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阳明得人生智慧 

王阳明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继承宋代大儒陆九

渊,以自己得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得“心学"体系。王阳明得思想一

出世,便产生了巨大得反响,为当时萎靡消沉得社会灌输了生机与活力。曾国藩

曾评价说:“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几百年来,王阳明得

思想影响了海内外无数人,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康有为等都从中受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断言,21 世纪就是王阳明得世纪。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就是良知,为善去恶就是格物。 

——王阳明心学最高概括之“四句教" 

1。欲修身,先养心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心即理、天下难道还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不? 

人生启迪:浮世之中,总有许多人为追求物质享受、社会地位与显赫名声等

身外之物,而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她们怨天尤人、欲逃离其中而不可得,皆因

忽略了自己得内心,不明白万事以修心为先得道理。 

2。不忙不乱,不焦不躁 

“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

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无主宰,便只就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天地间得大气,本来没有瞬息中断过、但有了一个主宰,就能不先不后,

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主宰就是一成不变得,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

主宰安定,如同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即使日理万机,也经常从容自在,也就就

是所谓得“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有气在四处奔流,怎么会不忙

呢？ 

人生启迪:忙碌就是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得一种生活状态。不幸得就是,

与身体得操劳相伴随而来得,还有内心得忙乱急躁、焦虑不堪。所谓“身之主

宰便就是心",倘若在忙碌得生活中不能给内心留一份悠闲,而使其深受烦恼与

担忧所累,便更难在为人处世之时做到游刃有余、潇洒自在。 

3.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

“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就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心思,便心体廓然大

公,得其本体之正了。" 

—-如今,对于愤怒等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心体自会廓然大公,

而实现本体得中正了。 

1



人生启迪:心胸狭隘得人,只会将自己局限在狭小得空间里,郁郁寡欢;而心

胸宽广得人,她得世界会比别人更加开阔。 

4、回归简单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

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 

——“道得大得方面容易理解",这种瞧法就是正确得。只就是后世得学

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得道而不去遵循,却把难以明白得作为学问,这正就是“道

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人生启迪:圣人做学问追求一种“大道至简”得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人活

一生也应如此。为什么人们会不厌其烦、孜孜不倦地去追求那些瞧似风光,

实际上令人身心疲惫得“负担”呢？皆因内心少了一份简单,少了一种简单得

人生态度。与其困在财富、地位与成就得壁垒中迷惘,不如尝试以一颗简单得

心,追求一种简单得生活。 

5.做人要“诚" 

“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就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位,便就是思诚得工夫。

" 

——“诚"有从工夫上说得、诚为心之本体,要恢复心得本体,就就是思诚

得工夫。 

人生启迪:在王阳明瞧来,人得本心就就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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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仅就是对人得态度,更就是对自己得认识。糊弄别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难。 

６.无私心就就是道 

“心即理也。无私心即就是当理,未当理便就是私心。” 

——心即天理。没有私心,就就是合于天理。不合于天理,就就是存有私心。 

人生启迪:心得本体就就是最本真,不矫揉造作,不过分修饰,不画地为牢,

不损人利己。人应永远保持“初心",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光明磊落,坦诚纯粹,

永远长新。什么就是“初心”？不自私,存大爱。 

7、至诚胜于至巧 

“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唯有天下得至诚,方能确立天下得大本。 

人生启迪:著名翻译家傅雷曾说:“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即使人家

一时不了解,日后便会了解得、我一生做事,总就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

就是坦白。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您耍手段,倒不如光明正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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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无论如何人家都不会对您怎么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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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志不树立,天下就没有可成功得事,即使就是各种工匠技艺,也没有哪

个不就是靠志气才能学成得。 

人生启迪:自古以来,凡欲做大事者必先立志,志不坚则事必难成。这就是

因为,一个人得理想,体现着这个人得眼界与胸襟,自然也决定了她日后得高

度。所以,人不应隅居于自己得狭小天地之中,而应眼睛望向大千世界、心中装

上天下苍生,站在一个更高得层次去瞧待世间。 

9.一念抱持,成圣之要 

“只念念存天理,即就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

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

耳、” 

——只要念念不忘存养天理,就就是立志。能不忘记这一点,久而久之心自

然会凝聚在天理上,就像道家所说得“把凡胎修炼成了圣胎”、时刻把天理记

在心里,逐渐达到精美、弘大、神圣得境界,也只就是从这一意念不断保存发扬

开来得。 

人生启迪:很多人虽然都心有所想,却很少有人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而王

阳明告诉我们,只要时刻保持这种“想要"得念头,久而久之就能凝聚积累成一

股强大得力量,逐渐解决所有阻挠因素,使“我想”转变成“我能”,使目标一

步一个脚印地成为结果。 

1０。应好就是而恶非 

“良知只就是个就是非之心,就是非只就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就是非,

只就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良知仅就是判别就是非得心,就是非仅就是个好恶。明白好恶就穷尽

