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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传习录心得体会（33篇）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1     

    澄问操存舍亡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

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

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

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

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

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我的理解就是心其实一直都在，进出的是由心发出的意，意是

心的派生物，具有心的属性，但不等同于心。如果心被后天的习染

蒙蔽，出去的意就会逐物，就变成了心为物役。如果心没被后天的

习染蒙蔽，它所存在的就是天理。操则存是过程，也就是不断的擦

拭后天的习染，让明德显现。舍则亡是当我们放弃了擦拭明德，先

天美好的本性不再显现，也就灭亡了。     

   



 很多人把心放出去的时候，放到了好几个事物上，也就形成了我们

说的三心二意。儒家提倡放在一个事物上就是专注。我认为收放心

就是指收放一个意。比方说我看见一辆跑车在我面前经过，我的心

放在了跑车上，想着这辆跑车真漂亮，当跑车在我面前消失的时候，

我的心要从跑车上面收回来。然后又看到一位美女，心想的这位美

女真漂亮，当美女从我身边走过消失的时候，我的心还要从美女身

上收回来。放在跑车上的心和放在美女身上的心是放出的一个心，

但我如果不把放在跑车上的心收回来，又把心放在了美女身上，我

的心就分出了两个。这样的话，一天当中就会把心放在无数个地方，

晚上回家就会特别的疲惫。经常感觉一天也没干啥呀，为什么会这

么累？今天一天我的身体是没干什么，但我的思想，我心发出的意

放在了很多的东西身上，没有收回来。是因为心累，结果导致了身

累。师父教我们把心收回来就是让我们每一天把放出的心收回来，

晚上静坐思心的时候让心完整的休息。     

    定心不是心不动，是保持在明德的状态下把心放出去，让它随

着天理运动，这样心和性就是一个频率了。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2     

    王明阳是历史上少见的大儒，传习录是他的一部哲学著作，是

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语录修订而成的，是宋明心学集大成之作，是我

们研究宋明心学的重要文献资料。     

    传习录几乎包含了王阳明的所有哲学思想，我分别从上、中、



下三卷来分析这本经典。     

   



 我们熟知的“知行合一”即出自传习录的上卷，另外，上卷中还包

括“心即理”、意之所在即是物等哲学观点。他指出圣人之学的关

键之处在于身心之学，强调身体之外的躬亲力行，不能把圣人之学

当成纯粹的知识来传教；如果只将圣人之学谈论于口耳之间，不用

于实践及思考，则无法领会这些知识的精要，也无法发挥这些知识

应有的作用。     

    在中卷中，王阳明阐述了“知行合一”所涉及的问题，还讲述

了心学的基本内容与其立言的目的。在这一部分，他全面畅谈了自

己的`学术宗旨，并用自己的哲学观点解释了一些有关人心本体的疑

问，以及不同人所表现出的不同情形。     

    下卷主要是讲述“致良知”的思想，这也是宋明心学的主要内

容。心学是由王阳明首度提出的概念。王阳明在这一部分结合自己

的个人修养，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圣人”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

具有进步意义，它突破了固有的保守思想的束缚，对后世唯心主义

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下卷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王阳明的“四

句教”，它们不仅使王阳明的哲学体系更加完备，同时也是后世学

争论的焦点。“四句教”的内容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

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意思是说，人

心的本体至纯至洁，不为善，也不为恶。人心有了意念，才导致了

善与恶的滋生。能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只有人心的良知。

而“格物”，则是为善去恶的关键。“格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

念，即指深度探讨道理，纠正偏颇的认知与行为，是认识论的重要



内容。     

   



 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其目的在于去除心之不正，以扶正

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一点上，他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的见解

