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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立志

01

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

立志。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王阳明心学中的“立志”，不是

立志做大官、发大财，甚至都不是主

张先立志再做好事。王阳明所谓



的“立志”，是心中常存善念(念念

要存天理)，直白而言，就是首先做

个好心人。王阳明特别重视立志，几

乎把“立志”当成其学说的根基，这

就在于：人，必须先是个拥有善意的

好人，没有这一点，其他都不必多

谈。



02

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

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

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

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

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

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

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

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

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



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

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

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教条示龙场诸生》

度阴山曰

我们为什么要立志心存善念，而

后自然而然行善举？王阳明的表面说

法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喜欢为

善的人，厌恶为恶的人。这是不是说

明，我们要活在别人的喜好中，我们

为善是为了取悦别人呢？王阳明的答



案是否定的，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得

到这样的信息：你心存善念、行善举

时，内心是愉悦的。当一个人内心愉

悦时，他就是在做最好的自己。做最

好的自己，就是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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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立，如无舵之舟，

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

何所底乎？

——《教条示龙场诸生》

度阴山曰

王阳明说，人生只一事，那就是

立志。没有志向的人，内心没有对善

恶的鉴定判别。对善恶没有判别，就

会没有方向。这就如同一匹无衔的



马，一叶无舵的舟，不但危险，而且

等于白来世上一回。人生是否有意

义，关键就在于你是否存了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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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

殆以志之弗立欤!天下之

人，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

焉，志巫医而巫医焉，志其

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见也。

[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社

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赠林以吉归省序(辛未)》



度阴山曰

立志心存善念的“善念”很宽

泛，它可以是悲悯的善心，也可以是

完美主义，更可以是圣贤。王阳明

说，立志存善念后，你就无往而不

利。你要立志做个木匠，那肯定就能

成为木匠；你要立志成为医生，就必

能成为医生。无论做哪行，心中都要

存个天理在。即是说，做任何行业，

都要做这个行业中的圣贤。圣贤没什

么特殊之处，只是在行业中存天理，

以完美主义的心态行工匠精神，做行

业中的翘楚。这翘楚就是圣贤，就是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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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难立而易坠也。

——《与戴子良(癸酉)》

度阴山曰

立志难，且志向更容易坠失。原

因有三：第一，很多人所立之志都是

做大官、发大财，这根本不是王阳明

所谓的立志，等于没志；第二，被不

好的习气沾染后很难有勇气冲出；第

三，因循、松懈，散漫度日，使志向

成了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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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为学，紧要大头

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

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

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

是一真切耳。

——《传习录·启问道通书》

度阴山曰

很多人的志向容易失去，是因为

志向不真切。好色的人喜欢美色这个



志向，从来不忘，那是因为真切。如

果你喜欢自己的志向如好色之人喜欢

美色一样，那志向不可能坠落。有人

说，好色是本能。可优秀的拳击手防

御时也是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千万次

训练得出来的。事实上，人类的一切

行为都可以训练成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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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用功，如种树然。

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

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

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

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

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

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

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

实？[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



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志向确立后要做的事有两件：一

是行动，不停地行动；二是不要总想

着志向的实现，只要努力在万事上存

天理，只求耕耘，不问收获，就是立

志。耕耘了，必有收获。所以立志就

是：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因为前程

就藏在你不停地行好事中。



08

夫苟有必为圣人之志，

然后能加为己谨独之功。能

加为己谨独之功，然后于天

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于

古人论学之得失，孰为支

离，孰为空寂，孰为似是而

非，孰为似诚而伪，不待辩

说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

实有诸己也。必欲实有诸



己，则殊途而同归，其非且

伪者，自不得而强入。

——《书汪进之卷》

度阴山曰

立志必须谨独，一群人在一起制

造出气氛，大多数人都会反省自己，

这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孤身一

人时也能懂得反省，并且反省得要透

彻，这就是谨独。只有做到这点，才

能看透天理人欲，才能看透他人是真

是伪。人必须有这种反省的心，而这

种心绝对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09

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

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

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

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

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

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

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

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

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



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

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

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

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

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

此志，即不忽；心生，责此

志，即不；妒心生，责此

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

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

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

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



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

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

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

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

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

潜消也。

——《示弟立志说(乙亥)》

度阴山曰

立下志向后，要懂得责志。人立

下志向后，专心致志于此志向，在通



往志向的路上，一旦有骚动之心、妒

忌之心、愤怒之心、贪婪之心……那

马上要提醒自己，志向是否不坚，要

真心实意责备自己的志向不坚。因为

如果你做圣贤的志向特别坚定，就不

可能有这些心。圣贤不可能有这些

心。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

立志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些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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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

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

之弗立弗求者也。

——《别三子序(丁卯)》

度阴山曰

立志后，需要求助于同道，把他

们当成一面镜子，大家互相监督，互

相鼓励。唯有如此，才能在立志这条

路上不孤单，不寂寞，充满激情，共



同向前，成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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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正恐这些私意认

不真。”曰：“总是志未

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

此，安有认不真的道

理!‘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

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

外别有个见。”

——《传习录·薛侃录》



度阴山曰

立志真切了，你就能辨别公意与

私意。有些人对公意或私意，认识不

清，可人人都能辨识美女还是丑女，

为什么能辨识美丑，只是个内心真切

而已。所谓真切，就是真心实意喜欢

美女，真心实意厌恶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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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