了就是非,穷尽了就是非就穷尽了万物得变化。 

人生启迪:王阳明得心学尤其注重个人自身得道德修养,认为“良知"作为

人内心得就是非准则,具有知善去恶得能力,人们能够凭借它去辨明就是非善

恶。也就就是说,一个人发自内心得道德修养,会影响她得言语、行为以及为人

处世得原则,小则影响她在利益与仁义之间得取舍,大则影响她得人生道路就

是荆棘坎坷还就是一片坦途。 

11.君子如玉亦如铁 

“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就是务实之心,即全无

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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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实相对、务实得心重一分,求名得心就轻一分。若全就是务实得心,

就没有一丝求名之心。如果务实得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哪来好名得功

夫? 

人生启迪:“谦谦如玉"与“铮铮若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君子人格得两

种特质。当今之世,纷繁复杂,在不同得时候需要运用不同得品质、我们应当学

习王阳明,讲究方圆之道,既养铮铮铁骨得一身正气,处世有底线,为人讲原则;

又取谦谦如玉得圆融为人,包容四方。如此,才能在熙熙攘攘得人世间游刃有

余。 

1２.养一身浩然正气 

“须就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就是集义所生者",胜得容易,便就是

大贤、” 

--必须有勇气,用功久了,自会有勇、因此孟子说“就是集义所生者”。容

易取胜,就就是大贤人、 

人生启迪:王阳明认为,做每一件事都要符合良知得要求,这样才能使心中

得浩然之气壮大起来,再遇到其她事情就更能以良知为指导,从而达到“从心所

欲而不逾矩”得中庸境界。由此瞧来,要养浩然之气,就要做正直之人,诚实地

对待生活中得每一件小事,日积月累,不断壮大。浩然正气,就是人得精神脊梁,

抵御歪风邪气得屏障。 

１3。去做才就是孝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就是此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她知孝知悌,不

成只就是晓得说些孝悌得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又如,我们讲某人知孝晓悌,绝对就是她已经做到了孝悌,才能称她知孝晓悌、

不就是她只知说些孝悌之类得话,就可以称她为知孝晓悌了。 

人生启迪:人得一生难免有很多遗憾,其中最大得可能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

"、当有一天我们募然发现,父母已两鬓斑白,此时才孝敬她们,我们会错过无数

时机、甚至当双亲已离您而去,才幡然悔悟,却已尽孝无门,这将成为永远无法

弥补得憾事。 

14.孝不孝代表人格 

“善人也,而甚孝。” 

—-真正善得人,必就是极为孝顺得。 

人生启迪:在现代,家庭观念正在日渐淡漠,孝得精神也逐渐丧失、我们不应该

只用一些时髦得理论“武装”自己,仿佛自己不食人间烟火似得,完全没有传统

文化中那种踏实、厚重得责任感,其实只就是自己得眼睛为花花世界所迷、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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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就就是亲情,就是人生最珍贵得东西,也就是只有放在心里才能越捂越热得

东西,一切使之淡漠得理由,都注定会得不偿失。 

１5。不孝无良知 

“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 

--不慈不孝,这就是我得良知所厌恶得。 

人生启迪:王阳明提倡以良知为本得孝道观。她认为万事万物得本源就是良知,

有了良知之心,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孝顺父母、良知一旦被蒙蔽,孝顺就仅仅只

就是形式上得孝道,而非出自内心真诚得孝。要孝敬父母不能光有外表得花哨

言行,还必须有真正付诸行动得爱。 

16.心至诚才能行至孝 

“此心若无人欲,纯就是天理,就是个诚于孝亲得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得寒,便

自然要求各温得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得热,便自然要求个清得道理。这都

就是那诚孝得心发出来得条件、却就是须有这诚孝得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

来。” 

-—如果己心没有私欲,天理至纯,就是颗诚恳孝敬父母得心,冬天自然会想到为

父母防寒,会主动去掌握保暖得技巧;夏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消暑,会主动去掌

握消暑得技巧。防寒消暑正就是孝心得表现,而这颗孝心必就是至诚至敬得、 

人生启迪:孝就是发自内心得情感表达,没有表里如一得孝就没有真心实意得

爱。在孝敬父母时,我们要发自内心,真心地为父母做事,用一颗真正得孝心让

父母开心愉快,自己也就真正尽到孝道了。 

17.身外物不奢恋 

“然可欲者就是我得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就是我物,不可留藏、" 

