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禅宗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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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读后感篇一

点亮心中的灯

趁着寒假，读完了一整套《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这套书
用讲故事的趣味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将中国智慧运
用于当下，我也能轻松读懂。而其中《禅宗故事》这本书中的
“觉悟的故事”最引我入胜。

故事中写道：一天晚上，德山宣鉴站在龙潭崇信身边。眼看
时间很晚，崇信说：“夜深了，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德
山宣鉴礼貌地打了声招呼，走出法堂朝外一看，说：“天好
黑呀。”此刻，崇信法师点燃一根纸烛，伸手递与德山宣鉴，
意欲与他照路使用。德山宣鉴伸手去接，崇信法师忽
然“扑”地一口将纸烛吹灭。此刻，德山宣鉴心中豁然开朗！

“你见到了什么？”崇信问。

“心中之灯。”德山宣鉴回答。

故事很简短但包含深意。就像这个单元的引子写道：“心中
一盏灯，天上万盏灯”。佛家认为佛法就像明灯，照亮黑暗，
其实“灯”就在宣鉴心中，靠自己来“点”。

我似懂非懂。但我明白此灯非彼灯。



夜晚，闭上眼睛，照常床头点着一盏小夜灯，我却始终睡不
着。前些天看的那场电影，稍有些血腥和恐怖的镜头画面总
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睁开眼，左瞧瞧，西看看，看
着孤单的书桌和红色的转椅，看着在“滴滴答答”不停地走
动的小秒针，看着天花板上的小丑吸顶灯，毫无睡意。

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开房门，我赶紧抬起头来，妈妈见状，
俯下身子，凑在枕边，轻声地责备了一句：“很晚了，怎么
还不睡呀？”我赶紧闭上眼睛，随后，感觉到妈妈的手摸了
摸我的头，又重新帮我盖了盖被子，然后隔着被子在胸脯前
拍着，很慢，很慢，很轻，很轻，轻到让你感觉不到。这感
觉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睡，妈妈吟唱《摇篮曲》
的温馨一幕。

“吱---”听见房门再次响起，我知道妈妈走了。我没有再睁
开眼睛，因为只有这样似乎还能感受到刚刚妈妈那双手还在
有节奏地拍抚着我，只是很慢，很轻，很温暖。

禅宗读后感篇二

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
的差异性而言，禅宗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有差异，这里是
从总体上论述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有：

1.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
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
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
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
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
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2.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
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



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
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
理想于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
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3.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重视结合中
土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如它继承
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
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
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
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外”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
道路。如上所说，禅宗主张在现实的感性生活中实现心理、
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
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过道家的原因所在。

综合以上对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和特点的简要评析，我们
似可以回答以下的问题：

1.什么是中国禅宗的禅?中国禅宗的禅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
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哲学、
生活艺术、心灵超越法。

2.什么是禅宗精神?回答是超越精神。超越是禅宗思想的本质，
超越现实矛盾、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心灵自由，是禅
宗追求的理想目标，它如一条红线贯串于整个禅宗思想体系
之中。

3.如何评价禅宗?禅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态度、终极关怀、超
脱情怀，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认的正面
意义的。在历史上，它对破产农民和失意士大夫、知识分子
起到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聚集山林，
过着农禅并重的生活，同时，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学家、
艺术家的欢迎和赞赏，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在当前
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取向失衡，道德水准下降，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倾向，我们若能
重视吸取禅宗的超越精神的合理内核，无疑有助于端正人们
的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

与禅宗的这种积极作用相联系，禅宗对客观环境和客观矛盾
的悲凉超越，对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消沉冷漠，则又是和
人类的物质需求相悖的。我们认为，人们面对大自然大宇宙，
也应当以现实的人文精神为主导，永不满足，不懈求索，依
靠智慧与创造、知识与科学的力量，不断战胜苦难，求得人
类幸福。如果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进而丧失了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与奋斗精神，是既不利于实
现人生的价值与光华，也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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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读后感篇三