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

贵不足以累其心。

——《与黄诚甫(癸酉)》

度阴山曰

你若立志于做道德完人，那来到

身边的功名不可能干扰到你；你若立

志于建功立业，扬名千古，那来到身

边的富贵也不可能干扰到你。所以立



下王阳明所谓的志(存天理)，你得到

的将超出你的想象——既有精神食

粮，也有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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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为己谨独之功，然

后于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

密。

——《书汪进之卷》

度阴山曰

一个人肯死心塌地做圣人，才会

要求提升自我，而不是做给别人看，

如此才能做好慎独功夫。能要求提升

自我并做好慎独功夫，才能把天理人



欲分辨得越来越清楚细致。为什么

呢？因为有做圣人志向的人，一定会

让自己先做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只

要能做到这一点，就能玩命似的去探

究真伪，所以能对天理人欲分辨得特

别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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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

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

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

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

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

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

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

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

哉？[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



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传习录·黄以方录》

度阴山曰

立志是个苦活，不要说在实现志

向的路上有艰难险阻，即使立志之

时，也要有一股狠劲，立下圣人之

志，必须做到“一棒下去一条血痕，

一嘴巴就抽出血来”。只有对自己要

求严格，功夫扎实，才有可能在未来

艰难的路上，走到底。



第二章 格物

15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

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

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

也。

——《王阳明年谱》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是龙场(今

贵州修文县)悟道，龙场悟道

的“道”是吾心自足，不假外求。通

俗而言就是，凡事只需心中求。为什

么会感悟到这一点呢，因为王阳明搞

明白了“格物”。“格物”是《大

学》“三纲八目”中“八目”的第一

目，理学大师朱熹的解释

是，“格”是探求，“物”是事物，

去事物上探求就是格物。可王阳明却

认为，向心外格物大错特错，格物只

需心中做，世上就没有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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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正也，正其不正

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

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

者，为善之谓也。

——《大学问》

度阴山曰

王阳明对“格物”的“格”的解

释是这样的：格是“正”的意思。比

如一棵树苗歪了，我们把它扶正，这



就是“正”。一棵树苗没有歪，我们

保证它不会歪，这也是“正”。把歪

树苗扶正是“正其不正”，是

去“恶”；让正的树苗不要歪，

是“为善”。“格”，就是“为善去

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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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

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

做。

——《传习录·黄以方录》

度阴山曰

天下之物皆可用来“格”(探

究)，比如原子弹，若想制造出来，

就必须去研究。不过问题是，你制造

原子弹的目的(念头)是什么？是保家



卫国，还是屠杀无辜的人？这个念

头，才是我们真正要“格”的，也是

我们唯一要“格”的。而且，念头来

自我心，所以它只能在我们心

上“格”。



18

孔训示克己，孟子垂反

身，明明贤圣训，请君勿与

谖。

——《郑伯兴谢病还鹿门雪夜过别赋
赠三首》

度阴山曰

孔子主张克制自己，认为人要拥

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孟子则认为，事

情如果没有做好，就应该回到自身来

找问题。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主张



的都是，人应该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人生如果真有处世法则，那么这个法

则就是：克己和反身。即一切问题都

在心上格，在心上寻找答案。



19

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

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

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

知了。[最新电子书免费分

享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

书]

——《传习录·黄以方录》

度阴山曰



“格”是正的意思，“物”是事

情的意思，比如洒水扫地是一件事，

古人就称它为物。那么所谓“格

物”其实就是在事情上正你的念头。

洒水扫地就是一件事，我们在这件事

上“格”，就是要拿出正的念头：用

心来洒水扫地。天下万事，都可以用

这种方式来应对，这就是格物。天下

那么多事，我们只要用良知来应对，

那就是真格物。



20

舜不遇瞽叟，则处瞽叟

之物无由格；不遇象，则处

象之物无由格。周公不遇流

言忧惧，则流言忧惧之物无

由格。故凡“动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者，正吾圣门

致知格物之学，正不宜轻易

放过，失此好光阴也。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舜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总想杀掉

