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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以来，我有幸拜读了《知行合一·王阳明》一书的前五章内容(包括序章)，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我受良知的驱使，写成这篇读后感，与大家分享，以表达对大同师尊的感恩，和对师兄师姐的感谢。

一、 为什么会读这本书

一本好书，可以带领我们走进新的境界，可以指导人们解决人生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然而，在浩瀚书海
中，哪些书籍最适合当前的你阅读，能帮助和指导你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乃至让你受益终生，这
非常需要高人或名师的指点。去年的金秋十月，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大同师尊的个别指导，师尊教导我的第
一点，就是要我认真研读度阴山著的《知行合一·王阳明》这本书。

二、 怎样读这本书

有了好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把书读好。去年十一月上旬，我有幸参加了心学读书会，跟随师兄师姐
一起学习《知行合一·王阳明》，我们按照“统一进度，分步推进，分头自学，集中讨论”的学习方法，每
个星期统一确定读两到三节的书本内容，每个星期定一个晚上，集中或利用视频的形式，召开学习交流会，
进行学习内容的轮流主讲和分享讨论。就这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学完了这本书的前五章的内容（剩下的
“外二篇”内容再继续学习）。在这段时间里，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并领略领悟阳明先师
的辉煌人生和心学奥秘，让我能学有所思，日有所获，也让我体会到了读书会的温馨、愉悦和学习的高效。

三、读这本书学到了什么

经过六个月的读书学习，我学到了以下知识：

（一）学到了什么是“心学”：心学是一门能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神奇学说。

（二）学到了什么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人。

（三）懂得了“立志”的重要性：人生的“第一等事”，就是立志，就是立志读书做圣贤，而不是立志升
官发财。让我懂得，只有志向宏大，人的格局自然就会高。

（四）初步懂得了“心学的习练方法”：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五）了解到了“致良知的运行原理”：是按良知的本能（能分是非善恶）指引去为人处世。

（六）学到了阳明先师的“三次证道”：分别是心即理、致良知和“四句教”。

（七）细读了阳明先师的“三次征战”：即南赣剿匪、生擒宁王和广西戡乱。

（八）读懂了“事上磨炼的诀窍和要遵循的原则”：阳明先师告诉我们,“事上练”有个诀窍，就是要勿忘
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

“事上练”要遵循的原则是，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情，只
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没有事情来的时候，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也是“事上练”。

（九）学懂了静坐时对“思虑念头”的处理方法。阳明先师告诉我们：静坐的确没有无念头之时，静并非
不动，动也并非不静。静坐时出现的思虑念头，不可能打消它，只能让它归于正统；没有欲念自然会静。

（十）拜读了阳明先师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既是先师对自己一生的概况，也是对世人
的最后教诲。

https://fhyuan.net/?p=17255


四、读了这本书后的感想

细读这本书之后，我感悟颇多，收获不少，我把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内容的粗浅感悟，向大家作些汇报：

（一）“事上练”

“事上练”是“入世”修炼的一种好方法，也是人们学做圣人的必然之法，更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
以磨练的大众之法。

阳明先师告诉我们，“事上练”主要不是让我们通过做事去磨练自己的能力，而是磨练我们的心。“事上
练”是通过许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情经历的磨练，来达到知万事万物之理的目的，并以此反照心内之
理的一个过程。

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对自己最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一些烦心事、苦恼事、艰难事，已经基本上做到了
想开、不怨、接纳，把这些不顺心事看作是给自己历练的课题和机会，让自己在磨练中努力提升灵性层次。
但是，在遇到大的不顺心的事的时候，排解的能力还很不够，还需要不断地修炼，还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
心量。

（二）“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阳明先师心学的精髓。它告诉我们，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二者不可分离，也没有先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里的“知”是
良知，而不是知识、知道的意思。运用好这个方法，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解决人生问题和应对日常生活
的鸡毛蒜皮事，都可以应用。比如：是否要收取他人来看望你时带来的赠礼，对遇到困难的人是否要伸出
援助之手，如何管控好自己的脾气等等，都可以在“知行合一”中致良知，寻找解决方法。

我觉得，把“知行合一”用好了，人生之路将会越走越光明，当然，关键是自己要不断地“致良知”，使
良知不断光明！

（三）“物来则照”

阳明先师在龙场悟道之后到江西剿匪时，有弟子问他：“尧舜那样伟大的圣人，为什么不制作礼乐，非要
等到周公呢？”先师回答：“圣人的心是一面明镜，物来则照，物不来也不去强求。”

虽然，这是圣人做大事的法则，我学着对照一下自己，我原来做的许多事，大多有些操之过急，比如指点
一些亲戚朋友的工作调动，帮助人家买学区房给孩子读书等等，我常常主动提前提示他们，去抓住机遇把
事情办了。然而，大多数事情因做得太早，以致于在指点别人时，别人还没有想到这项事，往往人家并不
在意，有的人只是出于礼节，勉强给你应对一下。这是因为事物还没有来，自己把镜子的方向“转”过去
了。这样做自己会很累，也不讨人好。

在这些事上，我悟到了一个道理：别人有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你提前想到，帮他把问题解决了，他
往往不在意；等他自己想尽办法解决不了时候，再求你帮助解决，你帮助他解决了，他会非常高兴，非常
感动。这就是“物来则照”的道理。

（四）“人才不是管出来的”

在第一章第二节里，少年王阳明在立志方面与他的父亲王华发生争执时，他爷爷对王华说“人才不是管出
来的。”这句话，对当今社会家长怎样教育好孩子，仍有指导意义。当今社会大多数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把孩子管得严严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学这学那，管得孩子没有自己的志向，没有明
确的人生目标，也不明白自己为了什么去学习；甚至管得一些孩子只会写作业和应对考试，社会知识、人
情世故一概不知，生活基本技能也很少掌握；有的孩子待人冷漠，不懂什么是孝心、爱心和感恩之心。这
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

（五）“以百姓心为己心”

阳明先师在庐陵当县令时，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认为：百姓的难处就是自己的工作内容。当地任何人
都看得出，先师是真的以百姓心为己心。先师还提出：只要用心为百姓好，就能想到去为百姓做好事的道
理。

以上是我细读这本书的缘由、方法、学到的知识，以及粗浅的感悟。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博大精深，不是简



单读读就能读懂掌握的，我还只是学了点大概。我把以上的内容写出来，主要是想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之
心和对师兄师姐的感激之情。文中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指教。

林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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