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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
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看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一

《中国哲学简史》作者冯友兰先生，他出现在《无问西东》
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
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
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
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
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
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
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
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
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
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
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
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
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
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
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
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
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
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
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看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二

在朋友圈都在刷屏世界杯的时候，我看完了这本书，两遍。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
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
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
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
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
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
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
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
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
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
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
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
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
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
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
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
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
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



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
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看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三

“哲学”是一个西洋名词。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分为物理学、
伦理学和理论学三大部分。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指宇宙论、
人生论和知识论三大部分。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
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
思想。”他以反思为中心话语，以人生为对象，认为“宇宙
论、人生论和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
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
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哲学内容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关的，比
如人生论以宇宙论为根基，也连带知识问题，知识论可证宇
宙论，三者“相即不离”“互有关系”。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
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2017年新星出版社整理的全新修订注
释版本中，对照1948年英文原始版本进行了全面修订。在书
中，冯友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并指出，我
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哲学思想和
各家学派观点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很多研读者都有这样的同感：你或许不同意冯友兰的某些观
点，但你绝对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冯友兰先生认为：“儒
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但是，他也能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对待其他各家学派的思想，
以时代人的思想与倾向为我们阐明观点之中包含的思想内容。



他总是以一种宏观的把握，一种与生活相联系的态度，向我
们展现中国哲学史的脉络，为后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学术追
问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哲学总给人一种晦涩难懂的感觉，而又各家学派
自成一说，故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以确立哲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著称于世。冯友兰先生从
史学的角度，用一种宏观的视野，以时间为线索，为我们展
现了中国哲学各学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由
起源到发展的清晰脉络。

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冯友兰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中国古
代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一个文化盛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
百家著书立说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
道，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和平而努力。冯友兰先生在
对中国的哲学史向前推进作出精确阐明的同时，将思想与情
趣相结合，让人发现哲学的思维也能在生活中展现出来。例
如冯友兰先生在讲解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是首先引出“白
马非马”的命题，接着从三方面论证这个命题，以此引发读
者的兴趣并进一步阐述“共相”的具体含义。

冯友兰先生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中国哲学世界的同时，也向我
们展示了哲人的宏大气度。他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明确，
让人觉得中国的哲学史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之中的过程。在命题
“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在具体的内容中为我们对比了儒家和墨家在观点上的异同。

他概括地告诉我们，孔子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
合理化，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孔子是以为文雅有
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同时也
指出，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他
或许在内心之中也对某一学派的观点具有倾向性，但却以一
种科学的精神进行分析，向我们呈现出中国哲学在不同社会
背景之下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分析不仅仅需要一种精神，更



需要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理论研究，一种纵横全面的思考
和总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的思考方式和学以致
用的学术兴趣。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突破了哲学的晦涩难懂，将
中国哲学融入历史，富合故事性的同时又富舍哲理性。中国
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魅力之美，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
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各自组成了中国哲
学的必要部分。而串联这些学说的，则是历史这条主线。相
比于西方哲学的神教旨主义，中国哲学更注重挖掘人的道德
和精神。总的来说，中国哲学更能体现历史的韵味，令人沉
醉。

看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四

一是以人为本。作者介绍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这和以往接触的哲学不同，以往学习的哲学中，强调物质和
意识的关系等问题，过于抽象，很难和个人生活联系起来，
并和自己的人生意义联系起来。而从对人生的系统反思这个
角度出发，让我们对哲学的功用和意义有了深刻的了解。特
别是对人的四种境界的划分，让我们对哲学的妙用有了更清
楚的认识。

二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做过人生的反思和总结。如年末，对
自己一年的生活、经历的事情、阅读的书籍等等进行总结。
发现其中的问题，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但很多这种反思总结
中，多数流于流水账，对为啥这样做？这样做是受何种观念
影响？这种观念从何而来？都知之甚少。

三是发现每个人受固有环境和社会流行观念的影响巨大。例
如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让中国人喜爱直觉思维，比如我们
的绘画、我们的音乐、书法，都是世界直接形式的模仿。思
想中的中庸，否极泰来等观念，都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方
式有紧密联系。



四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观念，这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格物致
知，就是每天学习新的知识，一种是领悟，真诚地去做事，
达到心和宇宙统一起来，所谓致良知的方法，一种是敬，抱
持者对世界的敬爱的态度，来生活。