他，但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孝悌

之道，最终感化了这两个人。周公辅

佐年幼的天子，外面风言风语说他要

篡权，可周公用实际行动堵上了悠悠

众口。人若想内心强大，成人成己，

肯定会遇到艰难困苦之事，在这些事

上用功，不要被事情累倒。所以我们

要感谢人生中出现的挫折，因为这些

事只要你格了它，它就成了你内心强

大的资本。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

人生的痛苦与厄运的，如果你遇到



了，说明你是上天的宠儿，你就在痛

苦与厄运这些事上好好格。



21

知得轻傲处，便是良

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

便是格物。

——《寄薛尚谦(癸未)》

度阴山曰

王阳明说格物只需从心上格，可

如何保证我心中的念头就是正确的

呢？比如我的心如何知道看到别人落

井时，“去拯救”才是正的念



头，“落井下石”是错的念头呢？王

阳明说，因为我心上有良知啊，良知

知道你的某种行为是轻傲的，你只要

把它除掉，这就是格物——在确定了

某个行为是轻傲后，不仅要正这种念

头，还要把它去除，才算完整的格

物。由此可见，格物本身就包含了知

和行两个行为。



22

修齐治平，总是格物。

——《答甘泉(辛巳)》

度阴山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甚

至吃喝拉撒，人生中的一切事都建立

在格物的基础上。即便是再千头万绪

的事情，“格物”两个字一样都能解

决。除此以外的一切机关算尽，不但

违背格物宗旨，违背你的心，更是自

作聪明，终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23

《大学》谓之“致知格

物”，在《书》谓之“精

一”，在《中庸》谓之“慎

独”，在《孟子》谓之“集

义”，其功夫一也。

——《与陆清伯书》

度阴山曰

致知格物、精一、慎独、集义，

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一回事。“精



一”是精心于天理，“慎独”是自我

管理，“集义”是所作所为符合道

义，这全是格物的内容。



24

惩心忿，窒心欲，迁心

善，改心过；处事接物，无

所往而非求尽吾心以自慊

也。

——《紫阳书院集序(乙亥)》

度阴山曰

格物的条目如下：克制心中的忿

怒，抑制心中的私欲，让内心去恶向

善，改正内心的过失；在处理问题和



待人接物上，力求让我们的本心完全

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内心的自足自

快。



25

岂是人谋能妙算？偶逢

天助及师还。穷搜极讨非长

计，须有恩威化梗顽。

——《平八寨》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如何格人生？这四句话

就是答案：人在做时天在看，人做得

过分，天就会来干预；人即使天纵睿

智，算无遗策，也要遵循“人算不如



天算”的铁律；阳明心学虽然是门进

取的学说，却仍然主张尽人事遵天

命；人有千算也算不过天。机关算尽

不是长久之计，也不符合天道。我们

只能这样格物：得之不喜，失之不

忧。



26

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

也。

——《答聂文蔚》

度阴山曰

人的面貌不同，性情不同，但有

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的心。你

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喜欢，你厌恶的

东西，别人也厌恶，大体如此。所以

想要取得人心，就必须先光明自己的

心，然后才能明白别人的心。格物，



就是要先格自己，才能格明白别人。



27

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

谊明道，亦功利耳。

——《与黄诚甫(癸酉)》

度阴山曰

即使你做的事是为人民服务这样

伟大的事情，但如果你心里算计了，

虽然有成果，也不是天理，而是功

利。所谓算计，无非是想得到鲜花和

掌声，甚至有时候会算计利益。为什

么一旦有了这种算计，伟大的事也变



成了功利呢？因为你的念头已不正，

念头一旦不正，你就没有了格的能

力，那么物(事情)必不正，所以流于

功利。



28

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

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

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

人心矣。

——《重修山阴县学记》

度阴山曰

见到一个小孩在井边摇摇欲坠，

本能地飞奔过去解救，这就是天理；

解救的过程中想着如何得到实惠，如



何得到别人的赞美，这就是人欲。古

人讲人心难测，就是这个道理。但任

何人都能测自己的心，测自己心的过

程就是格物。



第三章 心即理

29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

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理在我们心中，不在心外的事物

上，天下没有心外的理，也没有心外

的事。比如对待父母这件事和孝顺父



母这个理，它不在父母身上，而是在

我们心里。只有你有孝顺的心，才有

孝顺这个理出来。其他理同样如此，

事情承载着理，理不在心外，事情自

然也不在心外。



30

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故心外无学。

——《紫阳书院集序》

度阴山曰

世间事是人靠心做出来的，人不

动心去做事，就不可能有事，所以，

心外无事。古语说，天下本无事，庸

人自扰之，就是“心外无事”。事物

本身没有理，所有事物的理都是我们

人心赋予的，比如孝顺，它源于我们



的心，不在事物(父母)那里，所以

说“心外无理”。至于“心外无

学”更好理解：人类的一切学说，也

是某些人通过自己的心搞出来的。所

以，我们的心外什么都没有，一切

事、理、学都在我们心内。



31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

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

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

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

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

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

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



在你的心外。”

