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沉思录心得体会不少于(模板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想要好好写一
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
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沉思录心得体会不少于篇一

《沉思录》是古罗马哲学家马尔库斯·奥列留的名著之一，
它记录了他的思考和领悟。读完《沉思录》之后，我深感受
益良多，对于人生的思考有了新的启示。下面我将从以下五
个方面，分享我的心得体会：心灵的清明、人生的短暂、改
变和接纳、即时行动、成长的力量。

首先，读完《沉思录》让我深刻认识到心灵的清明和淡定的
重要性。奥列留强调通过冥想和审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得
到净化和平静。他认为，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困境，只有内心
清澈平静，才能正确应对。这给我启示，面对困境和压力，
我们要学会冷静思考、审视自己的内心，不被情绪左右。只
有心灵清明，我们才能抵御外界的干扰，保持内心的和谐。

其次，《沉思录》中奥列留多次强调人生的短暂和无常。他
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因为时间转瞬即逝。读完这本书，我
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每天被琐碎事务填充的生活，
让我们容易迷失在消耗和忙碌中。而奥列留的思考让我醒悟
到，我们应该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用时间去创造和体验，
而不是浪费在无谓的冲动和短暂的享受上。

第三，《沉思录》鼓励人们主动去改变和接纳，以应对人生
中的起伏和变化。奥列留认为，人生是变化的，苦难是不可
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看待问题
的方式，以更好地应对困境。他提出的“接纳命运”的观点，



让我明白了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不抱怨，而
是努力适应并改变。

第四，《沉思录》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不停欲望，
立即行动。”奥列留强调及时行动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多的
思考和拖延会使我们失去机会，让生活浪费掉。这一点给了
我很大的启示。在过去的人生中，我曾因拖延和犹豫而错过
了许多机会。阅读《沉思录》后，我决心将“即时行动”融
入生活，不再等待机会降临，而是主动追寻和创造机会。

最后，《沉思录》中奥列留的思考让我领悟到成长的力量。
他鼓励人们在面对挫折时勇敢前行，将困境视为成长的机遇。
他认为任何一次失败和痛苦都是生命中的宝贵经验，只要能
从中吸取教训，对于未来的发展便有所帮助。在生活中，我
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但只有通过努力与反思，
我们才能真正成长，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综上所述，读完《沉思录》让我深受启发。通过冥想和内省，
我们可以清晰自己的思绪，保持心灵的清明和淡定；认识到
人生的短暂和无常，珍惜当下，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改
变和接纳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改变自己
的态度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即时行动让我们不再拖延，勇敢
追寻和创造机会；同时，挫折和困境是成长的催化剂，只有
通过努力与反思，我们才能真正成长，取得更好的成绩。读完
《沉思录》，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将这些启示应
用到生活中，我相信我能更好地面对人生的挑战，追求更有
价值的人生。

沉思录心得体会不少于篇二

小说描写了特区中学生斑斓多彩的生活，同时对社会生活进
行多视角思索，用少年的意识思考着师长，并以轻盈的笔触
加以勾勒和描画，字里行间流泻出理想的光彩，呈现出青少
年阳光沐浴下的绚丽世界。小说中写的是一群在改革开放前



沿的青少年，他们虽然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却极鲜明地表
现出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个性特征。小说《花季雨季》真切地
折射出这一代人的心绪情感、思想轨迹和理想追求。

其中有一个情节，使我感触较深。

这章节提及了一场由一张画像引出的事端。它记叙的是在一
节邝秉文老师的历史课上，王笑天本想扔自己的“新作”给
余发欣赏欣赏，却扔到了陈明身上，陈明以为是余发扔的，
又给了余发，余发信手写了“邝秉文像”，扔回给陈明。可
一扔，扔到了讲台前。老师把责任全都加在余发身上。尽管
余发一再解释，可老师深信不疑。

在现实中，类似这样的情景是胜不枚数。老师不分青红皂白、
不问清楚事情的经过，就妄下结论，诬陷好人。因为余发平
时表现不好，就认定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做的，因为陈明平时
表现好，成绩首屈一指，就不假思索的认定他不会做出这种
无聊的事。就好像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犯人，难道他就不能
改过自新吗?难道世界上每一起案子都和他有关吗?难道我们
就能不经过考察情况就把他再次送进监狱?难道……可现在，
我只想对邝老师说一句：“如果你被别人冤枉，而自己也百
口莫辩时，你就能真正的体会到余发当时的痛苦!”

