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子读后感悟 老子他说读后
感(通用7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
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老子读后感悟篇一

不系轻舟顺水流，也无欢喜也无愁。

随心遁出云天外，更有云天在尽头。戏评一首：

诗句恰如顺水流，得了章法便无愁。

当知意趣十分妙，自有功夫在里头。随心遁出云天外，更有
云天在尽头。激赏！年轻人有这等悟性，了得！且放轻舟任
水流，洳何?顺字浪费了遁字似不如跳字明快起承稍弱。顺水
流和任水流意思差不多，感觉还是顺好，顺有一带而下的淋
漓，任有随势漂流的起伏。与雪版探讨：老子的基本思想是
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作者读老以不系之船喻之，不可能是逆
流而上，自然是顺水而下并暗合无为自然之学说，所以，我
说顺字浪费。

老子的哲学没有淋漓只有平淡，而此绝句正是对老之悟，若
说顺势淋漓，则与转结意境不合。很不错的一首，真有老庄
的风韵。诗是伟峰对老子思想的认识，我的看法是对伟峰诗
的认识，至于对老子的认识，我可没有羽公深刻。起承感觉
挺好的，转结更得老子精髓。喜欢这样的诗味。信游山水意
微酣，袖卷烟霞钓翠峦。

鸟语梵音唯欲醉，一肩明月一壶禅。草叶风吟老师评得很到



位！

拜读学习好绝！问好李伟峰！绝句格调谐和，尤其转结有新
意，喜欢！

老子读后感悟篇二

吃饭如今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自打有孩子后，多数时
候还是我爸帮我烧饭的，多多少少有不满意之处，比如菜烧
的方法不合自己心意，或者某个自己不爱吃的菜总是重复出
现。偶尔我爸回老家的时候，就轮到我掌勺，开始几天尚有
新鲜感，觉得烧嘛嘛香；不到一周就开始发愁，到菜市场转
悠不知道买啥好，都是那几种菜，只能上网查菜谱，或者自
己回忆小时候吃的菜，或者回忆饭店里吃的菜。目的就是尽
量创新，要么换菜，要么就是把同样的菜烧出新鲜感。

其实回忆小时候，貌似也就吃应季菜，一段时间之内也是某
样菜重复，烧法也无大创新，但吃起来比现在感觉香多了。
去年，老公的外婆去世，我们自是全家得去奔丧，那是一个
山清水秀的农村，连续几天每顿只有两样菜：豆腐辣椒烧猪
肉、萝卜辣椒烧猪肉。即便最后有个正席，菜品也并不丰富，
烧法也很家常传统，但大家依然吃得很香。

最初，我们吃饭是因为腹饥，慢慢地，就演变成“舌馋于
腹”。饕客们下馆子，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
么稀奇吃什么，哪管什么珍稀动物、保护动物；平常百姓烧
菜也普遍以创新为目标了；为了迎合这种趣味，打开电视，
各频道、各时段都有美食节目，主持人总是面色红润、嘴泛
油光地推荐：“哇，这个菜爽、滑、香，带着一股淡淡的甜
味……”。

添加剂现象也是如此。一开始是为了解决食品流通过程中的
保存问题；慢慢地，演变为改良口感和观感；现在居然演变
为用添加剂模拟或者用添加剂生造！所谓用添加剂模拟，比



如奶茶，本来应该是红茶加奶，而“一年卖出三亿杯，杯子
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圈”的奶茶用添加剂直接模拟，一来可以
节约成本，二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口感吸引消费者。所
谓添加剂生造，严重体现在儿童零食制造业中，五颜六色、
各种形状、各种口感、各种包装的零食层出不穷地创造出来，
这些食品中添加剂已经成为主料，基本不存在真正有价值的
营养成分，只有各种配比、各种品类的添加剂勾兑组合出来的
“色香味”，就是为了诱使没有辨识能力的小朋友成为其忠
实主顾。处于长身体阶段、最需要营养的小朋友成日受到这
些食品的戕害，只能说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添加剂泛滥成灾，商家有主要责任，消费者也难辞其咎，如
果我们不过分追求“视觉”、“味觉”的极大满足，过最自
然、简单、淳朴的生活，就不会误食不良商家的诱饵。正所谓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读后感悟篇三