不同。朱熹等人认为，“格物”的目的在于“致知，只有通过对外

物的认识才能明了人心，从而达到扶正思想和行为的目的。另外，

王阳明认为“心即理”，“知”是人心生来所具有的。朱熹则将

“心”与“理”一分为二，两者便产生了分歧。而王阳明也在传习

录中对朱熹等人的理学思想提出批判。这些理论显示出王阳明心学

思想的本体论特征。     

    传习录不仅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同时也传达了王阳

明辩证的教育思想。通过阅读传习录，不难发现其生动活泼的内容，

感受到其不俗的语言魅力。悉心研读此书，对学习中国哲学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3     

    阳明先生大名早有耳闻，后世学者对他推崇备至，潜心研究他

阳明心学之人也不在少数。自公司开展朗诵活动以来，始读阳明先

生传习录，目前已读 2章，记录感悟如下：     

    阳明先生的心学认为世间存在一种天理，天理存在于事事物物

中。而人的内心存在一种良知，良知与天理是合一的。人类应该认

识到自己的良知，并依照良知来行事。而同时，知和行又是合一的，

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是为知行合

一。另外，如果不去“行”，也不能认识“知”，更也不能真正的

认识良知。因此，把阳明先生的学说概括成一句通俗的话就是：做



人做事凭良知。     

   



 这里就会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时时处处依

照良知行事？存天理、致良知的意义为何？对阳明先生来说，也许

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从 12岁起就立志做圣人，他认为致良知就能

够达到圣人的境界。那对于我等没有做圣人理想的普通人来说，为

何要依良知行事呢？我想，此意义应该在于，致良知可以给我们一

个更加美满的人生。也就是能让我们获得更加长久和稳定的幸福。

人可以拒绝成功、拒绝为圣，但我想不会有人拒绝幸福吧。     

    阳明先生认为天理的对立面就是人欲。人欲让我们去追求金钱、

名利、美色，人欲唆使人不劳而获，懒惰、傲慢。与此同时，金钱、

名利、美色这些欲望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而且是越追求越觉得缺，

越追求越痛苦。而依照良知来生活，勤奋、感恩、自律、助人、为

善等行为，则可以让人的内心越来越平静，从而体会到喜悦和幸福。

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与人欲斗争，就需要克己。当克己成为一种

习惯，人慢慢的不再被欲望所战胜的时候，内心的良知会越来越清

晰。而人欲的力量会越来越减弱。最终可以找到内心的光明。     

    阳明先生的学说很高深，我的理解很粗浅。但他的学说对我的

影响很大，因为他的思想可以让人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同时，他的

思想强调实践，强调只看不做、只想不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我

学习了他的部分思想后，感到整个人的内心充实、踏实、平静了许

多。开始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本

心，而不再更多的关注自己得到了什么，结果会如何。自己的理想

也变成了要成为一个无愧于心的人，而也就逐渐不再患得患失、迷



茫困苦。     

    这本书让我找到内心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依此指导自己的人生，

相信继续读下去、反复读下去会有更多的收获。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4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

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

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传习录     

    从这一段来看，路程对于阳明心学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如果

没学国学，我也认为一心一意就是专一，一心一意干一件事情，不

被外界左右影响，这就是专一。王阳明从一个反向的例子告诉我们

并不是一心一意干一件事情就是专一。     

    几天前的修身训练，师父反复强调的就是专一专注。想专注必

须持敬，对人有恭敬心，对事有敬畏心。做坏事的时候你会有敬畏

心吗？不会。只要你把心放在外在的事物上，就都叫逐物。     

    现在的社会发展的太快，新鲜的事物、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事物

数不胜数，如果我们被每一件事物牵着鼻子走，我们就没有了自我。

每一天都需要接触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如果你的心跟着每个

人走，跟着每个事走，你就会心为物役。这些都是王阳明说的“枝

枝叶叶外头寻”。向外界去找一个答案，想获得外在的肯定。外在

的事物对心的影响都属于后天的习染，这都是人欲。我们的修行就

是要存天理，去人欲。让天理浮现，我们才能致良知。寻找天理的

这个过程，坚持不懈的修行，不断的自我完善，才叫“主一”。     

   



 这一点我没有完全做到，虽然道理明白，可放在自己身上有很多时

候在自我安慰，这都是自欺。还是我们对于内心真正的认知缺乏动

力，空有一个向好的决心，实际行动跟不上。换个角度来说明这个

问题，入师门就是让我们去寻找明德，寻找天理，师父把这条路已

经明明确确的指给我们，但依然有很多人入师门之后，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甚至有很多人中途退出。是他们没想明白，还是他们做不

到？其实做不到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也就做不到，人生也就不

会如意。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5     

    在后会有期这部电影中有一句话说道：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

过不好这一生。是道理出了问题吗？显然不是。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再多的道理也需要去“实践”，也就