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
的差异性而言，禅宗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有差异，下面小
编为大家搜集的2篇“大学生《禅宗》读后感2000字”，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专制和分散的自然经
济为基本特征。自中唐以来，这种社会格局的内在阶级紧张、
中央与地方摩擦、民族之间冲突，渐趋激化，适应破产农民
和失意的士大夫的精神需要，禅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
普遍流传。禅宗为解救人生的苦难而产生，也在解救人生的
苦难中发展，形成了一套人生价值哲学体系。禅宗思想体系
包括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体悟论、修持论和境界论等
思想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功夫论和境界论三大要
素，分别阐明了禅修成佛的根据(基础)、方法(中介)和目



的(境界)三个基本问题。从这三大思想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
心性论是禅宗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禅宗把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认为苦乐、得失、真妄、迷
悟都在自心，人生的堕落、毁灭、辉煌、解脱都决定于自心。
自心，从实质上说是本真之心，也称本心、真心，也就是佛
性、真性，正如唐代道宣在《高僧传》中介绍菩提达摩新禅
法时所说的“含生同一真性”，此真性为人人所平等具有。
由此，禅宗在传法时讲“以心传心”，即师父不依经论，离
开语言文字直接面授弟子，以禅法大义使弟子自悟自解，这
也称传佛“心印”。“自心”是众生得以禅修成佛的出发点
和根据，是禅宗的理论基石。

禅宗也以“自心”为禅修的枢纽，提倡径直指向人心，发明
本心，发见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就佛果。
也就是说，禅修是心性的修持。从中国禅宗的发展来看，禅
师们都把修持功夫专注于心性上，如，达摩、慧可、憎璨重
视坐禅守心，道信、弘忍重视“心心念佛”、“念佛净心”。
牛头法融主张“无心”，也是心性的禅修功夫。北宗神秀的
禅法，其弟子普寂归结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
摄心内照”。(见《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南宗慧能提倡单刀
直入，自证于心，自悟本性。神会认为灵智是人心的体性、
本质，强调开发灵智。马祖及其门下派生出的沩仰和临济两
宗，提倡直指本心，强调平时的言语举动、日常生活表现都
是本心的自然流露，由此而有屙屎放尿、著衣吃饭、走路睡
觉、运水搬柴等都是佛事之说，认为都可以从中体悟真理。
石头希迁及其门下衍化出的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重视一
切尽由心造的唯心论，认为人的心灵是圆满完美的，只要心
地自然，就会佛法遍在，一切现成。由此可见，虽然禅宗各
派在修行的方式、方法、风格上各有不同，但是，或为了启
导心地的开悟，或顺应心地的自然展现，或求得心灵的自由，
各种禅修实践都围绕着心性进行，这是一致的。

禅宗还把禅修的目的、追求境界、成就佛果落实在自心上，



强调佛从心生，自心创造(成就)佛，自心就是佛。如道信提
出的“念佛心是佛”的命题，就是专念于佛，心心相续，以
求心中见佛。如此，心与佛相融无别，佛就是心，心就是佛。
神秀主张“离念心净”，并认为净心的呈现就是佛地。慧能
宣扬“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
佛?”(《坛经》)“见自本性，即得出世。”(同上)认为人的
自心、自性就是成佛的内在根由，就是佛的本性。成佛并不
是另有一种佛身，众生的自心、自性就是佛。众生只要认识
自我，回归本性，当即成佛。在慧能看来，佛就是众生原始
心灵、内在本性的人格体现，就是本心、本性的觉悟者，并
不是外在于众生的具有无边法力的人格神。慧能门下及其后
来的临济、曹洞等五宗都宣扬“即心即佛”的思想，“即
心”，此心;“即佛”，就是佛心，就是佛。认为众生当前的
现实心就是佛之所在。有的禅师还强调“即境是佛”，“触
境皆如”，“境”，指事、物。眼前的事物就是佛“真如”
之所在。这是从理与事相即的角度，即把理事两边统一起，
以求禅境。这里的“理”是指性理，心性的“理”，性理是
指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根源。实际上就是以心性(佛性)与事境
相统一，以事境为心性的体现作为禅修的境界。还有的禅师
鼓吹“本来无事”、“无心可用”，这是强调人心本来是清
净的，而心清净就是佛。所谓心清净就是从主观上排除执著
佛法和万物为实有的观念，排除把心视为能实生佛法和万物
的实有心的观念。可见，仍是“即心即佛”的变相。简言之，
所谓涅槃，所谓佛，就是本性的护持，心态的复原，心灵的
升华。

