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德经体会与感悟 道德经O章感悟
心得体会(精选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心得感
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道德经体会与感悟篇一

第一段：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传承的典范之作，其中第一章更
是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一章的中心思想便是“道”，其描述
了宇宙间的本原和定位。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人类文明发展
初期，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认识非常有限，但正是在对
于“道”的探索中，我们逐渐领悟到自我存在的含义。在我
的眼中，“道”等同于生命的核心，是超越我们凡人的智慧
所在。它在我们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引导我们走向善良的方
向。

第二段：

经书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
话令我感悟最深。生命的起源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整
个宇宙从无到有，从最简单的元素开始，终于演变成为我们
现在所熟知和认识的世界。借鉴“道生一”的思想，我们可
以更好的理解自我与万物的联系，并且把握人生的本质。如
何催生这一“一”的生命，如何使得其成为“二”，进而形
成一个系统，这是我们人类探究的义务。我们所掌握到的知
识从此数来，为一的基础，使我们开始思考到相对论，量子
力学等现代领域，也是上面的“二、三”的涵义所在。



第三段：

《道德经》O章中关于对于道的叙述，直接或者间接提到“无
为”，这而又寓含着意义重大的启示。人们总是认为，应该
更加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才能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在很多
情况下持续的努力却毫无效果。对于自然界而言，不存在所
谓的“我努力”这一概念，万物皆是自然按照某种规律中旨
地演化的。而这些规律，则是对应于生命本质的涵义。学
习“无为”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克服“不讲道德”的坏社会
风气和“功利主义”的恶按，更好的修文明道德。

第四段：

在这种“道”的理解之下，关注人性的恢宏和人际关系的正
确化应运而生。人性的恢弘往往需要我们选择良善的行为。
《道德经》提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道德和人
性的一种基本电流。良好的道德和行为，会很自然的引导人
际关系的良好开展。而我们只有着眼于事物的角度之后，才
能够找到最适合我们的道德准则，最适合我们的行为方式，
在社会生活中更为人们所接纳和认同。这样才能真正理
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真义。

第五段：

我们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保障，以望尽力
的追求自我超越为动力，在学习《道德经O章》的过程中推动
我们更进一步。这背后的愿景必须被清楚了解，从中寻求我
们自己的发展空间，更好的提高我们的修养。当我们把这样
一种逐渐取向的人生观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的时候，将会极
大的推动我们的成长，更好的弘扬文化、玩好人生。

道德经体会与感悟篇二

[原文]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
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
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
是以弗去。

1、[见]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既然是以[观心]为[对境]来感悟
《道德经》，那么《道德经》每一章的内容，每一个重要的
名词都需要在[观心之境]下找到相应的对境，而不能在[观心
之境]以外去解读，否则就离开了本文的主旨。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本文并不打算去探讨老子这个真实的
历史人物在写作《道德经》时的心里真实所想，以及老子赋予
《道德经》的真实含义。

写作此文的缘起，是因为笔者在静坐观心中，发现《道德经》
所蕴含的智慧是可以用来指导观心修行的，并且十分贴切，
也许这种应用方式距离老子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有十万八千里
之遥，但只要我们在观心实修中能够得到有益的启发，有利
于促进修行的进步，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应用。《道德经》
所蕴含的智慧是天地大道的智慧，而天地间所有的一切也都
在道的规律下运作，观心修行的目标，同样也是为了见到藏
在自己生命深处的道，所以以《道德经》来指导观心修行还
是可行的。当然，如果您认为[观心]并非见道之法，那么建
议您略过此文，甚至可以略过笔者的所有文章，因为不管笔
者所写的文章题材是诗歌还是散文，或是议论文，剥去所有
的皮肉，骨架上刻着的仍不过是观心二字。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

[天下]，静坐观心之时，头部以上的虚空即为天，臀部之下
的坚实即为地。[天下]，正好是静坐观心之人，再具体点，



就是人的大脑所在的位置。[天下]，即指我们的大脑。

有无之相生也。有、无是不断运动相互转化，美丑、善恶也
是如此。在不同的评判体系下，美丑善恶皆是相对而成立的，
没有不变的标准。就观心而言，[有欲]、[无欲]也是相互转
化的，[有欲]，则美丑善恶之念妄想纷飞，[无欲]，则朗然
空寂，自在清明。那么[道]呢?则不仅超越了美丑善恶之[有
欲]，也超越了朗然空寂之[无欲]，有无随缘，显隐自在。