是要做到“知行合一”。近日研习王阳明的传习录，对于其中王阳

明所阐述思想，有所感悟，其中心思想就是：心之本体者，性也，

性即理也。所以，心即理。这是理解王阳明心学思想最关键的问题。     

    一、理得即心安？     

   



 传习录的精髓在于将心和理合二为一了，他说心即理也，心和理是

一体的，不可分开的，理就在人的心中，不必向外去探求，即所谓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但是，这个理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个见仁见

智的问题，而且非常大，不太好概括。我以为这个理不是别的，而

是合理。理只是一个合理，合理就是理。中国人最倡导的就是合理，

我们似乎总是很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很没有原

则。但其实我们是讲究的合理，做合理的事，说合理的话，而这个

理则需要自己去把握和体会，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和尺度。中国

人一直讲的是心安理得，我的理解就是，只有合理才能理得，理得

才能心安。     

    自己在心里觉得合理，在逻辑上讲的通，自然就能心安，得到

一种心理上的平静和安慰。试想，如果有件事你一直想不通，你心

里能安宁吗？肯定是心里不踏实以至于辗转反侧，痛苦不堪。一旦

你恍然大悟了，把这件事的前后捋顺了，想通了，能够说服自己了，

自然如释重负，仿佛获得解脱，从心理上获得一种安慰。这就叫，

理得才能心安，只有合理的东西才能让自己心安，不合理的东西你

不会心安。忽的想到多年来部队内部关系中发生的问题，心不安，

不就是因为不得理吗？带兵人，要想心气顺，简单的说，就是要合

理合法而已。     

    二、“实践”才是王道。     

    践行之路，从无坦途。但是如果说只要在心里觉得合理了，就

会得到心安了，人生从此再也没有烦恼了，那也未免有点自欺欺人



了，与王阳明的本意相悖了，王阳明说一定不要欺天罔人，不能自

欺也不能欺人。王阳明的弟子也发出这样的疑问，说诚使昏暗之士

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为了解决这个疑问，

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这个命题以救其弊。     

   



 他认为，知行本是一体，不可截然分开，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有

是知即有是行，知是行之体，行是知之用。王阳明认为光有知是不

够的，知而不行非真知。如果你自己在内心觉得合理，逻辑上说得

通，这不代表就一定真的合理，很可能到实际中又变得不合理了。

所以才要知行合一，把自己内心觉得合理的东西用外界事物来验证，

用行动和实践来证明你的理论是合理的，这也就是实际合理。所以，

光有逻辑合理是不够的，还要实际合理，或者事实合理，经过事实

验证的合理才叫真的合理。     

    这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所以，王阳明回答他弟子这个

疑问的时候，说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

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所以，王阳明的心学经常给

人一个误解，就是教人要去静坐冥想，参禅打坐，包括他的弟子在

内都这样认为。他们会想，假如一个人成天什么也不做，整天在那

里静坐悬想，是不是就能体悟真理，超凡入圣了？当然不是这样，

王阳明说的很明确，要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就是说要在事上

磨练。在心静的时候方便反思，通过省察克治的功夫来悟道，但这

是不够的，更要在事上磨练，要使没事和有事的时候心境是一样的，

要在具体事情上来体会平时所思所想是否合理，不能知道做不到，

知道就去做，做了才真知道，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王阳明年轻时很迷恋仙释二教，也就是道教和佛教，但他后来

很反对仙释之说。因为他觉得佛道都是只在静上下功夫，却没有去

事上磨练，最后都是虚空顽静，不切实际，与圣人之道不合，所谓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真正好的一生，总是需要我们去行动。去做无

数件别人不屑尝试的小事，拒绝那些试图迷惑你不需匍匐的虚假繁

荣。     

    三、信念成就梦想。     



    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无论遇到挫折

还是迷茫，都会微笑着面对生活，看到他们，我们犹如看到了星星

和月亮，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阳光灿烂的笑容，因为他们永远不

缺乏信念，必将实现梦想。与他们相比，我们是否还在沉醉于困惑，

借口迷茫而拒绝展开青春的翅膀？要知道，生命的天空不可能向母

亲一样永远慈爱和安详，尤其在部队中，不可能天天洒满明媚的阳

光，偶尔也会弥漫迷茫的风霜。迷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醉于迷

茫，别人都在顽强的活着，我们有何理由忘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印度的圣雄甘地，南非的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全身不比矿泉水瓶