——《传习录·钱德洪录》

度阴山曰

“心外无物”，最简易的解析就

是：物者，事也。心外无物就是心外

无事。另外的解析是：物承载着理，

理不在心外，物自然也不在。第三种

解释就是这个“岩中花树”，王阳明

认为，花固然客观存在，可如果我们

不和它建立联系，互相感应，赋予它

价值，那花和我们是各自存在的，和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有用心和



它建立起联系(看它)，感应它(从眼

入心)，赋予它价值(鲜艳)，它才算

作一物。所以说，心外无物。



32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

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

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身、心、意、知、物，是一回

事。我们抬一根木头，心发出这种念

头，念头的正确与否由良知来判断，

良知判断可以抬这根木头后，身体再



行动，而抬木头这件事就是物。物就

是事，抬木头这件事，身、心、意、

知，一个都不能缺少。



33

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

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王阳明认为，物就是事情的意

思，孝顺父母就是一物，是一件事。

孝顺父母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在于我

们用了心。如果我们不用心，这件事

就不可能发生。所以说，心外无事，

也就等于心外无物。





34

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

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

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

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

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

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

是天理。

——《传习录·薛侃录》

度阴山曰



心，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绝不是

心脏这个器官，而是能感知万事万物

的一种灵。它在，万物就在；它不

在，万物对于它而言就消失了。所以

心之外能有什么？同时，它和我们的

头脑恰好互补。心去感知，头脑为心

服务，使感知更加透彻。头脑思考出

来的是术，心感知出来的则是道。



35

理虽万殊而皆具于吾

心，心固一也，吾唯求诸吾

心而已。

——《约斋说(甲戌)》

度阴山曰

天下有各种各样的理，我们不必

刻意去学。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

有这些理，只要你内心光明，遇事就

会自然发散出来。孝顺父母的理和爱



妻儿的理固然不同，可其来源相同，

都从心上来，都从用心来。



36

我如今说个“心即

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

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

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

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

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

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

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

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



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

自知。故我说个“心即

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

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

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

立言宗旨。

——《传习录·黄以方录》

度阴山曰

心里所想的和做出来的不一致，

就是心理不一。心里想着荣华富贵，



做出来的事却是售卖情怀，这就是心

理不一。也就是说，落到事情上所呈

现出的那个理和你心里的理不一样，

你心里的理坏掉了，纵然事物上的理

呈现得再光明，也没有用。你骗得了

别人，却骗不了自己的心。心即理，

就是要心理合一。



37

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

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

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既然所有的理都在我们心中，那

就不必被他人所谓的理牵着鼻子走。

坚信权威当然好，但不如自己体悟到

的学问。我们在拥有了知识和思想



后，会在读别人知识和思想的时候有

所犹疑。此时，千万别怕，不要认为

它是权威，就不敢疑。权威也是人，

是人就会有错。不得于心的东西，尤

其要注意。“心即理”要求每个人都

应该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



38

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

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

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

有二心也。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人心只是一颗心，真诚用此心去

待人接物，就是道心；虚伪地去待人



接物，就是人心。人心可转化成道

心，道心也会滑落为人心。没有灰色

地带，要么是人心，要么是道心。一

念为善就是圣人，一念为恶就是恶

人。



39

或曰：“人皆有是心，

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

不善？”先生曰：“恶人之

心，失其本体。”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如果天理在我们心中，人人都遵

循天理，那大家都应该是善人，而没

有恶人。可世界上就是有很多恶人。



王阳明的回答是，这些人已经失去心

的本体。心的本体是良知，失去良知

的人，心就不是心了，发出去的理自

然也不是理，而是邪理。[最新电子

书免费分享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40

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

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

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

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

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

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

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世界上的确有“鬼”，但由于心

外无物，鬼也是一物，所以鬼所居住

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心里，不在我们的

心外。色鬼迷你，是因为你先有了色

心，鬼才定居。你怕厉鬼，是因为先

做了鬼鬼祟祟的事。总之，鬼在你心

里，只有心中先有了鬼，然后才会开

始怕鬼。



41

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

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

始自以为快也。唯夫求以自

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

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

知求快之地。

——《题梦槎奇游诗卷》

度阴山曰



不能尽自己的心，是自己欺骗自

己的内心，只有尽了自己的心意后，

内心才会感觉到由衷的快乐。只要追

求的是让自己的内心快乐，不管遇到

富贵贫贱还是忧戚患难的处境，都可

以致良知，去追求内心的快乐。真君

子所追求的，不过是让自己内心快

乐。只有内心快乐了，心才会纯粹，

所发出的理自然也就纯粹了。



42

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

一人一心，以达于四海之

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

之后，无有不同。

——《书朱守乾卷(乙酉)》

度阴山曰

从圣人到愚人，一个人一个心，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不过，无论是

千百年前还是现在，每个人的心对善



恶的判断和态度是相同的。你认为的

善，圣人也认为是善；你认为的恶，

圣人也认为是恶。人皆可为圣贤，关

键在于为善去恶。



43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

团圆永无缺。

——《中秋》

度阴山曰

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客观世界的那

个月亮，虽然有十五的圆月，可也有

初十的缺憾，此时，我们的情绪就会

被客观的、心外的这个月亮牵着走。

倘若我心中是光明的、是理智的，那

圆月就在我们心里，每天都是圆月，



千古永无缺。心中有光，世界就是

光。每个人的心不同，看到的月亮也

不同，这就是心即理。



44

人之恶行，虽有大小，

皆由胜心出，胜心一坚，则

不复有改过徙义之功矣。

——《语录·四条》

度阴山曰

人的恶行，虽然有大恶和小恶之

分，但归根结底，产生恶行的心理始

于好胜心。人一好胜，就想快速超越

别人，不肯做好眼前事，想走捷径，



但世界上根本没有捷径，可他非要

走，那他就会走邪路。由于一切都在

我们心中，所以要使自己成为善人，

就必须在心上去除好胜心。



45

心，在物为理，有此心

即有此理，无此心即无此

