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愁读后感 致良知读后感(优质5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乡愁读后感篇一

读完《致良知》之后，我觉得王阳明真的可以用神奇来形容，
以一介书生先后平定多场叛乱，但创立王学才是他在历史中
辉煌的根本原因。王学的核心是“知行合一”，基本内涵是
知识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它的意义，还一定要还愿到生活的
实践当中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

在提倡“知行合一”的同时，王阳明创造了“心学”，提出
人不一定非要去追寻外面的圣人之道，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
“良知”，这个良知是善的、纯洁的、高尚的，做道德的事
才是每个人的本心;应该好好地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让良知主
宰自己。我感觉，良知学说的提出，是对儒家“修身养性”
观点的发展，其间明显的有佛家的思想影响。事实上，一个
人真正的要优秀，不管怎么学，怎么做，根本的还是内心。
而且，良知还有一个扩大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心现有的，
境界有多大，良知愈多，实践能力愈强。后世的大人物们，
无不是自我修炼和不断扩大境界的典范。

王阳明对善恶的剖析，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善人也都有个恶人，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明辨是非守住底
线。在工作当中，认真履职不辜负每位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善，
敷衍塞责让消费者不满意就是恶。唯有此，我们才能更好履
行工作职责，提高服务质量。



阳明哲学归纳起来，即是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
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中第四句
即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知行合一。
阳明哲学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
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致良知，就是发掘人的良知，去
掉私心杂念，以符合心中本有之正。提升心性，磨炼灵魂”!
如何做到提升心性、磨练灵魂?劳动有战胜欲望、磨炼精神、
创造人性的效果，其目的不只是简单地获得生存所需粮食。
获取生存所需的粮食只不过是劳动的附属功能而已。所以，
专心致志、认真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提升心性，磨炼
灵魂的尊贵的"修行"。

如果有闲工夫抱怨不满，还不如努力前进、提高，即使只是
一厘米。每日检查自己的行动和心里状态，是否只考虑了自
己的.利益，是否卑怯的举止等，自省自戒，努力改正，培养
对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心怀感激的心性，提倡行善、积德，特
别注意要有同情心，行善积德有好报。不要总是忿忿不平、
杞人忧天、自寻烦恼。

“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没有良知的人，犹如行尸走肉。
虽然活着却已死去。在喧器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头上一片
蓝天，心中一方净土”，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出卖了
灵魂，违逆了自己内心的准则。

乡愁读后感篇二

这是在1517年，阳明先生奉命到赣州剿匪，来到赣州后，他
并没有马上用兵，而是对当地匪民不分、百姓和土匪串通一
气、通风报信、包庇隐藏等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
后，出台的一项具体详细、操作性很强的管理办法。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十家牌法的内容和意义。内容具体是指：
每十家为一牌，每户门前置一小牌，查实造册报官备用。规
定每户每人执牌挨户查巡情况，随时报官。如有隐藏不报的，



十家连坐。通俗的理解，就是每十户人家为一个管理单位，
每户门上放置一块小牌子，牌子上如实填写家人的信息（如
家庭人口、家人职业、身体情况、户籍田粮等），还要照着
这个样子再造一份册子上交，以备检查。每天由各家轮流值
班，值班的那家户主对照各家门口的牌子，然后对住户人口
进行比对检查，比如某家今夜多了某人，是何姓名，从何处
来，来干何事等等。巡视结束后，连同自家的情况，通告各
家。如有可疑处，应立即告知官府，如果有意隐瞒情况，事
发之后，十家一同治罪。

阳明先生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一人犯错，株连其他人，而是
要让大家把心连起来，团结一致抵抗外贼。先生的办法是为
了拔除巢贼之根，当地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土匪的伤害，
不得不与土匪勾结，十家牌法的施行切断了巢贼的通讯信息，
断了巢贼的根。从十家牌法的制定上可以看出阳明先生的军
事才能和超人的智慧，这也和他的心学理论息息相关。他认
为人人有良知，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隐藏了他人而连累了其
他九家几十号人，心里的良知就会非常愧疚，所以不会收留，
甚至还会送到官府手中。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明，心明则
眼亮，自己心明的时候才能看清是非善恶。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也应该从细处着手，从十家牌法来看，全
是细节，全部落在实处，一县之事，如视诸掌。在没有互联
网数据的那个年代，要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开篇我们也
可以看出，执行起来还是难的，但王阳明先生再次申告，就
是要大家再次落实，审查清楚，让所有情况无所遁形，这就是
“细节决定成败”，大的布局还要在细处下功夫。

十家牌法即使在今天，依然是十分受用的，例如分组学习法，
几人一组，能心连心，相互牵制和影响，最终提高学习效率。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除熟练掌握工作技能之外，还应
该“讲信修睦”，遇事应相互劝解和调和，相互支持、相互
砥砺、团结一致。让我们心中的良知迸发，我们的生活会更
加美好，社会会更加和谐。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有不妥之



处希望大家给予指正，谢谢大家的聆听!