例如前一阶段看一本书上，一个志愿者到利比亚去工作，通
过其工作经历，他人生的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局限
于单纯的原来，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他在了
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五是哲学为啥重要。哲学就是通过思维找基本规律。哲学是
最高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下面还有n层的东西，如基本方法、
普遍方法、逻辑、技能等。学习哲学就要以兴趣和实用为导
向，定下你的目标，要让哲学成为你的思考方式，想要让自
己具备触类旁通、解决问题、正确决策、创新等重要能力，
非读哲学不可。

例如，我们学习数学就知道，数字是一种抽象，函数是对数
学规律的抽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数学模型，这是另
一层次的抽象，在此基础上，还有数学哲学和系统动力论，
是对数学的更高层次的抽象。

七是学习哲学的方法

认识哲学，了解哲学，懂得哲学的体系和逻辑原理，并将这
一原理运用到实际的思考之中。学习哲学需要技能+意识+学
习材料。如批判性思维是意识的储备，可以帮助你迸发学习
热情，形式逻辑是技能的储备。

p6中国哲学的价值在于，成为圣人，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
与宇宙的同一；

忠，肯定方面是指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否定方面是指，已所
不欲，勿施于人；



知命，是指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对于外在的成败也
就无所萦怀；

p47孔子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四十而不惑，是指他这时候已成为知者，50，60而知天命，
是指认识到超道德的价值。

p82惠施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发现了
超乎形象的世界；

p103获得幸福的方法庄子，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
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

圣人由于对万物自然本性有理解，他的心就不受世界变化的
影响。用这种方法，他就不依赖外在事物，因而他的幸福也
就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可以说已经得到绝对幸福。

p222新道家。圣人高度理解万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万物
变化的影响。他以理化情

p232佛学的一般概念，宇宙的心的概念，和形上学的'负的
方法；

觉悟的确切意义。是指个人与宇宙的心的统一，或者说与所
谓的佛性的同一；

中道宗的方法，所谓二谛义。第一层次，普通人以万物为实
有，而不知无。第二层次，说万物是有，但是说万物是无也
是片面的；事实上，有就是无；应当说不片面的中道，在于
理解万物非有非无；第四层次，中道在于不片面，意味着进
行区别，而一切区别的本身就是片面的。

这个否定一切，就可以达到庄子哲学中的坐忘，佛家称之为
涅槃；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廊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哲学的推理，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事物存
在。

哲学史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他的反思的性质，
它最终必须思想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
物”

人生的境界。可以概括为四个，自然境界。一个人做事，可
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他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

道德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踏实社会的
一员。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情；天地境
界。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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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牛津大学哲学入门

10.康德哲学讲演录

看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五

冯友兰先生说过，他对哲学的理解便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
人若是活着，那必定会思考，而这种思考就是反思。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
们都对他们的人生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如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孔子，他对自己一生的教育教学、人生探索进行反思，
最终才有了《论语》这本儒家经典。

道家老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某件事，他就要把自己
放在成就事情的对面；如果他想保持任何事情，就要承认在
事情之中已经有了它自身的对立面。这是老子对为人处世中
总结的道理。

反思是促进思想的原因。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颁令
以儒学为国家正统之学。而儒学也吸收了不少其他各家的思
想。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是因为他对儒学进行
了思考，所以儒学才得到了大的弘扬。

反思亦是成功的果实。牛顿会发现万有引力，那是因为他思
考了为什么苹果会砸中他，而不是飞上天。若是没有思考，
又怎会成功？人生亦如此，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无色的，就如
阴雨的天空，没有太阳的照耀变得灰蒙蒙的，没有亮丽的`光
彩。

可见，反思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从出生起一直到死亡
的那一秒，我们的大脑都是在思考的。尽管细微，但它却证
明了我们的生命存在！书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人
往往需要说很多话，才能归入潜默。”都说沉默是金，而在



成为“金”之前，必定会不沉默，甚是疯狂。在光鲜艳丽的
成功背后，必定要尝尽苦难，历尽黑暗，这样才能最终抵达
成功，拥抱光明。

冯友兰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也有思考，而我在赏析这句
话的时候，也有思考。这足以说明，人们说每一句话，写每
一个字都是会思考，反思的。

总而言之，反思必定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