难易之相成也。难易也是相对而言的，就观心而言，对一些
人来说易如反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难比登天。差别在何处
呢?所用功夫不同尔。果能十年如一日，精进修持，观心功夫
纯熟之后，则难者转易。不愿下此功夫者，虽易亦难。观心
修行之前，[有欲]容易，[无欲]很难，修行日久，身心清净，
[无欲]容易，[有欲]很难。

长短之相刑(形)也。长短是在相互比较后的结果，就观心而
言，[有欲]看似长，其实很短，念念皆在瞬息生灭之中，[无
欲]看似很短，其实很长，达到最彻底的无欲之时，会发现无
欲之心其实是不生不灭的。

高下之相盈也。高下也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就观心而言，
[有欲]看似很崇高、很积极，其实却被欲望所奴役，心灵已
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无欲]看似很卑微，很消极，其实却实
现了对欲望的超越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妄心成为心灵的主宰，
妄心很强大，真心处于弱势地位时，这时的心灵其实还很弱
小;当真心成为心灵的主宰，妄心化为真心的辅臣时，这时的
心灵才真正地强大。观心修行，即是转识成智、化妄为真的
具体方法。

音声之相和也。音与声相互和谐。音，在甲骨文中，言、音
可互用。声生于心。当言为心声，表里一致的时候，即可称
为音声相和。就观心修行而言，言无伪饰，为心之真声，即
是真言，言有巧伪，则为妄念妄想。比如在观心修行中，一



面默念“致虚极，守静笃”，一面去深入体会虚极静笃的心
灵状态，这时，言与心、心与言相互促进，即为音声相和之
最佳实践。刚开始时，是[有欲]的音声相和，但随着虚极静
笃的程度越来越深，就逐渐转化为了[无欲]的音声相和，最
后音声同归于空寂，观照却依然清明，这时即可于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之中看见[道]的真面目。

先后之相随，恒也。在观心之时，要深入观察[有欲]、[无
欲]前后相随的特点。比如心里生起了念头，然后我们就去观
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生起的当下为[有欲]，当这个念头消
失了之后，即为[无欲]。比如，一面默念“致虚极，守静
笃”，一面在心里观察“致虚极，守静笃”在心中是如何生
起的?又是如何消失的?在前一次默念之后，下一次默念之前，
中间的那个空白的状态，是怎样的?一次次地默念，一次次地
观察体会，两次默念之间的间隔时间可以逐渐拉长，然后去
体会有、无、有、无、有、无.....体会这两种状态先后相随、
相互转化的精微状态。[恒也]，即这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有
生于无，然后又很快回归于无。那么当我们停下默念，只是
专注地去观察[无欲]的状态，又会有什么发现呢?我们会发现，
[无欲]的状态是可以相续不断的。[有欲]看似相续不断，但
本质却是即生即灭的，[无欲]，看似难以捉摸，但真的达到了
[无欲]之境，却发现这[无欲]是无生无灭的，可以相续不断
地一直延续下去。有欲，更像是浪花，无欲，更像是海洋。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圣人以无为之心应
世，事来即应，事去即静，无有执着，无有挂碍，圣人只是
这样去做事，为人们做出榜样，不刻意去教化他人，而教化
的作用已在其中。

在观心修行中，[无为]是[观]的要点，无为，即不刻意、不
执着、不攀缘、不挂碍，顺其自然地发挥出[观]的本性即可。
所以，[观]常用[观照]二字表达，即只是如镜子一般照出事
物本来的样子即可。



不管是观呼吸、观念头，还是观照其他，都要保持无为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保持无为之心，不是对[观照]本身完全不
顾，如果昏昏欲睡，还不及时生起警觉，那就不是无为之意
了。

[不言之教]，对于观心而言，则意味着[默照]、[寂照]，即
尽可能使心灵达到深度的静寂，在静寂的同时进行观照。

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对于观心而
言，万物，指的是所有出现在观照视野中的一切身心内外的
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应该怎么办呢?作而弗始，任凭其自然
地随因缘生灭，而不去干预其开始与终结;为而弗志，在观心
修行的过程中，对于所观的对象，只是保持静静地观照，而
不动用自己的意志干预观照对象;成功而弗居，即使通过观心
彻底见到了[道]的真面目，也不认为自己有所得，也不认为
自己有什么成功的地方。这即是《金刚经》中说的[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对于一切都毫不执着。

夫唯弗居，是以弗去。正是由于彻底的不执着，才能称为真
正的自由，这究竟彻底的真自由再也不会离去。

《道德经》第二章[见]的总结：

2)在[有欲观徼]、[无欲观妙]的时候，要深入去体察[有欲]与
[无欲]这两种状态的相互关系，包括相生、相成、相形、相
盈、相和、相随等关系，从而更深入地体悟[有欲]和[无欲]，
并从这些关系中去体悟[道]的本体的特性，因为[有欲]、[无
欲]以及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运动转化关系，正是鲜活[道]在我
们生命中的具体体现。

3)无为观心，观心无为，不言寂静，寂静不言，无我无执，
成功弗居。

2、[修]



那么如何将这一章落实到观心实修中呢?