再说王笑天，我真的对他很失望。在前面情节他是热情、勇
敢、幽默。而现在?只有胆怯、怕事、逃避。敢做不敢当，枉
为男子汉。我们也应该站在老师的位置想想，老师岁数大了，
自尊心更强了，被同学当众丑化，肯定很气。

最后在王笑天的勇于承认错误下，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看了这本《花季雨季》，我懂得了许多，许多……青春是花
季，也是雨季，前面有多少梦想等待着我们去拥抱啊!



沉思录心得体会不少于篇三

《沉思录》是一些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朴实却直抵
人心。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沉思录心得体会，希望大家喜欢。

《沉思录》是一本启迪智慧、发人深省、可以促使人的世界
观与人生观得以纯洁而高尚的哲学自省书，是古罗马皇帝先
哲马可.奥勒留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它使人建立朴实的信仰
和高贵的道德，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庄严不屈的精神魅力。
温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并把它作为床头必读书籍。

《沉思录》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说教，却处处闪
烁着智慧的火花。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使在两千年后今天也
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作者从哲学高度对人生真谛进行思考，
深刻、睿智，让人高山仰止。读《沉思录》会让人在高雅思
想和纯净心灵中得到慰藉。初读之下，我有以下几点心得体
会：

奥勒留是位自然主义者。他对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与敬畏
之情，但不仅仅限于它的山山水水，而更强调尊重其客观规
律。他在《沉思录》中写道：“一切事物都是互有关联的，
连接万物的纽带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一个事物能够独立存在，
因为它们联系在一起，有秩序地组成同一个宇宙。只有一个
由万物集合组成的宇宙，也只有一位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明，
万物本是一体，遵循同一法则，有智性的生物中存在共同的
理性，共同的真理，对于这些本源归一、共享同一理性的生
灵而言，也就只有一个唯一的尽善尽美之境”。这一观点与
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人处事遵循客观规律，合乎自然法则，这就是人的理性，
而这种理性正是人生最大幸福之源泉，奥勒留对自己如是说。
“行事若能遵从理性，一心一意，坚定不渝，不急不躁，不



随便分心在别的事情上，保持内心的纯净正直，即使你随时
可能放弃生命——如果能做到这些，不奢求什么，也无所畏
惧，如果你现在的行为合乎自然，你从小到大所说的话没有
任何虚假，那么，你就能过得幸福;谁也不能阻止你获得这样
的幸福”。他还写道：“只要我们遵循着理性行事，便无需
畏惧，因为只要我们是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所做的合
乎本分，我们必定能得到自身的福利，也必定不会受到伤
害”。这是何等高度的思想境界。

通过上述思考，结合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习，我更加深刻的
认识到，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认识、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
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
一的。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坚
持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只有坚定唯物主义哲学观，
积极行动合乎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并获得幸福。

奥勒留在书中写道：“不要像一个被强迫者那样劳动，也不
要像一个将受到怜悯或赞扬的人那样劳动，而要使你的意志
直指一件事情，即像社会理性所要求的使你活动和抑制自身。
”

相应的，马克思“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思想，是从
真正的自由劳动所具有的特质出发,得出其成为人们生活的第
一需要这一命题: 当生存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真正自由的劳动作为自我实现的过程将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
要的需求;真正自由的劳动在于真、善在劳动中的统一,使得
劳动具有美的性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劳动将对应着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可阻挡的历史规律。