乡愁读后感篇三

王明阳先生在文中所说的求正道，学会“收放心”，无论事
实如何，总要有时间让自己的心放下，才可以“才学便须知
有着力处，即学便须知有得力处。”现在社会正能量已逐步
在加强，但还有许多人以追名逐利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甚至
做事时会不择手段，社会需要正能量，需要有志向。有抱负、
有进取、有善心的人来引领，才能达到和谐、幸福。

在工作中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不断为自己的专
业知识添砖加瓦，有了目标，还要努力学习，不断创新。日
常工作中和同事之间要相互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学
习致良知是为自己而学，为修养美德而学。

“故不贵于而过，而归于改过。”在工作中应该清楚的认识
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隐藏自己的不足，通过问题分析出自
己的不足，或是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后改之，“责善”与
人相处，要相互监督，提醒，指出他人错误时，要致其婉曲，
人人容易接受，尽心尽力体现你对他人的关心爱护。

学习致良知，就是来逐步净化自己，就是擦亮那边被染污的
玻璃，重新洁净，照亮他人。

乡愁读后感篇四

通过读《致良知》感悟到，自古以来，凡欲做大事者必先立
志，志不坚则事必难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理想，体现着
这个人的眼界和胸襟，自然也决定了他日后的高度。所以，
人不应隅居于自己的狭小天地之中，而应眼睛望向大千世界、
心中装上天下苍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去看待世间。



人的本心就是真、真诚、真挚、真君子。世上只有两样事，
一件为真，一件为假。求真必然务实，求假自然务虚，虚实
之间，体现的不仅是对人的态度，更是对自己的认识。糊弄
别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难。

心的本体就是最本真，不矫揉造作，不过分修饰，不画地为
牢，不损人利己。应永远保持“初心”，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光明磊落，坦诚纯粹，永远长新。什么是“初心”不自私，
存大爱。

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
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无论如何人家
都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此外，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假如我们没有诚意，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

总结起来必须对“致良知”有一颗至诚之心，事上磨、时时
磨、心上学、心上觉。立下必为圣人之志，付出不亚与任何
人的精进努力，才可能修出敬天爱人，无我利他之心。

至于阳明汇，我还是会推动的，形式会有所变化，此生传播
阳明心学之志不变，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致良知小组的共修，
我发现如果没有同频的学习进度，就算有线下交流的机会，
也不会有什么质量，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我想还是先从共
同学习一段时间开始。一期全部有书的明粉我建个致良知学
习群，对着书，我为大家做学习计划看板，及互动分享，不
明之处我再去请教高人。

其实，这条圣学之路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难于上青天，
有时我也有想放弃再分享些文章的念头，不是不愿写，只是
想等有一天自己学有所成再来谈，怕造口业。但每每看到自
己的行动能激励到一些明粉们，我又鼓起勇气继续前行。其
实，我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阳明心学自媒体的中国第一人，
用自媒体的方式，让时间来见证“致良知”能否在一个凡夫
俗子身上化腐朽为神奇，来验证阳明心学“致良知”是否真



的是具有一种伟大而神秘的能量。

乡愁读后感篇五

学习圣贤之术，学习致良知，为更好的工作及生活。

《寄闻人邦英、邦正》里最喜欢此段：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
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
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大致意思是
说古人会说：「不怕妨碍了自己的功业，只怕被夺去了自己
志向」。所谓「夺志」，是已经有志向才会被夺取，倘若还
没可以或值得被夺取的志向，那么就应该早点去深思、反省
为何会没有立志。

生活日复一日，平淡如水，梦想的影子是否已销声匿迹，看
到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步一步向理想迈步时，内心也会泛起涟
漪；人一旦有了信念做支撑，无论做什么都是动力十足，因
为有目标在前方，所以不敢懈怠，便会风雨兼程。

我们工作更是如此，各项业务指标是工作压力更是动力，目
标一旦形成，就应毫不动摇，全力以赴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