读南怀瑾的《老子他说》，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那
本书只讲到老子八十一章的前二十六章，那时候很希望能读
到南老先生讲解《老子》的全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直到6
月，东方出版社才出版了这本《老子他说(续集)》，算是将
南老先生讲解《老子》的功德圆满。

奇怪的是，这本书买来后，一直断断续续没有读完，全然不
像以前读南师作品时的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元旦前后，醒
悟到追逐知识的虚妄，发见智慧的难得，于是准备系统学习
南师的着作，首先做的，就是重新拿起这本《老子他说(续
集)》，竟然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喜欢，用了三四个晚上就
读完了。

由于《老子》这部书本身就是大智慧的结晶，加之南怀瑾先
生学问和智慧的博大精深，在讲解的过程中旁征博引，从
《老子他说》中可以看到做人做事的最高原则和一些具体方



法指南，也体会到儒、佛、道以及世界上各种宗教和哲学，
在最高处都有其相通之处。

虽如此，正如老子所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
知，莫能行”;每个人的理解，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知是行之始，要真正知行合一，更需在事上磨炼。

老子读后感悟篇四

单位里发了几本书让充实职工书屋，在其中发现了这本南怀
瑾先生的《老子他说》，觉得应该不错，就先睹为快吧。

知道南怀瑾先生是从读者等杂志上经常看到南师的隽永文章，
但对于南老先生了解甚少；知道《老子》也只知道“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么几个字，是不知其然，更不
知其所以然。本想是通过这本《老子他说》，通过南怀瑾对
《道德经》的解读给自己补补课，但一读才知，书选的高了，
好比是小学生选了一本高数——对于自己这种文史知识欠缺
的人来说，南老先生所列举的好多的历史典故和内容都不知
道，不了解，导致看起来有些的吃力，甚至于有几次都不想
继续看下去了。但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也对加入家长读
书群有个负责任的交代，每天躺在床上，还是要读上几页的
《老子他说》，就这样坚持着，把书看完了。就是读完了，
也是浅尝辄止，仅仅看了点点的皮毛，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远
没有参透。就连这本书的名字《老子他说》，我的理解
是“老子——他——说”就是关于老子的其他的说法。但孩
子一看到这本书名就脱口而出“老子他——说”，那就是老
子说的了？到底该怎样断句和理解，自己也弄不明白。应该
请教一下刘老师和群友了。

《老子》或者说《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洋洋洒洒，信手
拈来，道的真相自在其中，而其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南怀
瑾先生通过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现并告诉了我们一个
秘密：每一个朝代在鼎盛时期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也就是对内的领导思想是黄帝、老子之学，就是道家思想，
对外则标榜孔孟的思想、儒家的学说。而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一个不变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出来“拨乱反
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而他们都有一贯的'作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我的浅薄的历史知识中，姜子牙
和范蠡就是这样完全做到了这个“天之道”，得以收获不错
的下场和结局，而只是“功成、名遂”而没有及时“身退”
者，多数没有美满的结局。

南怀瑾先生说起这些帝王将相、朝代更替的历史真是旁征博
引，如数家珍，引经据典，但是看的我眼花缭乱，如坠雾里，
当真验证了一句话：没文化，真可怕！

看不懂大是大非，就在小事情上有所得吧。其实南怀瑾先生
也在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老子关于做人处事的态度，相对来
说较为通俗易懂，读后也对自己的一些经历有了些释然。