从上述禅宗的根据、方法和目的三方面思想来看，都是围绕
心性展开的，心性是禅宗禅理的基础、禅修的枢纽和禅境的
极致，心性论是禅宗思想的核心。研究禅宗，必须着重研究
禅宗的心性思想。

从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
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
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贯穿于



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
超越。

禅宗吸取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念来诠释人的生命自然状态、
人的自性。道家把自然规定为万物的本质、本性，是不假人
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真实存在。“僧家自然者，众生
本性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禅宗认为，“自然”就
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
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人的本性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内在
的，是内涵于人身的本质性存在，既非外在的神灵所赋予，
又非通过超越经验、违背人性的作为所获得的，同时也是各
种外在因素所不能消灭的。人的内在自性是生命的主体、成
佛的根据。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是自性的外在作用和体现，人
转化为佛是自性的发现，是由此而生的精神境界的显现。人
的自性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因为内在本性是清净、圆满、
纯朴、觉悟的，是离开一切现象，有别于人的外部表现的。
如何实现超越?禅宗认为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向自
己心性去体认，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禅宗
强调佛就在心中，涅槃就是生命过程之中，理想就是现实生
活之中。这样，禅宗就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把对未
来生命的追求转换为内心反求。由此禅宗反对舍弃现实感性
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验，而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
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
理想精神境界。禅宗公案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法演
语录》卷下)就是提倡心灵沟通，要求会心体悟。禅宗要求
以“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密庵语
录》)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
卷三)中发现禅意。禅宗要求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味，从人自
身的行住坐卧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
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禅宗提倡内在超越，这种超越意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
认为包括了超越对象、超越方法和超越结果几个方面，这里
着重论述超越对象和超越结果。



为了追求解脱，成就佛道，禅宗设计了一套消解人们心灵深
处的紧张、矛盾、障碍，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案。人是自然的
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独立实体，向往与自然同
样具有永恒性、无限性，向往与自然的同一是人类最深沉、
最根本、最强烈的内在愿望。生命现实与美好愿望并非一致，
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生命个体与空间整体、生命主体与宇
宙客体等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是禅宗的超越对象，超
越目标。

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痛
苦。了脱生死大事是佛教也是禅宗的最基本目的。禅宗
以“无生”思想来泯灭生死界定，超越生死的时间界
限。“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
于诸荣辱何忧喜。”(《永嘉证道歌》)“无生”，指一切事
物是无实体的、空的，由此也是无生灭变化的。这是要求转
变观念，从生灭的现象中看到无生无灭的本质。生灭是短暂
的，无生无灭是永恒的，从悠悠生死中了悟无生，就是在短
暂中体认永恒，消除短暂与永恒的隔阂。

个体生命的认识和实践等多方面的有限性与宇宙空间的无限
性的矛盾，也是引人困惑不安的永恒性课题。禅宗通过无限
扩张个体心灵的作用来摆脱个体生命的局限，进而消除有限
与无限的矛盾。“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
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同上)这是说只要人的心
境明净透彻，就能周遍宇宙万物，从而在内心实现泯灭内外
的超越，使有限与无限在个体心灵中相即圆融。

由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引发的物我、有无、是
非、善恶、真妄、苦乐等一系列的差别对立，是又一使人产
生烦恼、痛苦的根源。这也是禅宗大师们所着力寻求解决的
一大问题。他们继承道家的思想，通过直观宇宙本体(道、
无)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宣扬“本来无一物”(《坛
经》)、“本来无事”以消解矛盾，称“体诸法如梦，本来无
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



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禅门师资承袭
图》)即一个人了悟万物如梦如幻，一切皆空，做到忘却情欲，
超越自我，也就不存在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了。
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无念”的重要性，“念”，指妄念，
要求人们不被纠缠于种种差别的妄念所迷惑。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禅宗是通过心性、心理、认
识、观念等范畴，即在主观精神领域转变生灭的观念，扩大
心的作用，泯灭情欲，排除妄念等内在活动来消解人的基本
矛盾，排除心灵的紧张，克服人的意识障碍，从而实现自我
超越的。