我认真的思索，劳动自然首先是为了生存。当生存被劳动满
足之后，劳动又是为了什么。多少人是为了所谓的“舒适”，
又有多少人是为了取悦他人?我想两者都不会从劳动本身得到
快乐。劳动也是生存的方式和目的，本质是自然。能够符合



自然的劳动者才是快乐的，能够创造这样劳动氛围的人才是
高尚的。

《沉思录》非常关注人的修身养性。作者要求自己至少应该
做到：其一，意志要坚强。“每时每刻都要保持意志坚定，
像一个罗马人、一个大丈夫那样，一丝不苟地、保持尊严去
完成要做的事情，始终怀着友爱、自由和正义之情感去行事，
心理不要存有其他念头”。其二，贪欲要抑制。“追求不可
能的事情便是疯狂，但恶人做事不可能不疯狂”，他认
为：“由欲望而引起的过错比愤怒引起的过错更应该受到谴
责。因为当一个人愤怒时，他是由于某种痛苦或内心的煎熬
而失去了理智，但那些受欲望驱使而犯罪的人却是因为经不
住快乐的诱惑，他的过错也就更不道德、缺乏男人应有的自
制力”。他告诫自己：“你所没有的东西，不要想入非非，
梦想着已经得到了，要从你已经拥有的东西里面挑出那最好
的，想想看，这些东西倘若你现在不是已经拥有，你该多么
渴望得到啊”。其三，思想要公正。“什么才是值得我们追
求的呢?只有一件：思想公正，行为无私，为人诚实。对于所
经历的一切都淡然愉快地接受，从不大惊小怪，因为这一切
都源于同一个命运的安排”。他在内心里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做事不要违心，不要自私，不要轻率，不要三心二意;不要
用华丽的言词来装饰你的思想，也不要喋喋不休，或好管闲
事”。

坚强意志、克服贪欲、端正思想。说的多好啊!内心的自由，
来自于执着，不是对表象的执迷，而是对内心准则的坚持。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只有不断的自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
养，才会产生坚定执着追求的勇气，才会获得内心自由的幸
福。

这部哲学著作博大精深，本人阅读欣赏获得点滴体会，留做
温故知新。奥勒留的《沉思录》，帮助我们反省过往、思考
未来，我也必将常读常考，以作鞭策。



其实我是更喜欢读小说的，但偶尔也会附庸风雅地读点其他
书籍，就象网络红人凤姐的搞笑名言“我经常看的都是社会
经济学和一些文学类的著作!比如说《知音》和《故事会》”。

但《沉思录》除外，这是我自觉的想去看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好书，好书可以让你读得越多，收获的越多，并获
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本书来自于一个罗马皇帝的人生思考。
马可·奥勒留，一位卓越的罗马帝王哲学家，他没能阻挡罗
马帝国的轰然倒塌，但是却用自己一生的思考，为无数寻求
生命更深层境界的人，铺设了灵魂的阶梯。用他的《沉思录》
为我们净化心灵，洗去俗尘。

这是一本哲学书，崇高却不失质朴。它不如尼采的哲学思考
深刻，也不同于《心灵鸡汤》《苏菲的世界》等速食类哲学
著作琅琅上口，这是一本用灵魂写成的书。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
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
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德国
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当n年前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只
觉得这话说得好，有大师风范，但并不了解它的深意。直到
我读了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后，才忽然对道德和人性
自身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对宇宙、个体、时间、灵魂、生
死、痛苦、神、相处、德行、理性等事物的深刻思考，不乏
睿语箴言，令人启发与品味。不要说这是xx年前的帝王思想，
即使是现在，同样会令人景仰。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古训我们都知道，但是在现实工
作和生活中，却不容易做到，所以马可说，“不要不情愿地
劳作，不要不尊重公共利益，不要不加以适当的考虑，不要
分心，不要虚有学问的外表而丧失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成为



喋喋不休或忙忙碌碌的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多将思想放
在自己的身上，每日三省，想想自己能为家人、为社会做些
什么，注意别人的缺点和行为，将使我们忽略观察我们自己
的缺点和行为。