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
惑。当初孩子练习乒乓球，教练一开始就说过孩子协调能力
不是特别好，自己也就是本着让孩子强身健体的目的，所有
根本没有对孩子的比赛成绩有什么指望。但是在一次队内比
赛中，孩子竟然打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孩子非常高兴，我自
己也高兴的跳起来！我想这就是“洼则盈”吧。不要有过高
的要求和目标，人生或许会过得更加恬静舒适从容。而“曲
则全”，南老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汉武帝的奶
妈犯了错误，汉武帝准备把他“法办”，奶妈求救于东方朔，
谙熟黄老之道的东方朔告诉奶妈“而必望济者，将去时，但
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等到皇帝真的要把
奶妈治罪时，奶妈按照东方朔的吩咐，走一步回头看看皇帝，
鼻涕眼泪直流，一句话也不说。东方朔在一旁推波助澜：这
个老太婆还不快滚，皇帝已经长大了，还要靠你喂奶吃吗？
汉武帝听了反倒觉得很难过，想起自己小时候和奶妈的感情，
就把她放了。试想如果老太太哭天抹泪的叫喊：我是你的奶
妈啊，你可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啊，等等，反而会惹怒皇帝，



招来更大的麻烦。这是“曲则全”的小故事，小应用，同样
适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磕磕绊绊的把书读完，想想人家南怀瑾先生怎么就那么学富
五车、才高八斗啊，说起这些道、这些历史就和我们说起自
己的亲戚朋友一样信手拈来，跟老先生相比，真的是“寄蜉
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下月个选书，还是选一本入门
级的啊。

老子读后感悟篇五

老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477年间，原名李耳，字聃，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写的《道德经》虽然文辞简炼，
所蕴含的道理却至深至远，千百年来不知启蒙了多少人的心
智。可见，老子对人们影响深远啊！

书中的老子多次提到水，而《道德经》中也不乏对水的赞扬：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者莫之能胜”……我觉得，水的精神是可贵的，水的
力量看似柔弱而又十分刚强。正如老子所说：“真正强大的
不是刚强而是柔弱啊！”

波澜壮阔的大海是由无数的水滴汇成的，滴水还可穿石，这
是水的力量。海上的波浪永不厌倦地拍打着礁石，无私的水
永远滋润着万物，这是水的精神。

水从不争强好胜，它能忍让一切。石头挡住了它的去路，它
会绕开，继续奔流。它又是那样谦虚，总是往低处流，从而
汇成了江河湖泊。然而水又是那样的刚强有力，能载舟，亦
能覆舟。

水乃万物之根本。没有了水，也就没有了生命。水虽然无形
无色，但它看似柔弱的力量却超越了一切。水使我明白了厚
德载物，雅量容人的道理。能容天下之人才能为天下人所容。



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在学习上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为学日
益。我们才能精进有为，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当今社会中，又有多少像水一样谦虚而又默默奉献的人呢？
又有多少人为了名利、金钱而落得个臭名昭着、遗臭万年呢？
水是伟大的，它的精神会让人们有所感悟。

老子读后感悟篇六

在老师的推荐下，这几天又拜读了南怀瑾先生的《老子他
说》，与前一段时间读的《论语别裁》的思想又有了很大的
不同。如果说《论语别裁》教会了我怎样“入世”，怎
样“做人”，那么《老子他说》就同时教会了我怎样在“入
世”与“出世”之间平衡。

我认为贯穿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顺其自然。其实在我们
所有的做法中的两个极端是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和无所
不为（做的太过火），而这两个极端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
老子的“无为”与“无所不为”令人惊叹。无为是一种禁欲，
“无所不为”是一种纵欲，什么时候会禁欲，什么时候会纵
欲，也算是人的本性与社会性的一种交替。所以最难拿捏得
就是如何是自己处在中间的位臵，称之为顺其自然。让众生
服从于自然造化，不要教化，不要规矩，不要戒条，任其自
然发展。我们做一切事，都应如行云流水一般，治大国若烹
小鲜，义所当为，理所当为，做应该做的事。

