
说：“‘福’字倒着贴是为了取它的谐音，即‘福到’的意
思。代表吉祥如意、福气多多的意思。”可究竟是什么时候
开始留传的呢？妈妈说不清楚。于是，我决定到网上去查个
水落石出。

一查，答案出来了，原来是来自一个错误。

相传明王朝建立不久后的一个除夕，皇上朱元璋微服出访。
看到京城张灯结彩，一派歌舞生平的景象，十分高兴，但他
转了几条街，却没有一副对联是歌颂他自己的，他的脸立刻
阴下来，一个侍从看出了他的心思，建议他让天下百姓都裁
一方红纸，写上个“福”字贴上门，便是陛下年年幸福临门。

朱元璋立即让京城的每户人家都贴上福字。可是有人在
贴“福”字的时候，将“福”贴倒了，朱元璋正要发作，大
臣刘伯温即哈哈大笑，连声叫好：“倒”字与“到”同
音，“福倒”便是“福到”啊！朱元璋一听有理，于是转怒
为喜，奖赏了把“福”字贴倒了的户主。



这事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年，城里的人全都把“福”字倒着
贴了起来，从此以后，“福”字倒着贴成了一种习惯做法。

看了这个故事，我不禁想起“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诗，不
过在那个年代，龙颜大怒可是要死的，幸好刘大臣有三寸不
烂之舌，不但救了那户人家的性命还造就了一个千古的习俗。

吃亏是福心得体会篇三

大家知道，春节为什么倒贴福字吗？这来源于一个传说。我
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有一次，皇上打扮成村民，去看自己的老百姓。他走着走着，
叽叽喳喳地声音将他愉快的心情破坏了。

“那皇上，多小气，打水也要钱！”一个女声愤愤地说。

“也不多留点地，走来走去，人挤人！”另一个人粗声粗气
地说。

皇上听了，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帮没良心的人！给你地儿
住，给你水喝，还给你土地，你还不服气，真是没良心！晚
上叫人灭了这家人！”皇上把福字倒过来，做了一个记号。

善良的马皇后听说了，暗暗下令让百姓们把大门上的福字都
倒过来，并让人放出消息，说福倒过来就是“福到了”的意
思，百姓们都高兴地接受了。

“别急，贴倒福，就是‘福到了’的意思，陛下难道不希望
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国家因此而得以兴旺吗？”皇后说。

就这样，贴倒福的习俗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现在。一是为
了求得来年的吉利，一是为了纪念善良可敬的马皇后。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是因善良而形
成的，而我们的国家也因为这些美好的传统文化而散发出灿
烂的光芒！

吃亏是福心得体会篇四

倒贴福字起源于哪个朝代（明朝）

倒贴福字也是一些人家的贴春选择。倒贴福字起源于哪个朝
代?下面是小编用心整理的倒贴福字起源于哪个朝代，如果大
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收藏并积极分享哟!

福字倒贴起源于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当年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
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
上贴上一个"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
了。

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
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下令御林军
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忙对朱元璋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
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皇帝一
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
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

扩展资料

福字不宜倒贴：

在我国民俗传统中，倒贴“福”字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地
方是在水缸和土箱子(即垃圾箱)上，由于这两处的东西要从
里边倒出来。为了避讳把家里的福气倒掉，便巧用“倒”的
谐音字“到”，倒贴福字。



用“福至”来抵消“福去”，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另一个地方是在屋内的柜子上。柜子是存放物品的地方。
倒贴“福”字，表示福气(也是财气)一直来到家里、屋里和
柜子里。

至于大门上的“福”字从来都是正贴。大门上的“福”字
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一
种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
方，故应正贴。如时下这样，把大门上的“福”字翻倒过来，
则必头重脚轻，不恭不敬，有悖于中国“门文化”与“年文
化”的精神。

屋内的房门、柜子门等都贴“倒福”

这是寓意福气都到了家里

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味道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表示：这样的
现象很正常。近年来倒贴“福”字的流行，其实就是一种多
元的表达，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现代人通过
中国特有的语音谐音现象，来更直白地表达对新年心愿的体
现。

倒贴福字寄托了人们怎样的愿望?

“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
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
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这样自己家庭的
好运气就会比较多的。

恭王府说



恭亲王福晋一听，转怒为喜，心想：“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
恭亲王福倒(到)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一般的奴才，
还真想不出这招呢!”遂赏管家和家丁各50两银子。后来，倒贴
“福”字之俗由达官府第传入陌巷人家，贴过后都愿过往行
人或顽童们念叨几句“福倒了!福倒了!”以图吉利，大家一
般为的就是一个比较吉利的说发。

不是所有福字都要倒着贴，尤其是大门上。一些比较正规的
场合和迎宾待客的地方，如大门、院内客厅的显要处，福字
多不倒着贴，以示严肃庄重及对宾客的尊敬，对待别人的尊
敬就是这种方式。

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
的出入口，是表示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
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如果把大门上的“福”字翻倒
过来，则显得不恭不正，有失庄重，有悖于中国“门文化”和
“年文化”的精神，大门位置的福是比较重要的，可以正着
贴。

贴在大门的“福”字必须正着贴，寓意开门迎福，福气临门
的吉祥美誉，如大门的“福”字的倒着贴话，可就把福气倒
在门外了，跑到别人家里去了。大“福”字也得顺着贴，这
才能起到正福临门，否则把“福”字打倒了，不然自己的福
气就会悄悄溜走的。

吃亏是福心得体会篇五

无聊的暑假里，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厚厚的
《爱的教育》读完了。读完后给我的第一感触，那就是——
爱。这本书是以一个小男孩——安利柯的日记，来透视日常
生活中的学校和家庭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以及父母，兄
弟姐妹间的天伦之爱。

当你独自一人处理某件事情时，很孤独时，你会发现你的身



边也有爱。只是不在某个情况下，你没有那副善于观察与发
现的眼睛，一般时，你的眼睛对于身边的爱是处于忽略不计
时。

这时候你就会少观察到很多你平时观察不到的爱，让我们努
力发现爱，用书籍来开阔我们的“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