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墨子的读后感悟(实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墨子的读后感悟篇一

在春秋战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师扎堆诞生的时期，中国古
代哲学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当孔子的名声已经走出国门;在
五大洲四大洋留下足迹，另一位大师的名字，好像被冷落了，
他就是墨子。

当大家都陶醉庄子的缥缈的世界，列子玄幻的神话传说，韩
非子的铁血野心，孟子的远大理想，老子的安然平淡，墨子，
却像一个孜孜不倦的执教者，也曾盛极一时，成为了与儒家
分庭抗礼的显学。战国初期，大有超过儒家之势，致使荀子
哀叹“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儒家虽然高唱民贵
君轻的口号，但实际行动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核心思
想是巩固王权，安抚人民，使各司其职，以达到社会稳定的
目的。当然，就当时来说，确实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强大、
稳定的王权在当时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回头看看墨
子，也是主张仁政，墨子不仅是同情还是真抓实干的帮助穷
人。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
用”、“尚同”、“节丧”、“非乐”、“天志”、“明
鬼”、“非命”这十大理论，该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俗化的。

墨家思想中唯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观点是相信鬼神，但这
不会改变整个墨家体系的高度。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
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此时，我真想借一双手帮我转交墨子一封信：



墨子，感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个简单而又深邃的道理，也感谢
你让我的生命拥有了最恒久的动力。苍茫中，我看到了那塞
下骑着春牛缓缓西去的老者，望天吟咏：“功遂身退，天之
道。”也望着那杏坛上侃侃而谈的翩翩君子，仰天大
呼：“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我看到了临淄稷下学宫中百家
争鸣的一派繁荣，也见到了楚河上鼓盆而歌的隐士正陶醉
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恍惚，我看到了你，你并未选择归隐，也不愿去与诸子整日
无谓的论战。你只是奔波在华夏大地上，以行者的姿态观于
人间，奔走疾呼，救百姓于水火，解万民之忧若“尽天下之
卵，其石犹是也。”你是如此脚踏实地，你的脚步是如此的
坚定不屈。

我还看到了一位穿着补丁衣服，蓄着长长胡须的清瘦老人，
带领着弟子们躲在屋檐下避雨，虽为狼狈，但很坦然，呵呵
笑着，明亮的目光穿透朦胧的雨帘。

不论怎么说，墨子也是一位不拘于现实，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理想主义者。

我敬你，墨子。

墨子的读后感悟篇二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
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复兴也随之摆在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华民族的悠
久的文明史，虽历经沧桑，仍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优
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今年来，随着“国
学热”的持续升温，整个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增



加，对经典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在我们整个神州大地上，
诵读经典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在此之上，我们还应与其他文
化取长补短、和谐共存。今天，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把时空跨越，把国界跨越，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这需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墨家思想。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非常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学派，其
创立者为墨子，他提出“兼爱”、“非攻”、“尚
贤”、“节用”、“尚同”、“节丧”、“非乐”、“天
志”、“明鬼”、“非命”这十大主张，其中“兼爱”为思
想核心，是墨家在认为社会**攻伐、相互伤害，是由人
们“不相爱”而造成的。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
这样一些反映了他企图调和统治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
一个事实上难以实现的理想。“节用”、“节丧”是墨家思
想中的精华，激烈的反对儒家的“厚葬”，要把财富埋在坟
墓里，而“久丧”是影响劳动生产的，因为这样会阻碍国家
富强。另外，墨家学说的理论依据是“天志”、“明鬼”，
这是尤其重要的，不仅要论证“兼爱”学说不是天的意的必
然遭到惩罚，他还认为“天志”是衡量“王公大人”和“万
民”的规矩。他的“天”是小生产者的幻想，反应了小生产
者的利益。“明鬼”也就是相信鬼神，是从“鬼神”可以帮助
“天”赏善罚恶而提出来的。墨子认为，如果使天下人都相
信鬼神能赏善罚恶，则天下就不会大乱，但这是一种幼稚的
迷信思想。

墨子是哲学思想反应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
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
想家所继承和发展，但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
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所以，今人在认识学习墨家思想
时也要加以辨别。

进入21世纪的新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继承和弘扬
了墨子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这对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
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墨子的读后感悟篇三

一直都以为自己从小接触的都是孔老夫子的儒学，到后来，
才发现原来一切都不是我所想的那样。春秋战国时代，
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是无法光用这
八个字来形容的。我们都知道：入、法、道、墨是那时最有
成就的四大学派。仲尼的儒学是我们看到人性最温暖的理想;
老聃的道学是我们感受到源自思想的质朴力量;庄周的逍遥游
是我们聆听到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吟唱。

我个人不太喜欢孔子。也许只是因为他那一句“唯小人与女
子难养也”也或许是因为那女子的“三从四德”论。读了墨
子，我更偏爱墨子。墨子，他总是站在人民的利益上去看待
问题，解决问题，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点上，墨
子有着天生的优势：出身于社会低下的手工业者的他，对百
姓所遭受的困苦有着深切地了解。有人曾说：墨子是儒家的
叛徒，是墨家的始祖。但我并不赞同这一说法，因为墨子只
是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儒家讲求的繁琐礼节等不利
国民生计的主张不适合他，才选择了另一条更适合他的道路。

“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作为级任的墨子，在深切了解
百姓疾苦后，提出“强本节用”的主张。“强本”即加强农
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节用”即反对统治阶级过度的浪费。
墨子认为：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开支都应该消除。在我看来，
提出此观点的他，才是真正地站在人民根本利益上，为人民
着想。