理。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虽然理在我们心中，但如果我们

不将其呈现到物上，那等于没有。比

如我们都有孝顺父母的理，可如果不

把孝顺呈现到孝顺父母这件事上，那



这个理就等于不存在。真有孝顺父母

的心，肯定有孝顺这个理出现，没有

孝顺父母的心，那一定就不能孝顺父

母，孝顺的理也就不会出现了。这就

是“心即理”，在内为“心”，呈现

到外部事物上为“理”，所以，“心

即理”本身就已经有了“知行”的影

子。



46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

难。

——《与杨仕德薛尚谦(丁丑)》

度阴山曰

“山中贼”是我们所面对的外

物，“心中贼”则是我们心中的很多

缺陷。其实破心中贼并不难，只要经

常反省自己的过错，做符合天理的事

就可以了。可为什么王阳明却说破心

中贼难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盯



着别人心中的贼，而忽略了自己心中

的贼。



47

天地生意，花草一般，

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

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

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

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

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传习录·薛侃录》

度阴山曰



事物没有善恶，你要养花，草就

是恶，你要种草坪，花又成了恶。花

和草本身哪里有善恶？事物的一切善

恶，都是我们的心赋予的。而我们的

喜欢或者厌恶，正是事物呈现出善恶

的缘由。心外什么都没有，包括事物

的善恶。一切全都在我们心中。



第四章 知行合一

48

故《大学》指个真知行

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

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

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

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

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

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



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

个心去恶。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提到“知行合一”，很多人想到

的是，知是知道，行是行动，所

谓“知行合一”就是知道了去行动。

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仅仅这

样解释，它是先从道的角度来解析

的。第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如好好

色，如恶恶臭。见到美色属于知，喜

欢上美色属于行；闻到恶臭属于知，



厌恶恶臭属于行。见到美色会立即喜

欢美色，闻到恶臭会立刻厌恶恶臭，

中间没有间隔，所以知和行中间也没

有间隔，当机立断，这就是知行合

一。



49

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

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

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

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

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

——《书朱守谐卷(甲申)》

度阴山曰

水在自然状态下永远向下流，这

是它的“知”，而且它永远不停地在



向下流，这就是“行”。水肯定是一

边知一边行的，知和行并驾齐驱，所

以水是即知即行，知和行没有先后之

分，也没有间隔。这就是所谓的知行

合一。



50

一念发动处，便是知，

亦便是行。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念头发动，这肯定是知，但没有

看得见的行动，怎么能说是行呢？王

阳明的意思是，你念头动时就是行

了。这是典型的动机论，动机尤其重

要，因为你的念头产生后，如果不除

掉，它就会遗留在你心上。时间一



长，坏念头真的就会被实践，所以王

阳明才郑重警告你：一念发动即是

行，因为知行是一回事。



51

问“知行合一”。王阳

明曰：“此须识我立言宗

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

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

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

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

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

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

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



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

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

我立言宗旨。”

——《传习录·黄直录》

度阴山曰

知行为什么是合一的？因为一念

发动就是行。人人皆有念头，它发动

了，虽然还没有落实到下一步的行动

上，其实也是行了，这就是动机论。

你做出什么样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做事时的念头。不要认为不好的念



头没有执行就无所谓，其实你已经行

了。



52

火之本体是中，火之照

物处便是和。举着火，其光

便自照物。火与照如何离

得？故中和一也。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火是“中”，发出的光照到物上

则是“和”，中、和一体，谁也离不

开谁。只要有“中”，必有“和”。



如果火出现了，却不去照物，那就没

有“和”，而火本身也就不

是“中”。天地万物，皆

有“中”有“和”，“中”自然而然

发出，影响了万物就是“和”。人能

呼吸是“中”，吐故纳新则

是“和”。不必刻意吐故纳新，你自

然而然就在吐故纳新。火是“知”，

照物是“行”，知行合一。



53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

的功夫。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知行合一作为“道”的层面已经

解释完了。下面是“术”的层面：我

想要做一件事，然后去做了，这就是

知行合一；想要做事还没有做，这是

知(想)发动，它是行的主意，而行动

则是执行知的功夫、方法。所以，一



件事成了，本身就包含着知和行。



54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

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

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

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

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

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

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

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

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



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

路歧之险夷者邪？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度阴山曰

正常情况下，人肯定是先有了想

吃的心，然后才想吃东西。这个想吃

的心就是念头，也就是行的开始。那

么，如果不去吃，就不知道食物是什

么味道，必须去吃，才能知。所以这

个知行合一就是这样的：(欲)知—行

—(真)知，它是个圈，转圈的目的是

把“知”前面的“欲”去掉，把“欲



知”升华为“知”。



55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

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

不可分作两事。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束，

缺一不可。我们做的任何事，都应该

有知和行，否则这件事就不能称为

事。经常有人做出半途而废的事，原



因就在于，他把知和行一分为二了。



56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

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

知。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度阴山曰

比如饱，你某次吃饭，吃得特别

精细，特别认真，即使你日后没有写

关于吃饱的论文，但你已经知道了什

么是饱，这就是“行之明觉精察处即



是知”。你那次吃得特别饱，险些撑

破肚皮，那次饱让你印象深刻，虽然

你现在没有再吃饱，但那次的饱已经

被你铭记在心，一提起“饱”这个

字，你大概就会呕吐，这就是知的真

切笃实，就是行。



57

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

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

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

分得开？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真正的知道必源于行，比如你曾

经痛过，才真正知道痛，否则就是无

病呻吟；你被冻僵过，才真正知道寒



冷，否则就是矫情；你被饿个半死

过，才真正知道什么是饿，否则就是

吃货。所以，当你说你真

正“知”时，背后肯定跟着“行”，

知行怎么可能分开!