禅宗读后感篇四

趁着寒假，读完了一整套《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这套书
用讲故事的趣味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将中国智慧运
用于当下，我也能轻松读懂。而其中《禅宗故事》这本书中的
“觉悟的故事”最引我入胜。

故事中写道：一天晚上，德山宣鉴站在龙潭崇信身边。眼看
时间很晚，崇信说：“夜深了，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德山
宣鉴礼貌地打了声招呼，走出法堂朝外一看，说：“天好黑
呀。”此刻，崇信法师点燃一根纸烛，伸手递与德山宣鉴，
意欲与他照路使用。德山宣鉴伸手去接，崇信法师忽
然“扑”地一口将纸烛吹灭。此刻，德山宣鉴心中豁然开朗!

“你见到了什么?”崇信问。

“心中之灯。”德山宣鉴回答。

故事很简短但包含深意。就像这个单元的引子写道：“心中
一盏灯，天上万盏灯”。佛家认为佛法就像明灯，照亮黑暗，
其实“灯”就在宣鉴心中，靠自己来“点”。



我似懂非懂。但我明白此灯非彼灯。

夜晚，闭上眼睛，照常床头点着一盏小夜灯，我却始终睡不
着。前些作文/天看的那场电影，稍有些血腥和恐怖的镜头画
面总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睁开眼，左瞧瞧，西看看，
看着孤单的书桌和红色的转椅，看着在“滴滴答答”不停地
走动的小秒针，看着天花板上的小丑吸顶灯，毫无睡意。

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开房门，我赶紧抬起头来，妈妈见状，
俯下身子，凑在枕边，轻声地责备了一句：“很晚了，怎么
还不睡呀?”我赶紧闭上眼睛，随后，感觉到妈妈的手摸了摸
我的头，又重新帮我盖了盖被子，然后隔着被子在胸脯前拍
着，很慢，很慢，很轻，很轻，轻到让你感觉不到。这感觉
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睡，妈妈吟唱《摇篮曲》
的温馨一幕。

“吱---”听见房门再次响起，我知道妈妈走了。我没有再睁
开眼睛，因为只有这样似乎还能感受到刚刚妈妈那双手还在
有节奏地拍抚着我，只是很慢，很轻，很温暖。

禅宗读后感篇五

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
的差异性而言，禅宗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有差异，这里是
从总体上论述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有：

1、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
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
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
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
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
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2、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



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
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
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
理想于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
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3、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重视结合中
土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如它继承
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
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
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
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外”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
道路。如上所说，禅宗主张在现实的感性生活中实现心理、
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
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过道家的原因所在。

综合以上对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和特点的简要评析，我们
似可以回答以下的问题：

1、什么是中国禅宗的禅？中国禅宗的禅是一种文化理想，一
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哲
学、生活艺术、心灵超越法。

2、什么是禅宗精神？回答是超越精神。超越是禅宗思想的本
质，超越现实矛盾、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心灵自由，
是禅宗追求的理想目标，它如一条红线贯串于整个禅宗思想
体系之中。

3、如何评价禅宗？禅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态度、终极关怀、
超脱情怀，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认的正
面意义的。在历史上，它对破产农民和失意士大夫、知识分
子起到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聚集山林，
过着农禅并重的生活，同时，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学家、
艺术家的欢迎和赞赏，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在当前



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取向失衡，道德水准下降，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倾向，我们若能
重视吸取禅宗的超越精神的合理内核，无疑有助于端正人们
的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

与禅宗的这种积极作用相联系，禅宗对客观环境和客观矛盾
的悲凉超越，对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消沉冷漠，则又是和
人类的物质需求相悖的。我们认为，人们面对大自然大宇宙，
也应当以现实的人文精神为主导，永不满足，不懈求索，依
靠智慧与创造、知识与科学的力量，不断战胜苦难，求得人
类幸福。如果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进而丧失了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与奋斗精神，是既不利于实
现人生的价值与光华，也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