子大多少的澳大利亚人约翰库提斯，我们崇拜他们，就是面对挫折，

他们能够做到心安理得的迷茫，正是他们用默默无闻的耕耘完成了

别人认为无法完成的工作，让他们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所以，通过研讨传习录，最重要的是要面对迷茫，不要慌，它

不会因为你的慌忙，就放弃对你纯洁思想的侵蚀。更不要以伤感的

眼光来看待迷茫，因为迷茫是一杯茶，聪明的做法就是勇敢的面对，

并且乐观的去品尝。总之，迷茫过后，要么读书，要么奋起？总之

要保持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凡事不必苛求，但求心安理

得就好，因为真正的辉煌并不是没有平平淡淡的时候；真正的英雄

也并不是没有曾经的悲伤；面对迷茫，不仅要心安理得、更要知理

心动。那是生命庄严的考验；更是胜利无尚的荣光。这是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力量，凭着它，我们不一定取得胜利，但毕竟是在一步步

走向辉煌！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6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

又因药发病。”——传习录     

    后悔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知道错了。但知道错了是一回

事，如何去改正错误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后悔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种。多数情况是因为错误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不想要的，然后才开始

后悔。还有的情况是别人告诉了我们的错误，我们觉得别人说的有

道理，才开始后悔。再有就是我们修身当中每天反思会发现自己的

错误而感到后悔。王阳明说当我们能感到后悔这是一件好事，因为

这是去掉我们病根儿的药方。药方是有了，吃不吃在我们自己。有

的人害怕药苦，虽然知道吃药可以治疗自己的病，也拒绝吃药。正

确的药方需要正确的吃法，吃到适应症的病人口中才能见效。     

    就像我们都有的傲慢之心，我注意到很多人在说自己有傲慢心

的时候，实际上自己就是傲慢的。仿佛傲慢并不是坏事，而是一种

荣耀。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人，知道自己的问题。每天都去寻找医

生给自己开药，东求西求。不管开多少正确的药方，自己不吃也没

用。反而会旧病复发。所以感到后悔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如何让

我们以后不后悔才是更重要的，这也是孔子为什么夸颜回的原因，

因为颜回不贰过，不贰过就没有再后悔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反思的时候，不要光想自己的错误，而是要想如何开

药方去治疗自己的错误，让自己不再犯，这样反思对我们才有效果。

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7     

   



 看了王阳明老师的传习录，觉得老师的话很有意义。我绝不敢说我

看完传习录后完全理解了王阳明老师的思想，但看完传习录后，我

确实有了自己的感悟。王阳明老师的智慧跨越了时间的长河，真的

值得细细品味。     

    第一，修身养性。王阳明老师认为，修心就是奉献良心。一切

都在心里，只要心在省里，就是良心。不欺骗良心，相信良心，自

觉良心。良心在于人，永远不会消失。拒绝给予良心的人是被物欲

蒙蔽了双眼，并不是说他没有良心。化干戈为玉帛是外在功夫，化

干戈为玉帛是积极的，就是纠正那些不正确的，让它们回到正道上

来。在你自私的欲望萌芽的时候就将其扼杀，为了培养你的真诚而

阻止其发生。     

    第二点是学东西。知道就是认识事物，再认识事物，理解事物

的本质，掌握知识的本源。如果需要破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这

才是真事。比如在判案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对方的无礼而懊恼，不

能因为话语的圆滑而高兴，不能因为对方的恳求而屈从于包容。因

为怕自己心里有一丁点偏差，就知道对错。把事情放在一边去学习

是不相干的。     

    第三，知行合一。知有行，知有行。知为行，知定行。读书的

目的在于知，知的目的在于行。所以一定要用读书来指导做，这样

知行合一才叫做“经世致用”。只有读书没有思考，只会越来越迷

茫，只有思考没有读书才会成为自我。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事情



中体验良心。在这个时代，当人们漫无目的地四处奔波时，不妨读

读 0103010，去探索一些人生的真正意义。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8     

    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

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传习录     

    这一段给我的启示，人必须要修身，修身之后要有自知之明。

就是你要清楚自己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什么，跟自己的能力有关，跟社会环境也有关。修身首先要知道自