那么怎样做才是做到了顺其自然呢？

首先就是无所求。人的修养就应该无所求，无所得，越空越
好。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人就应该无欲无求，清心寡欲，
淡泊坦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于现实就是最好的解脱
自在。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太过贪图名和利只会招致灾祸。凡人活在世上，就会有欲望，
欲望使他的本性堕落，也就使得思想越来越腐败，这就是为



什么愈趋繁多的伪君子打着“口上仁义道德，心里男猖女
盗”的幌子在乱世中求得生存。不过这种理念也很容易使人
丧失进取心。毕竟老子身处的时代是乱世，所以他的很多理
念都是在“避世”，理解不深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消极的生活
态度。

其次是求静。能够静到极点，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回归生
命的根本。我们现在的生活庸庸碌碌，总是太过浮躁，太过
匆忙。有太多外界的干扰影响我们的心绪，人很难沉下心来
思考真正的问题，究竟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的价值到
底是什么。“曲则全”，只有心平气和，才能相安无事。雁
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不要去
抱怨生活的不公，打扰心的宁静。我们的心就应如“长空”、
“寒水”一般，不让外界留下一丝痕迹，守住心这一片净土。

再次是要有天地一样无所不包的胸襟。上善若水，为什么水
能给人静谧的感觉呢？是因为万物都受益于它，但水从不不
与万物争，自处而甘居下地，善于容纳百川。水本晶莹剔透，
虽能藏污纳垢，却从不为外界污染。（不过老子要是看到今
日我们水污染之严重，不知是否还能讲出这番言论）要拥有
像水一样至柔而又无所不包能容能大的胸襟和气度该是多么
的不容易啊。

最后是要确立一个目标。要树立一个人生观总是要先有一个
确定的目标才对。人生于世，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准则。这
个准则就是一杆标杆，它决定了我们做事的态度和方法。

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如何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感触最深的其实是书本快结束时给当代年轻人提出四
个“不”：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矜故长。

只有正确的估量出自己的能力，给自己定位，才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自伐故有功”就是即使自己对某件



事的贡献极大，也不居功，好处都是别人的，以平稳的心绪，
谦虚地看待自己的功劳，这样，才能以平静的心态去干好下
一件事，完成下一个功劳。“不自矜故长”就是不傲慢，就
是不要装清高。有时候能做到卑微也不是一件易事。

读完这本书，我不由得羡慕起老子。他就如一个世外仙人，
飘飘然在世间独立。但他其实并不是寂寞的，他的思想流传
后世，已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让我们这些子孙后人学会处
变不惊，以淡然的心态面对生活。

老子读后感悟篇七

今研读南怀瑾先生《老子他说》颇多感触，现抄录如下，以
加强记忆，便以提升自己。

南先生在《老子的士的内涵》这样写到：所以老子说：“古
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意思是说精微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素净到冥然通玄的地步，便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而且，
“妙”的境界勉强来说，万事万物皆能恰到好处，不会有不
良的作用。正如古人的两句话：“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困
厄”。一个大圣人，再怎么样恶劣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
走上绝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根本不会受环境的困扰，
反而可从重重困难中解脱出来。

南怀瑾是我敬仰的大师，在我内心中早已将他当作自己的老
师，虽无缘谋面，但老师的着作常常启迪着我寻找内心中的
净土。世界太纷繁，我追求空灵的自我，游荡与翠雨青竹之
间，徘徊在仟陌小路之上，摸着自然的味道，呼吸着天地的
精华，容许自己随思绪飘远，穿越时空，到达飘渺的世界，
与松为伴，与鹤为友，卧看山色，醉看花。问一声我如何能
够如此的逍遥。

再回到现实，回头看走过的路，环境再怎么恶劣，我只当作
是在历练自己。虽然也曾报怨，但内心中却想征服，征服自



我。今后我将少一些报怨，多一些坦然。如果不能改变环境，
我将寻找内心的清静。向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
境界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