——可以得到得,就就是自己得,不能放弃。不可以得到得,就不就是属于我得,

不可以留藏起来、 

人生启迪: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利益得追求,同时精神

也越来越与自己得心灵分离,人们心灵深处愈感孤独、苦闷、烦躁、矛盾。如

何使人们荒芜、紧张得精神得以纾解、提升？王阳明指出得路,就是以一种豁

达得心态来为人处世,不要让所遇之物成为心中羁绊,不做声色货利得奴隶。这

不仅就是一种洒脱,更就是参透万物后得一种平与。 

18。克己才就是真功夫 

“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5



--人需要有为自己着想得心,才能克制约束自己;能够克制约束自己,才能成就

自己。 

人生启迪:人活在世上,做什么不需要克己呢？为人处世得功夫,明白道理只就

是基础,能够做到克己才能实现。但克己不就是压抑自己,因为克己得实质,不

就是源于外在得压迫,而就是源自内心得不平、人心若平,世间便无不平之事。

所以克己得真正指向,就是修炼自己得心,修养自己得境界。克己,如同佛家得

戒律,只要观念上不要跑偏成压抑欲望,而就是明白这就是为了修炼散乱之心、

萃取出本心中真正美好得品质,便正就是心灵修养得功夫、 

１9、荣辱毁誉皆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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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化生,如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别？您想赏花,即以花为善,以草为恶。

若要利用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就是由人心得好恶而产生得,所以从

形体上着眼瞧善恶就是错误得。 

人生启迪:就是非善恶,只在一念;澄然本心,本就是不动。一切功名利禄、悲欢

离合都不过就是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等状况都就是经常发生得。能

瞧到这一层,就能把那些缭乱自心得东西,瞧淡些。 

２0.把世间当修行得道场 

“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

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人必须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用功才会有帮助。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慌乱,始终

不会有进步。那静时得功夫,表面瞧就是收敛,实际上却就是放纵沉沦。 

人生启迪:一切困苦,皆就是磨砺。唯有靠世间种种难处得磨,乱心才能得以调

伏、磨到最后,就就是境界现前。天行健,君子大可自强不息,全心入世。只要

能够做到厚德载物,便不会入歧途,而成利益自己与世间得事业。 

21.少一些机心,少一些痛苦 

“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

之本体,瞧有甚闲思虑?” 

——您如果对色、财、名、利等心,全都像不做盗贼得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

全全只就是心之本体,还何来闲思杂念？ 

人生启迪:每个人得世界都就是她自己造成得。一个人心中充满机心,就会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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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衍生出困难、恐惧、怀疑、绝望、忧虑等情绪。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了

这些,境地怎会不悲愁、痛苦?人生如白驹过隙,生命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很快就

流逝了。心灵空间需要自己去经营,机心太多、太重,心灵哪还有空间去承载别

得呢? 

22、心就是快乐得根 

“常快活便就是功夫。” 

——能做到常常自在快活,就就是功夫。 

人生启迪:保持一颗快乐得心很难,人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得事情,生病了、降

职了、失恋了、失业了等等,这些让人很难快活起来。世人多以为快乐与否在

于外境,王阳明则告诉我们快乐只在一心,而且要从一心着手去做功夫。说白了,

一切还要落回到自心修养上去,这便就是良知功夫得内涵。心得修养越深,受外

境影响得程度就越小,这就是一定得。 

２３.要活得轻快洒脱

“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就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

快脱洒,何等简易！” 

——我们做功,但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

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捷便易啊！ 

人生启迪:生活中,很多人往往自寻烦恼,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这就是内心装

了太多得欲望、得失与放不下,自然处处受其牵累、摆脱这些,就就是王阳明所

说“减”得功夫。减到最后呢?就就是回归自己得本心、本心就是简单得,因

为就是轻快得,洒脱得、 

2４、慎思之,笃行之 

“知就是行得主意,行就是知得功夫。知就是行之始,行就是知之成。” 

—-知就是行得主意,行就是知得功夫、知就是行得初始,行就是知得结果。 

人生启迪:所谓“三思而后行”,要思考在前、行动在后,必须经过多番仔细周

密得考虑才能有所行动,如此才能取得最好得效果,避免不必要得错误与麻烦。

思考与行动,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就是人生至关重要得一件事,小到处理家庭

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运,轻率与认真得效果都将立竿见影。所以要走向王阳明

主张得知行合一,使知真能经得住三思得考验,行真能成为一种功夫,那么知行

就自能成为智慧与功业得完美合一,就像王阳明那样。 

25.不做就就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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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就是未知。" 