己的半斤八两。不是别人说我们能干什么，是我们自己清楚自己能

不能干。能干，怎么干？不能干，需要补什么？一定要清楚自己的

长处和短板。不能别人一捧自己就飘飘然。冒然到一个岗位上，对

自己、对企业、对别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干不好

会让自己的名声变臭，到时候想挽救可就难了。儒家讲明哲保身，

如果自己有能力，但是环境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或者说环境不适合

去干这个职位，那你就要选择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也就关系到我们怎么对待生活，曾点对待生活的方式，孔子

是认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能反映出修身的程度。脱离于生活的

修行不是儒家修身方式，不管你是官场得意，还是职场失意，生活

每天都在继续。要保有像曾点那样的心态，乐观的面对生活。我觉

得曾点就应该是达到了喜乐平和的状态。拿得起需要本事，放得下

需要心胸。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9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

滞于中，则因药发病。’”     



    这段话是说：一个人有悔过之心是对的，无论你觉得做错什么，

以后别再重蹈覆辙就行了，但没必要感到有罪，更没必要念念不忘     

    这段话之所以拿来分享，因为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

都做不到那么“潇洒”，往往越是“懂事”的人，越会对自己曾经

犯下的某个错误耿耿于怀。我有一位女同学，曾经是标准的贤妻良

母，但有一次同学聚会，被大家拉着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结果糊

里糊涂第二天送儿子参加演出比赛的事给耽误了，孩子因为迟到，

比赛结果有失水准。事后她后悔不已，总觉得在孩子最需要她的时

刻亏欠了孩子，于是就对儿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尽量满足，直到后来

她发现孩子因此养成了偷钱的毛病才后悔不迭。真的是一个错误套

着另一个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了就是错了，吸取教训就好，学会放下，

否则错上加错就更加得不偿失。生活是朝前看，跟每个当下的自我

和解，这又何尝不是“致良知”的一种表现？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10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

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

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

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

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

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

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

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

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

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

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

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

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传习录     

   



 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段，我曾经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儒家提倡

“民胞物与”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一个意思，那和墨子的兼

爱又有何区别？我以前把一体和无差别等同了，但一体不一定是无

差别。一个整体当中也是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区别的。树最重要的部

分是树根，然后是树干，然后是树枝，最后是树叶。爱是所有的爱

的统称，它包括对父母的爱，对他人的爱，对事物的爱。儒家为什

么凡事都喜欢拿“孝”做比喻？因为我们选择不了我们的父母，这

是天注定的。既然是天注定的，那么这个关系就要靠着天理来维持。

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人人都有，我们不是孙悟空从

石头里蹦出来的。大学里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

近道矣。”即使是爱也是要有一个出发点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我们

的父母。我们只有做到对父母的爱才可以向外扩展。墨子提倡的爱

是无差别的爱，人人都一样，这本身就违反人性。我对马路边老人

家的爱，和对我父亲的爱，不可能一样。所以我们的爱是一体的，

但因为关系的不同，重要度不同，爱也是有等差的。就像身体里面

头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四肢，所以修行就要从对父母的孝开始。读

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11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功夫说闲语、管闲

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

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

工夫上又发病。”——传习录     



    这一段先告诉了我们修行初级阶段怎么去修行，就是你有多渴

望去改变自己。儒家讲为己之心真切，真是想明白，切是迫切。那

你修行之心真了吗？切了吗？如果修行真的像心脏疼一样关注在心

脏上，那么我们修行的速度就会一日千里。最开始这样对我们的修

行是有巨大帮助的，因为我们的心外放太久了。     

    所以格言联璧才讲“收吾本心在腔子里，是圣贤第一等学问”。

无事的时候，心是安在自己的腔子里的，有事的时候，我们外放的

时候，是需要去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儒家是入世的学问，我

们不可能离开世俗，到远离人类社会的地方去，少不了与人打交道。

用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投入在当下。做完事情的时候把心收回来，

就是修行，也是收放心。能收能放，才是自如。     

    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因为心外放的太久了，所以要练习收心。

初级阶段过后就练习收放心，如果这个时候还一直在收心上，就会

从执着变成执拗。就做不到儒家说的允执厥中，反而会耽误修行。

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12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