在《沉思录》里，始终贯穿着了解剖灵魂和对自己的告诫。
比如他在书中这样对自己说道：“你错待了自己，你错待了
自己，我的灵魂，而你将不再有机会来荣耀自身。每个人的
生命都是足够的，但你的生命却已近尾声，你的灵魂却还不
去关照自身，而是把你的幸福寄予别的灵魂。”他总是这样
在书中狠狠地拷问自己。也许我们的精神水平尚不能到达这
样自我批评的高度，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接受《沉
思录》给我们灵魂的洗礼。

这也是一本晦涩难读的书。除了印刷精美，以及温和克林顿
点睛的评语吸引人之外，以猎奇的心情也许会令人失望，内
容也谈不上引人入胜。有的，只是信手拈来的平铺直叙。宇
宙、神、理性、道德……等抽象的概念充盈其中，晦涩而略
显拗口的语句，也许浸润着译者对原著的忠诚。但是，这丝
毫不能阻碍它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经典之一。正如译者、
北大教授何怀宏先生所言，“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
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
候。近两千年前有一个人写下了它，再过两千年一定也还会
有人去读它。”

《沉思录》是一些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朴实却直抵
人心。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写的《沉思录》，是通过自己的眼睛
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悟人生，对事物、对人类的独立
思考和自我认识的一种心灵解读，是追求灵魂净化和内心和
谐安宁的思维记录。对于一位科研工作者而言，该如何应对
浮躁的世界、正确看待人生和科研工作颇有启发和收获。读
完此书，主要有以下几点启发和思考：



《沉思录》作者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结和合作的，
人是宇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复强调人的社会性，人不
是孤独存在，因果的织机永恒地织着与你相关联的线。这种
朴实的辩证唯物论思想，对于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整体而存在。使自己
脱离他人，就好比是使自己变成脱离身体的一只手或一只脚。
人是理性的，应该按照本性生活，做一个真正、高尚、有道
德的人。人与宇宙世界的关系是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每一个
个体的优劣关系着整体的和谐和稳固，每个人都向往和谐美
好的生活，这就需要每个个体努力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不
断完善自己，对待构成社会环境的人们彼此友爱、忍耐和包
容，少些抱怨、多些关爱和理解，因为组成社会的每个人有
着不同的个性和脾气，同时也会因生理和其它原因而有不同
的心境和心情。维护和谐社会，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
个人都不能忽视了自己对整体的作用和力量。如文明洁净的
生活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不乱扔垃圾或主动维护环境
卫生，虽然事小，但作用和意义巨大。这不仅是个人行为，
它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整体，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世界观。
如遇到不顺的事情，不要随意和一味地责怪他人，应首先要
检查自己做得对不对，学会沟通和交流，凡事尽力做到以身
示范、以身作则、以理服人，打造良好融洽的社会氛围与和
谐的社会环境。以积极的心态认识社会，正是因为一个个多
样的个体存在，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才使大家的生活
丰富多彩，与人同行，不再孤单寂寞。

《沉思录》强调热切地追求你认为最好的事情，遵从你自己
的和共同的本性生活和行事，强调有原则、讲仁爱，学会原
谅和理解。我们的党是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我们的组织是
有铁的纪律和严格原则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自律自
爱自尊，坚持原则，做到最好。但我们的每位党员都是一个
个有知性有情感的人，都有可能不自觉地做错事情，我们应
该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人为本，不是生搬硬套地讲教条，
而是应该体现鲜活的人的特点，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相互
鼓励、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是



生冷地讲原则，而是学会换位思考，做好思想工作，让每一
位成员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自发地产生回归感，自然而然地
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沉思录》强调的师法自然、个人和整体的关系，对我们的
科研团队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科研需要创新，需要突破。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研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一项具
有先进性和突破性的科研工作，将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
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技术，单靠一个人是很难较快地完成
的，需要团队的协作和配合。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创新团队，
一定是一个由各种人才和具备多学科知识的专家组成的，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特点，每个人都有思想闪光点，不要
忽视任何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很可能某一人忽然的思想灵
感都将可能成为科研创新的核心和突破点。一个人的能力不
是万能的，科研工作者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师法自然，深入
实际，激发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充分挖掘科研人力
资源，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开创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也才
能最大程度发挥科研创新的力量。