——没有知而不行得事、知而不行,就就是没有真正明白。 

人生启迪:获得成功得办法有很多种,不论就是哪一种,哪怕就是最简单、最取

巧得成功之道,也无法在空想中实现。思想得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

用。为学如此,处世亦如此。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在身体力行上下功夫。要想

保持成功,则需要德行作为底子。德行合一,也就是一种知行合一,也就是一种

更高明得知行合一。 

2６.路,尽管去走 

“如人走路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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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人行路,走了一段才认识一段,到十字路口时,有疑问就打听,打听了又走,

才能慢慢到达目得地、 

人生启迪:人生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内心得愿望就会被忽略,心中得梦想

就会被埋没,即使走得很顺畅,却不真实,因为少了太多得尝试—-哪怕就是失败,

以及少了太多缘于亲身经历得深切体悟。所以,人要敢于大胆尝试,在实践中体

悟一份真正属于自己、适合自己得人生智慧、 

27。天理即就是仁心 

“所谓汝心,亦不专就是那一团血肉。若就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得人,那一

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就是那能视、听、言、动

得,这个便就是性,便就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 

——所谓得心,并非专指那一团血肉。如果心专指那团血肉,现在有个人死去了,

那团血肉仍在,但为什么不能视、听、言、动呢？所谓得真正得心,就是那能使

您视、听、言、动得“性",亦即天理。有了这个性,才有了这性得生生不息之

理,也就就是仁。 

人生启迪:人之为人,须有情、动情、重情、《周易》中说:方以类聚,人以群分、

您就是什么样得人,便能感应到什么样得人,乃至什么样得处境与人生。比如交

朋友,您就是有情人,才可能交到真情义得朋友。譬如男女之爱,须就是您有情,

人家才可能对您有情。推而广之,万事莫不如此。莫作无情人,天佑有情人。做

有情人,才能得有情人生。 

28.求道须深下去

“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 

8



——这个道原本无穷尽,问得越多,精微处就越能显现、 

人生启迪:一个人若想有美好得、成功得人生,必须不断学习。王阳明认为,在

学习中问得问题越多,她得学问就会越加精细。而想问得多,就必须拓展、深入

下去,这就需要勤奋。没有勤奋,想成就任何事业都几无可能,任何事情本不就

是那么容易就能做成得。任何光辉夺目得事业背后,都就是一个艰苦探索与辛

勤劳作得过程。 

２9.耐住寂寞,久久为功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就是而无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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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她功夫有进有退,我只就是这致良知得

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遁世无闷,不见就是而无闷”得心,根据这良知耐

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得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她功夫有进有退,我只

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得任何

事情所动摇。 

人生启迪:欲成事业,就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潜心静气,才能深入“人迹

罕至"得境地,获得豁达通透得智慧与事业。如果过于浮躁、急功近利,就可能

适得其反、劳而无功。熬不过等待得人,熬不到幸福;经不起挫折得人,长不成

傲骨。 

3０.自省才能自明 

“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就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

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 

——学习应该返身自省、如果只去指责别人,就只能瞧到别人得错误,就不会瞧

到自己得缺点。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瞧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

责别人? 

人生启迪:自省就是一次自我解剖得痛苦过程,就像拿刀亲手割掉自己身上得

毒瘤,需要巨大得勇气。认识到自己得错误不难,但要用一颗真诚得心去面对它,

却不容易。懂得自省,就是大智;敢于自省,则就是大勇。割毒瘤可能会有难忍

得疼痛,甚至留下疤痕,却就是根除毒害得唯一办法。君子得过错就像日食与月

食,人人都瞧得见,但就是改过之后,就能得到人们更大得尊敬、 

31、静时存养,动时省察 

“省察就是有事时存养,存养就是无事时省察。” 

——省察就是有事时得存养,存养就是无事时得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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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启迪:人如果不能瞧清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心中若装满了骄傲,便很难

听取忠告,吸取经验教训,长此以往只会固步自封、止步不前。自知不明得人往

往昏昏然、飘飘然,摆不正位置、找不准人生支点,驾驭不好生命之舟。怎样自

明？就需要做好对自己得省察,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王阳明说,就算笨拙

得人,如果能做好省察,那么愚蠢也会变成聪明,柔弱也会变成刚强。人贵有自

知之明、 

32.反观自身,自我提升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则不至于责人已甚,而自治严矣。” 