58

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认

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

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

得欲到之处。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人生之路就是这样，你不走就不

知道路是什么样。走起来后，才发现

路的百折千回，山重水复，不知道往



何处走时，便真诚地向别人询问。问

别人，既是知也是行。走起来既是行

也是知。做任何事都离不开知行，所

以知行必然合一。



59

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

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

吃。

——《传习录·薛侃录》

度阴山曰

一切都要自己去行动才可得到真

知，都要自己去体会感悟，才能得到

真理。苦瓜有多苦，如果你不吃，纵

然用世界上最能描述苦的文字也无法



让你知道苦瓜的苦。中国古人讲究实

践、体悟，原因也正在于此。自己通

过实践得来的，才叫真知，再进一步

说，必须是你亲自行而获取的知才是

知行合一，靠他人的知指引你自己的

行，肯定不能合一。



60

譬之饮食，其味之美

恶，食者自当知之，非人之

能以其美恶告之也。

——《答舒国用(癸未)》

度阴山曰

中国传统思想讲究体悟，也就是

说，凡是别人告诉你的，虽然你觉得

有道理，可如果你没有亲身感受，那

这种知识对你而言，也不是真知。必



须自己体悟后，才能真正知道。这就

是知行合一。这个“知道”一定要是

身体和心灵上的同时知道，比如烤鸭

的味道，不仅仅是你身体(味觉)上知

道了，还要心灵上知道，你要认真地

吃，好好地品味，把烤鸭的味道放进

心里，以后再见到烤鸭，不需要吃，

你的身体和心灵就会同时起反应，把

这种味道回想起来。



61

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

痛痒自家知。

——《答人问良知二首》

度阴山曰

自己的痛痒，别人即使知道，因

为不能身受，所以无法感同。你做了

什么好事，做了什么亏心事，别人很

难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么，我

们就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良知是

谁？它是永远都保护你，指点你的人



生导师。



62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

不行，只是未知。

——《传习录·徐爱录》

度阴山曰

真正知道后，必能行。真正知道

自己饿了，肯定要去吃饭；真正知道

自己渴了，肯定要找水喝。如果不饿

不渴，就不会有迫切的心去吃饭喝

水。所以真知，本身已经包含了行，

知行就是合一的。那么，为何会有知



而不行的事呢？比如有人知道自己应

当孝顺父母，却不去孝顺父母，王阳

明的解释是，这种人根本就不是真

知，假知没有行动，所以也就没有知

行合一。



63

夫妇之与知与能，亦圣

人之所知所能。圣人之所不

知不能，亦夫妇之所不知不

能。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圣人能知道多少？其实他知道的

那些，普通人也知道。因为圣人从不

在知识多寡上用功，而是在自己的良



知上用功。圣人只知道不要做坏事，

尽量做好事，这是普通人也知道的。

圣人会格去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普

通人也应该这样。能做到这点，普通

人就是圣人。



64

圣贤处末世，待人应

物，有时而委屈，其道未尝

不直也。

——《寄希渊(壬申)》

度阴山曰

末世就是“人心不古，世道浇

漓”的时代，一个正人君子处于这样

的时代，其实很难出淤泥而不染，所

以有些时候可能会随大流，做事违背



良知，与人相处虚与委蛇。但是，正

人君子绝不会每件事都如此，其心中

必须抱有正道，尽力不要让自己离良

知太远。



第五章 事上磨炼

65

问：“静时亦觉意思

好，才遇事便不同。如

何？”先生曰：“是徒知静

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

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

事上磨，方立得住。”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事上磨炼，不是磨事，正如磨刀

不是磨那块石一样，而是磨刀。所谓

事上磨炼，就是在事情上磨去自己的

各种私欲，比如好胜心、荣辱心、得

失心，只有在事上磨炼，去除这些私

欲，才能见到光明的自己。除此之

外，别无他法。



66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

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

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

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

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

应之是非为体。

——《传习录·钱德洪录》

度阴山曰



王阳明为何要我们去事上磨，因

为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存在的意

义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的使用。用

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鼻子去闻，如

此和外物发生感应，行动起来，才叫

真正的眼睛、耳朵、鼻子。否则，这

些东西根本无用。心也如此，必须和

天地万物发生感应，才是真正的心。

所以事上磨炼的意义是让你成为真正

的人，而不仅仅是一副行走的皮肉。



67

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

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

着空。

——《传习录·陈九川录》

度阴山曰

文书、断案之间，无非都是实实

在在的学问。如果离开了事物去做学

问，反而会落空。这就是个在事上磨

炼的问题，人必须去事上磨炼，不是



因为能拥有智慧，而是因为不会空

虚，人必须和事建立紧密联系，人才

算是人。工作即修行，生活即修行，

就是这个意思。



68

然则圣人之学，乃不有

要乎？彼释氏之外人伦，遗

物理，而堕于空寂者，固不

得谓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

外务讲求考索，而不知本诸

其心者，其亦可以谓穷理

乎？

——《与夏敦夫(辛巳)》

度阴山曰



圣人的学问，是需要一个根本的

东西作为要领的。这个要领就是在事

上磨炼。佛教排斥人之伦理，忽视了

物的理，因而堕入空虚寂灭之中，所

以不能说它认清了本心。儒家要人在

事上磨炼，消磨自己的私欲，这才是

直抵本心，认清本心。



69

患难忧苦，莫非实学。

——《寄希渊(三)》

度阴山曰

你所经受的一切，尤其是患难和

愁苦，都不是来打败你的，而是来使

你变强大的。重要的是，你是否有接

纳它们的勇气和智慧。否则，它们终

究是祸害。无论是祸害还是财富，其

实根本不在事物上，而在于你的态

度。你的态度则来自你的心。





70

修己治人，本无二道。

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

——《答徐成之(辛未)》

度阴山曰

自己的修行和对他人的管理，根

本是一回事。修行的场所就在我们的

工作和生活中，不在其外。越是纷繁

复杂的事务，越是我们最佳的修行

场。把握住这个修行场，才能进步。

凡是把修行和工作分隔开的人，都是



知行不一的人。



71

经一蹶者长一智，今日

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

但已落第二义。须从第一义

上着力，一真一切真。

——《寄薛尚谦(一)》

度阴山曰

人难免犯错误，但如果把每次犯

的错误都乐观地视为成功之母，经历

一次挫折，便是得到一次教训，增长



一分才智，今日的失败未必不能成为

他日的收获，但这已经落入第二要义

了。第一要义是尽量少犯错，从失败

中固然能得到教训，可从成功中更能

得到经验。如何做到第一要义呢？就

是先要坚定志向，去做正确的事!