通读《沉思录》，个人的总体体会是，众生平等，要有一颗
仁爱之心善待与你相处的每一个人;以善抑恶，修身养性，以
平和宽容的心态学会接受，做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遇事坦
然面对，不受干扰，勇于承担。用自己一颗高贵、仁爱、真
诚的心，去感化世界，去融化冰冷的心，去呼唤良知的回归。
学会自律知足，知足常乐，就会驱赶走失落感，抹平不良的
情绪和受伤的心灵，平和地处事，生活就会有较强的满足感，
不抱怨，朝着正确的方向勇往直前，乐观生活，笑对人生。

读完《沉思录》，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总感到作者在高
贵、沉静心灵背后的一种无奈，面对无能无力或不好的事情，
被动地接受和承受，使人缺乏振奋感。全书贯穿着“我做好
自己即可，别人或身外的事我无能为力”的一种思想，不要
以恶报恶，而是要忍耐和宽容，要恶人不作恶，就像让无花
果不结果一样不可能，我们只要完成自己的义务就够了，这



是我不赞成的。需要包容不等于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每个
社会的人不仅有自律义务，也更有一份社会的责任。一个良
好社会的秩序，是依靠惩恶扬善维持的，若当满大街都是小
偷，却没有人去见义勇为，没有人阻止，社会就将陷入一片
混乱，人们的生活就将极不稳定。对于社会的不良现象，我
们应该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力量，积极地阻止和纠正，勇于
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维持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稳定，维持我
们美好的生活环境。

沉思录心得体会不少于篇四

《沉思录》是古罗马政治家、将领、哲学家马尔库斯·奥勒
留所著的一本入门级哲学书籍。这本经典著作以其简洁明了
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震撼了无数读者。在阅读《沉思录》的
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很多关于人生和处世哲学的精髓。下面
将从五个方面分享我的体会。

首先，《沉思录》给了我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启示。奥勒留强
调修炼心灵、追求德行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要时刻保持
良好的品德和高尚的道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
值。阅读这本书，我深刻感受到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只有将
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摆正，才能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人。

其次，《沉思录》让我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奥勒留
指出，人的一生犹如一粒沙，转瞬即逝。他提醒我们要珍惜
每一天，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阅读这本书，我对生命的宝贵
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琐碎
的事情上，而是要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追求真理和美好，充实
自己的内心世界。

其次，《沉思录》帮助我理解了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奥勒留
在书中表达了他对于生活中困难的坦然面对和积极应对的态
度。他认为，遇到困难时，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本质，



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人生的挫折
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只有勇敢面对和积极解决，才能不断成
长和提高。

第四，《沉思录》让我认识到了心灵的平静与内在的力量。
奥勒留引导人们通过沉思和反省来调整内心，增加心灵的力
量。他鼓励我们保持冷静和平静，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阅
读这本书，我明白了心灵的平静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只有拥
有内在的力量，才能应对外界的纷扰和考验，走出困境。

最后，《沉思录》启示我要关注他人和社会，积极推动社会
进步。奥勒留坚信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都需要彼此的
帮助和支持。他呼吁人们要热爱他人，关心社会的发展，并
为之做出积极的贡献。读完这本书，我深受鼓舞，意识到作
为一个公民和社会的一员，我有责任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为他人带来帮助和快乐。

通过阅读《沉思录》，我获得了很多关于人生和处世哲学的
智慧。这本书让我深思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认识生命的无常，勇敢面对挫折和困境，培养心灵的平静与
内在的力量，并关注他人和社会。我希望将这些体会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成为更好的人，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绵薄之力。

沉思录心得体会不少于篇五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
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
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
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
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



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
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
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
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
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
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
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
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
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
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
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
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
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
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
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
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
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
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
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
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
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
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
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



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
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
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
“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