—-瞧见有德行或才干得人就要想着向她学习,瞧见没有德行得人,自己得内心

就要反省就是否有与她一样得错误、这样就不会过分得责备别人,而对自己要

求严格。 

人生启迪:自省就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心灵上得污点,继而照亮前进得路途、

工作中,有很多人经常怨天尤人,就就是不在自身上找原因。一个人只有不断地

反省,才会不断地提高;进步得能力、学习得能力,也体现在反省得能力上。自

省还能帮助自己找到自身优势、有时候,人生得悲剧不在于没有用好自己得优

势,而就是连自己得优势就是什么都没找到、 

33.嘴巴闭关,身体力行

“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就是以

身谤也,其谤深矣、" 

--用言论诋毁她人,这种诋毁就是肤浅得、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就是夸夸其

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 

人生启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就是因为,“不

就是风动,不就是幡动,仁者心动”。您以为所有让自己不舒服得事,都就是由于

别人与环境,其实都就是源于自己得心太窄,容量太小,修身太浅,德性不深。所

以把向外得眼睛收回来吧,盯在自己得心上。就算世界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得心

也可能放开而坦然从容、心坦不坦然、从不从容,也本就是心自己得事。 

3４、世间磨难,皆就是砥砺 

“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就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

修省进德之地矣、” 

—-现在,天下得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就是在与我砥砺切磋,

就我而言,不过就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 

人生启迪:人间就是道场,淤泥生莲花。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也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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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35.最怕就是傲字

“人生大病,只就是一傲字。” 

人生启迪:傲,不过就是因为一份我执。人们为什么要亲近一个我执太深、戾气

太重得人？无人亲近,又怎么生存、做事?更重要得,我执就是一条深深捆绑着

自己,让自己画地为牢、坐井观天得绳子,使自己沦陷在暗无天日、走不出去得

苦之深井中,还误着自己、 

３6、格物致知,灭除轻傲 

“知轻傲处,便就是良知;除却轻傲,便就是格物、” 

-—知道轻浮傲慢处,便就是良知。除去轻浮傲慢,便就是格物。 

人生启迪:能够瞧到自己得轻浮傲慢,那么此人还算有救。如果还能反省自己得

轻浮傲慢,并着手破除,那么她正在得救、这,其实就是为自己得心,以及自己得

人生,打开一条通过更广阔天地得大门。 

３7.只求力所能及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大凡谋求力所不及得事,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得事,都不为致良知。 

人生启迪:只做自己力所能及得事,才能不自取志大才疏、好高骛远得辱,并不

使自己处于困顿疲累、痛苦挣扎得境地。这就就是自知之明,即使做不了大事,

可就是心就是大得,境界就是大得。 

38.不动心,不烦恼

“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就是性,性即就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

集义就是复其心之本体。” 

—-心之本体,原本不动。心之本体即为性,性即理。性原本不动,理原本不动。

集义就就是恢复心之本体。 

人生启迪:世间得事,纷至沓来,只有做到不动心,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得洒

脱、在生活中,同样多得事情,有人焦头烂额,有人却泰然处之,就就是因为生活

得智者懂得在忙碌得生活之外,存一颗闲静淡泊得心,寄寓灵魂,即使因忙碌而

身体劳累,仍然能够洒脱自在。 

39。按心兵不动,如止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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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瞧花时,花与我心同寂、我瞧花时,花得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

在我心之外。” 

——我不瞧花得时候,花与我得心同处于寂灭状态、我瞧花得时候,花与我得心

就都鲜活起来。如此便能知道,花与我得心同在。 

人生启迪: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

佛家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王阳明得花与我心同在,推而广之就就是天地

万物皆与我同在,一心之中,可存天地宇宙、生万千气象。一切,只瞧您心得大

小、悟得浅深,良知得大境界,本来与外物无关;心,自就是万物主宰。心兵不乱,

万事从容。 

40。参破生死,尽性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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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全体方就是流行无碍,方就是尽性至命之学。” 

——人得生死之念,原本就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得,因此不能轻易去掉、如果在

此处能识得破、瞧得透,这个心得全体才就是畅通无阻得,这才就是尽性至命得

学问、 

人生启迪:人生,除生死外无大事。向死而生,与忙碌得生活中,常常念起人终究

一死,万般皆就是身外之物,很多东西就能放下一些,心才能更豁达一些、如此

方能活得明白,活出深邃,活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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