72

居常无所见，唯当利

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

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

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

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

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

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

者。

——《与王纯甫(一)》



度阴山曰

我们在人生中面对的任何事，都

可以用四个字来应对，即：喜怒哀

乐。该喜时则喜，该怒时则怒，该哀

伤时哀伤，该快乐时快乐。然而真遇

事，特别是面对利害，遭受屈辱时，

很多人俨然做不到这点，不该怒时发

怒，不该张皇失措时张皇失措，该冷

静时不冷静，一处错，处处错。只要

我们明白这个度，就能明白如何修

行。



73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

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

相，其实不着相。”

请问。

曰：“佛怕父子累，却

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

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

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

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



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

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

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

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

相？”

——《传习录·黄以方录》

度阴山曰

佛家逃避，正是王阳明的说法。

佛家总说不着相，不执着于事物，其

实在王阳明看来，恰好是着相了，否

则为什么要逃呢？真正的不着相，就



是面对事物时把它解决了，而不是

逃。解决方案很简单：去这些事情上

练心。



74

圣人遇此时，方有此

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

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

时事。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事上磨炼，不是去主动找事，是

被动迎接事情时心中要有定见，这定

见就是要把各种私欲完完全全地高高



挂起来。只有拥有这个意识，才能在

事上真正地做到磨炼，磨炼就是炼

心。



75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

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

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

砥砺之地。

——《答友人(丙戍)》

度阴山曰

不要做木偶。别人一赞赏你，你

就手舞足蹈；别人一批评你，你就暴

跳如雷，这是典型的木偶。我们若想



不做木偶，必须有一种意识，这种意

识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

高自己的心性，进化自己的灵魂。如

果没有了这个，你会不知不觉地成为

木偶。



76

先生曰：“只说‘明明

德’而不说‘亲民’，便似

老佛。”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明明德”是发现自己的品

德，“亲民”是拿出行动亲近人，只

发现自己的品德而不拿出行动亲近人

民，就是佛道。明白这一点，就知和



佛道相反的儒家是什么态度了。儒家

以天地万物为己任，事上磨炼，不是

磨嘴皮子，而是真刀真枪去行动。



77

夫过情，非和也；动

气，非和也；有意必于其

间，非和也。孺子终日啼而

不嗌，和之至也。

——《与许台仲书(又)》

度阴山曰

情感过度了，不是和；动气了，

不是和；有臆测、专断之心在其中，

不是和。婴儿终日哭啼也不会噎着，



这是和的最高境界。即是说，和的最

高境界是哀而不伤，身心不伤。婴儿

不停地哭而不会生病，因为他哭的时

候只专注于哭，至于哭的原因，他不

去想，哭完就像没事人一样；成人则

不同，关注的是哭的原因，而不关注

哭本身，即使停了眼泪，也会哀伤，

难以忘怀。事上磨炼的目的，不就是

让自己的心处于“和”的状态嘛!



78

欲念无生，则念愈生。

——《传习录·答陆原静书(又)》

度阴山曰

你越是不想有杂念，杂念就越会

出现。因为你不想有杂念，就是杂

念。消除杂念的办法不是让自己不要

有杂念，而是釜底抽薪，净化自己的

心灵，心灵纯净后，杂七杂八的念头

自然会消失。



79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

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

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

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

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

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

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

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作



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

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

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

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

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

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

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

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

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

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

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



得。”

——《传习录·陆澄录》

度阴山曰

王阳明的意思不是让你听说儿子

病危后，却哈哈大笑，而是让你抓住

这样的机会在这件事上磨炼自己的

心。你要明白，人常常会有负面情

绪，如何在它们身上磨炼是重点。心

爱的人有难，理所应当忧愁，可不能

死去活来，第一步是解决问题，而不

是在情感上先来一波要死要活。情绪

无助于事情解决，发泄多少也无用；



只有行动才能解决事情，在事上练，

就是练行动先行于情绪。



80

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

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

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

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

是尽性至命之学。

——《传习录·钱德洪录》

度阴山曰

人，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能看破生死的人，必是人上人。看破



生死，不是不怕死，而是知道如何能

永远不死。如何做到永远不死？那就

要在事上磨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

圣人，所行所为皆为善，这样，你就

永远活在别人心中了，死而未死。



81

登山即是学。虽登千仞

之山，面前止见一步，只登

一步，不做高山欲速之想，

即是学。

——《稽山承语》

度阴山曰

王阳明所谓的“只登一步”就是

脚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哪怕是比天

高的山，你必须要做到眼中心中只见



眼前的一步，不要做登上山顶的非分

之想，如此才能成功。而有的人是怎

么登山的呢？脚在山脚时，心已在山

腰，脚在山腰时，心已在山顶。心和

脚不在一处，当然登不到山顶。即使

登到山顶，也会累得气喘吁吁啊。这

就是阳明心学：关注当下，身在心

在。不要身在这里，心却飘去那里，

不能身心合一，肯定心累身累。事上

磨炼，就是磨炼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只登一步!



第六章 致良知

82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

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

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

事万变。

——《传习录·钱德洪录》

度阴山曰



良知是什么？良知能知是非，能

知善恶。良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

德感和判断力，道德感告诉我们哪些

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判断力告诉我们

哪些事是我们有能力做到的，这两点

与生俱来，不需要后天培养。



83

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

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

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

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

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

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

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

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

不是良知的本体。



——《传习录·黄省曾录》

度阴山曰

良知就是适宜，我们做内心适宜

的事就是致良知。“适宜”没有固定

的规则，良知的判定就是规则。比如

有人送东西给你，你良知觉得可以

收，收后很“适宜”，那就收；如果

良知告诉你不能收，收后内心不“适

宜”，那就不能收。一切行为都以良

知(心的适宜)为标准。



84

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

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

心之明即行也。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良知的反应非常迅速，刹那之间

就能给出事物是非善恶的答案，它是

我们的一种本能反应，要比我们思考

迅疾得多。



85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

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

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

怩。

——《传习录·陈九川录》

度阴山曰

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良知，无论

你怎样做，良知都不可能离你而去。

比如十恶不赦的盗贼，你说他是盗



贼，他心里也会不舒服。原因就在

于，盗贼的良知告诉他，做盗贼是不

对的。所以做坏事的人总是遮遮掩

掩，你一挑开，他就很难受，其实是

良知在惩罚他。



86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

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

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度阴山曰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孔子，当然，