1)放下大脑和思想，远离思虑分别，以心观心，直观自心;

3)深入观察和体悟念头的生起与消失，深入观察和体悟念头
消失之后的空白与宁静;

5)在彻见自心真面目的基础上，体悟一切对立分别的相对性，
体悟众生自性本心的大平等性，体悟身心内外万事万物汇归
于自性本心的一体性，体悟自性本心本自无我远离一切执着
挂碍的究竟自由性，体悟自性本心亘古一如、随缘运化、世
出世间一切本自圆满的大圆满性。

3、[行]

1)安守本心，寂心应事，远离分别执着而行于中道，了无挂
碍;

2)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精进利众，结果随缘;

3)在与人交往时，高度尊重人们的意愿，不以己意强加于人;

4)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善于运用各种因缘条件去推动
事情的自然达成;

5)修好自己，做出榜样，以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化与自己有缘
的人。

道德经体会与感悟篇三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被誉为“道家经典”、“中
国文化圣书”。其中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在阅读《道德经》时，我
对其中的二十四感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体会。在此，我想分



享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二十四感悟

《道德经》中的二十四感悟，包括“重”、“轻”、“多”、
“少”、“生”、“死”、“存”、“亡”、“静”、“动
”、“柔”、“刚”、“大”、“小”、“高”、“下”、
“前”、“后”、“左”、“右”、“合”、“分”。这些
悟性可以用来形容、描绘事物。通过对这些悟性的思考和理
解，可以让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世界。

第三段：道德观念

《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强调个
体、强调尊重。在我看来，这些哲学思想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道德观念。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必须保护自然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同时也要体会我们自身
的价值和尊重他人的价值。

第四段：行为准则

在阅读《道德经》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其中的道德准则。
其中，最重要的准则是谦虚、宽容和包容。如果我们能够在
生活中坚持这些准则，那么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和谐，我
们的心态也会更加平和。我们也应该坚持正直、诚实和勇气，
因为这样的品质可以体现我们的人格和品德。

第五段：结论

总之，《道德经》是一本极具价值和意义的书。在我看来，
它不仅是哲学思考的宝库和人生哲学的指南，还是我们进行
道德思考和行为指导的重要参考。它启迪了我的心灵，使我
追求真理，坚守道义。我的人生价值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哲学
思想的指导，走上一条更加美好、更有意义的道路。



道德经体会与感悟篇四

[原文]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锉其兑，解其
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
之先。

1、[见]

这一章非常重要，从观心角度而言，这是老子对他看见道时
的直观感受的描述，这种描述远离大脑思维，而是当下最直
接的体验，即直接对[道]的体证。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这一句的断句与常见的断句方式
不同，之所以这样断句，笔者认为这样更符合以[观心之境]
解读这一章的主旨。

冲，一般解读为空，但在观心之中，不仅仅为空，而是[动态
的空]，这个“动态”是指带有能量和活力的意思。这样这句
话的意思就更明了了。

在[观心之境]中看见[道]的时候，[道]是什么样的呢?

冲而用之，有弗盈也!这个道啊，无形无相如同虚空却潜藏着
无穷的能量与活力，其作用的发挥即体现为[有]，而这
个[有]是永远也无法穷尽的啊。

这样的一句话，就已经把[道]的本质揭示得清清楚楚。

一方面，道是空，是虚，但不是顽空，不是死寂般的空，而是
[鲜活的空]，当这种[鲜活的空]处于静寂状态时，就好像成
了虚无，但只是好像而已。这有点像科学家说的宇宙大爆炸
之前的[奇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任何物质，看似



绝对空无，但实际上蕴藏着无穷的能量，我们所看到的无边
无际的宇宙、星系、时间、空间，皆是从这看似虚无的“奇
点”演变而来。

另一方面，当[鲜活的空]发生作用的时候，则可以产生无穷
无尽的作用，所有人类知道和不知道的宇宙中所有的一切，
都是这[鲜活的空]作用生起之展现，而且，没有例外。

有弗盈也，从[鲜活的空]产生的[有]，是没有穷尽的。

那么在[观心之境]中看到的这[鲜活的空]，与观心之人是什
么关系呢?