治理国家，墨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兼爱”与“非
攻”。视人如己，爱利万民，不亏人自利和人不关己则
为“兼爱”。他认为社会**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只知爱己，利
己，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与人之间才相互敌对。如今的
我，对此也颇有感触：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素
质水平在不断提高，可是人们的视野却在不断地缩小。当社
会把宣传好人好事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的社会风



尚由此可窥知一二。梦君为了有朝一日实现“道不拾遗，夜
不闭户”的社会理想，我们就要向墨子学习，提倡“兼相爱，
交相利”，呼吁天下所有人都相亲相爱。不为了“贪伐胜是
名及所得之利”对他国发动战争则为“非攻”。墨子强
谴“不义”之战，指出这种行为的实质也是一种无耻的“亏
人自利”行为。为了消弭战争，他带领弟子从事实际的防御
战争的研究。墨子的这一观点完全适用于我们中国。

《墨子》一书，文字通俗平易，却内涵有许多丰富而精粹的
思想。即使在现代，它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值得我们
去学习，去借鉴推荐大家去读墨子这本书。

墨子的读后感悟篇四

一直都以为自己从小接触的都是孔老夫子的儒学，步入大学
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不是我所想的那样。春秋战国时代，那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是无法光用这八
个字来形容的。我们都知道：入、法、道、墨是那时最有成
就的四大学派。仲尼的儒学是我们看到人性最温暖的理想;老
聃的道学是我们感受到源自思想的质朴力量;庄周的逍遥游是
我们聆听到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吟唱;至于韩非的法家则带我
们领略了秩序下的一片片繁荣。我个人不太喜欢孔子。也许
只是因为他那一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也或许是因为那
女子的“三从四德”论。读了墨子，我更偏爱墨子。墨子，
他总是站在人民的利益上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把人民的
利益放在首位。

梦君为了有朝一日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理想，
我们就要向墨子学习，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呼吁天下
所有人都相亲相爱。不为了“贪伐胜是名及所得之利”对他
国发动战争则为“非攻”。墨子强谴“不义”之战，指出这
种行为的实质也是一种无耻的“亏人自利”行为。为了消弭
战争，他带领弟子从事实际的防御战争的研究。墨子的这一
观点完全适用于我们中国。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但从不以多欺少，挑衅寻事，而总是采用和平为主的手段与
其他各国友好交往。

即使有时他国冒犯我国，我们也总是想用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的态度来解决。可是一旦涉及我国主权与领土问题是，我
们也是毫不退让的，甚至还会做出强硬的反击。《墨子》一
书，文字通俗平易，却内涵有许多丰富而精粹的思想。即使
在现代，它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值得我们去学习，去
借鉴。身为21世纪年轻的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继承
和发扬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入到现代化
的建设中去，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墨子的读后感悟篇五

《墨子》是墨家的经典之作，有的人可能认为《墨子》的作
者是墨子。但是不然，《墨子》并非墨子一人而著，是由墨
子及其弟子一起编著而成的。关于墨家创始人——墨子，由
于各处历史资料稀缺。我们甚至连他的生平信息也无法准确
的知道。许多人都知道墨家后来消失于西汉，却不知道在此
之前墨家曾与儒家一样是先秦的显学，在遭受秦代的焚书坑
儒的文化摧残过后，一起称为显学的儒家在西汉兴盛起来，
而墨家却衰落了。一代显学化为千古绝学，墨家为何消失?这
也是学术界的一个谜团。

虽然墨家消失了，但是代表其学术界的思想的著作《墨子》
仍然被流传下来。有人说《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奇书，
也是一部寂寞的书。自墨家消失后，《墨子》这本书沉默起
来，两千多年后终于在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被重
新看到了这部著作的闪光点。《墨子》时一部神奇之书，其
中包括;1许多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政治以及军事理论。

它的影响深远，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还延伸到了国外，清
末学者邹伯奇就提出“西学源于墨学”的说法。他认为西方
的天文、历法、算术等都源于《墨子》，并曾经依据《墨子》



的理论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制造过望远镜与我国历史上最
早的照相机。学者张自牧在论说了墨家科技成就后说“墨子
为西学的鼻祖”。尽管墨家消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仍
然可以从《墨子》这本书中来了解墨家的核心思想。

墨家在《墨子一书中提出十大主张：兼爱、尚贤尚同、非攻、
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天志、明鬼。而这十大主张又可
细分为四大类，即一：伦理思想，也就是墨子学说的理论基
础兼爱。我们在学习历史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就知道了墨子提倡
“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爱护，共
同谋福利。兼爱这一思想跨院了等级，无论富贵贫贱，体现
的是一种无差别的爱，而儒家也同样提出：仁者爱人，却是
建立在礼乐等级秩序上，而维护的是君主制度。

所以在在君主专制中似乎墨家不太受欢迎，这或许也是墨家
消失的一个原因吧。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
思想，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有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体现了这种无私的大爱。

二是政治思想：尚同、尚贤、非攻，对于当今社会也是有着
重大的影响，尚贤，为选拔官吏提出了标准，任人唯贤一直
都是每个时期都需要追求的，崇尚贤士任用有才能的人才能
使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幸福!非攻也就是说国与国
之间应该和平相处，这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纷纷对
他国发动战争，百姓深受战火的摧残，若国与国之间都能非
攻，和平相处那么比较是一个美好的地球村!“非攻”我想这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当今各国人民所期望的。

三是经济思想：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也是国学经典，它比较系统的总结了关于伦理、政
治、经济、军事等重要思想。虽然它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
是内容却永远不过时，仍然值得我们去深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