并非孔子本人，而是孔子的精神。只

要有孔子的精神，那每个人都有成为

圣人的潜质。其实孔子一生给后人留



下的财富，无非就是他始终在做致良

知的事。圣人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



87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

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

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

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

——《与马子莘(丁亥)》

度阴山曰

如果不是良知认可的知识，那就

不是知识；如果不是关于致良知的学

问，那就不是学问。任何知识和学



问，都必须以良知为底色，而所有的

知识和学问，归根结底只在讲一件

事：良知和致良知。



88

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

如一日。

——《寄邹谦之(二)》

度阴山曰

人皆有良知，人类社会存在，良

知就存在，如同天上的太阳一样，千

万年以前是太阳，千万年以后仍是太

阳。这个世界会好吗？王阳明坚信，

会好的。他的根据是，人人皆有良

知。只要肯致良知，那世界就是美好



的。



89

有乡大夫问(王阳

明)：“除却良知，还有什

么说得？”

(王阳明)答云：“除却

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寄邹谦之(三)》

度阴山曰

的确，王阳明心学谈的只有两个

字：良知，所以说除却良知，没有什



么好说的。人生也是一样，完美的一

生，就是良知运行的一生。除了运行

良知外，还有什么？!



90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

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

到此。

——《传习录拾遗》

度阴山曰

良知虽人人皆有，可若想让它彻

底发挥其成天成地的威力，非要百死

千难中走一遭，才能将它请出为自己

服务。良知架子很大，不经历风雨见



不到它，可它对你却非常忠诚，只要

你肯听它的，它就能帮助你成天成

地、成圣成神。



91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

良知”三字。

——《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度阴山曰

王阳明心学的理论很多，心即

理、知行合一等，他晚年却说平生讲

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这说明，他

所有的理论只是一回事，那就是“致

良知”，按照良知的判定去行动，就

是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的人必须心



理合一(心即理)。所以，阳明心学就

是致良知学，就是知行合一。



92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

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

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

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

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

等稳当快乐。

——《传习录·陈九川录》

度阴山曰



我们如何致良知，这里已经说得

很清楚。在我们遇事意念发动时，良

知在监控着，它不会欺骗你，是就

是，非就非，这并不难，难的是，你

不要欺骗它，勇敢地按照它的吩咐来

做。听命于良知，就是致良知。



93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

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

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

闻。

——《传习录·答欧阳崇一》

度阴山曰

良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不是从

我们后天的视听言动中获得的。但它

必须在后天的事上磨炼时才会呈现，



这是事上磨炼，更是知行合一。我们

在人间种种善的言谈举止，都是良知

的作用，良知从来不专注于我们后天

的行为，但它却在我们行为后面，矢

志不移地指引着我们的行为。



94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

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

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

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

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

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

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

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

怛。



——《传习录·答聂文蔚》

度阴山曰

良知，换种说法就是真诚。真诚

则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听从本

心。你孝顺父母，是发自本心，不求

父母回报。倘若孝顺父母还要求回

报，这就不是良知了。忠诚领导，是

发自本心，不求回报；如果忠诚他

人，还抱着回报的念头，这就是动机

不纯，非致良知也。



95

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

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

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

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

而已。

——《传习录·答欧阳崇一》

度阴山曰

人做事，没那么多深思熟虑，千

机百密。在良知的指引下，当行则



行，当停则停，甚至当死则死，当生

则生，我们所有的斟酌，最终都要符

合一条：不要心里有愧。而这一条，

良知完全能不需要任何智慧就告诉

你。



96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

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

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

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

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

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

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

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传习录·黄修易录》



度阴山曰

按照良知闷头闷脑去做，不要管

别人说什么，不管荣辱，只要自己心

安，自己凭着良知去行动。虽然有时

会遇到挫折，但只要不放弃，按照良

知的指引去前进，终有一天，你会练

就一颗遇大风浪而不动的强大内心。



97

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

毫发无蔽，则声、色、货、

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

——《传习录·黄以方录》

度阴山曰

追求荣华富贵，无可厚非。只要

你以良知为准则，光明磊落地去赚

钱，越是富贵，越是内心坦荡。最怕

的就是赚钱不择手段，丧失良知，这



种人就被称为恶人。



98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

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

为致良知。

——《传习录·答欧阳崇一》

度阴山曰

致良知实际上有个限度，不是每

个人都能做成大事，只要能把身边的

小事做好，而且心安，就是致良知。

所以对任何自己无法做到的事，不必



太苛求自己。有些东西，是强求不得

的，即使得到，也会很快失去。致良

知，简单而言，就是将那些当下的事

做好就是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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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习录·钱德洪录》

度阴山曰

我们的本心(未见事物时)是无善

无恶的，对事物的判定也是无善无恶

的，可念头一起，对事物的判定就有

了善恶。能知道这善恶的是良知，如



果我们肯踏实地为善去恶，就是格

物，就是按照良知的判定去行动，就

是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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