这[鲜活的空]不是外在的，而是深藏于我们自己之内的。

而实际上，应该这样描述才是真相——你，或者我，真正的
本来面目就是这[鲜活的空]，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你、我、他、
生命、世界、时间、空间、宇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这[鲜
活的空]作用的显现。

[观心]其实，是[鲜活的空]在[观照][鲜活的空]自己而已。

觉悟，是[鲜活的空]觉悟[鲜活的空]自己的真相而已。

[观照]本身，就是[鲜活的空]所本具的功能作用之一，
即[有]的其中之一种。

但只有[观照]，是[鲜活的空]认识自己真相、觉悟自己真相
的唯一途径。

而所谓的[迷]，就是[鲜活的空]对[映现]在自己之中的而且
是由自己作用产生的[有]，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而已。

什么样错误的认识呢?



这些[有]是[鲜活的空]自身作用的显现。而[鲜活的空]的作
用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否则就不再是[鲜活的空]了，既然是
鲜活的，那么作用的展现也是鲜活的，是一个瞬间接着一个
瞬间不断更新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相续不断的更新既相互
联系又不断变化，就产生了[鲜活的影像世界]。

关键是，这[鲜活的空]是可以[看见]自己所产生的[鲜活的影
像世界]。

这就像，你在虚拟现实当中看一部全方位的3d电影一样，除
了电影，你根本找不到自己在何处。

你所见的一切，皆是鲜活的影像，而且其[真实]的程度足以
令你忘记了这仅仅是[影像]，而把这一切错误地当成了[真
实]。特别是当这[影像]以图像、声音、气味、味道、触觉、
感受、思想、情绪、情感.....直接被你所体验到的时候，你
就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

更加可悲的是，你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真身”是[鲜活的
空]，而把佩戴的虚拟现实设备以及在虚拟现实中的各种体验，
当成了自己。

在不同的虚拟现实影片中，你对自己有不同的认知。有时，
你认为自己是某个男人，有时，你认为自己是某个女人，有
时你认为自己是个长着翅膀在空中飞的“飞人”。你总是在
不停地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身份，每一次都把新的身份当成真
实的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无数次地把某种身份当成过自
己。在每一个新的身份里，你都演得不亦乐乎，无怨无悔。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好演员。

但总会有厌倦的时候，总会有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鲜活的空]怎么会永远一直迷惑在由自己的运动作用所产生
的如梦如幻的现象之中呢?



[鲜活的空]永远鲜活，导致的自然结果就是[现象]不可能永
恒。

而[鲜活的空]却希望在[现象]里找到永恒。

当[鲜活的空]在某一天发现在[现象]里无论如何寻找都找不
到永恒的时候，觉悟的路就开始了。

当[鲜活的空]不再去追逐自己生出的各种现象，而是去追寻
能够[看见]这一切现象的[看见]之本源，终有一天，[鲜活的
空]就会看见[鲜活的空]自身的真面目。

道德经体会与感悟篇五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提出了一个与巴菲特的想法一致的观
念：“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圣人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意思是说，杰出的人并不直截了当的去追求大事，难事，
而是有意识的不做大事，不做难事。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
的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小事。对大事难事的把握和控制，在于
从简单容易的方向下手，实现远大的目标，不与高难度的问
题正面交锋，主动的避开高难度的问题。从小的地方做大事，
而不要直截了当的构建一个大的格局，大场面。这样因为没
有难度，就没有太大的失败可能性，不断的积累小的成功就
能实现成其大的目标。把老子挖出来进入中国股市，会做得
好，老子肯定是不懂现在经济，财务经济，金融学说，但他
有大智慧，从简单入手，从易处入手，避开难的和大的，从
而终成其大。

这个理念也正是巴菲特的核心理念之一，甚至也是巴菲特成
功的根源之一，巴菲特：“我从不试图跨越七英尺高的栏杆，
我所寻找的，只是容我轻易跨越的一尺栏杆”。巴菲特的意
思是“我不做高难度的事，只做杀鸡宰羊的事！问题的难度
降低后，错误自然不会发生。”



提升成功率的根本办法是为其易，为其细，为其小，不为其
难，不为其大，不为其烦，逐步积累在时间的作用下能够成
其大，成其功。这其实才是根本的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