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

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

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矣。三子所谓‘汝，器

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

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传习录     

    三种志向，三种人生态度。王阳明解读的不是谁对谁错，是前

三个弟子在立志向的时候，有“意必固我”跟着，只有曾点在立志

向的时候是没有“意必固我”的。我以前在给自己立志向的时候都

是想当然，认为自己肯定能达到。自己没有评估自己的能力，还没

有像孔子那三个弟子一样，虽然说还在跟孔子学习，但本身实际上

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     

    孔子认为他们可以达到那个境界，所以孔子没有批评他们。曾

点的境界就更高一点，没有从自身的能力出发，而是从自身的心境

出发。自己现在也没有达到曾点的境界，还是想很多世俗的东西，

都是跟物质利益有关。进入师门之后和很多人聊天，都会问到他们

的愿景是什么，大家在谈愿景的时候，不知不觉也会犯“意必固我”

的毛病。比方会有人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也会有人说我

必须要成为一个慈善家，而且越说越觉得自己的事是真的，这样就

跑偏了。     

   



 而且后来说三人是器，把自己框住了。人生没有变化是因为自己懂

的少，所以才要“博学”。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缺哪补哪。知道

自己的位置，要素其位而行。我一直都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尽人事，听天命。做好自己，别有遗憾。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13     

    卷上主要阐释知行合一、心外无物的观点。卷中收集了八篇王

阳明亲笔写的书信，除回答有关知行合一、格物说等问题之外，还

讲了王学的内容、意义和宗旨。卷下主要是致良知，体现了王阳明

晚年的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的圣人之一，其著作传习录是一本较全面包含其思想的一本书。其

中包含儒学、理学、佛学、心学等多种学问方向的理解和分析。     

   



 作为明代的大儒，王守仁有其独特的哲学观点，即“致良知”学说。

他倡导的“知行合一”在日本很受推崇，日本人认为可以大大提高

工作效率。但我认为王守仁“知行合一”不止如此，以王守仁观点，

圣贤们教育人们知行，并不是简单地教人们如何认识、如何实践、

其目的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知行如何分得开？知是行的宗旨，行

是知的实践；知识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如果领会了这一点，

就应该明白，只说一个知，已经自然有行存在；只说一个行，知也

自然存在。只有领会到知行合一的宗旨，才会真的体会到知行的意

义。这是需要不断地磨练和自我反省才能够了解的。王守仁这样说

的，别人教你终究不能领悟，只有自己琢磨思索找到符合自己的锻

炼方式才能不断进步和提高。在王守仁的心中，圣贤的大体宗旨是

相同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叙述罢了。或许我们达不到圣人的境界，

但只要像王守仁这样的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我们也会不断安定自

己的心境，使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都有所提高。在如今时代里，人

对本源的的探索不断减少，人的心里也不断浮躁而趋向于物质。所

以在如今的社会王守仁的精神看起来更加珍贵。     

    王守仁虽贵为圣贤，博览群书，博学多才，屡立奇功。但为人

谦虚而不焦躁，为人好学，其为人正如其言，乃一正人君子。有道

是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人，在他看来，在于态度而不

在于才能也。引用其中一段话：“同朋友相交，一定要互相谦让，

就会得到好处；而互相攀比，互争高低则只会受损”。     

    又如：“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



因药发病”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很多，但能做到的人却很少。王守

仁的许多言语都是人的生活中的道理，朴实而又精深，王守仁正是

因为这些近乎完美的素质成就了他的功劳，而他也无私的将这些想

法观念传播给他人，而现今社会的“鸡汤”和他比较实在不知所云。

他的精神正是他一生理念的体现，其：“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

恶是格物”他的一生都对得起“为善去恶”这四个字。他的人性的

观点难道不可以被我们借鉴吗？王守仁，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脱

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圣人之名，当之无愧。所以，王

守仁的精深，更需要我们现代人的传承与坚守，对这个几百年前的

人物，我们应该向他致敬！读传习录心得体会    篇 14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

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

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

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

“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

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

足蹈。”     

    这是传习录中徐爱记录的最后一段，有一部分情感我也深有体

会。在同门聊天中我经常说“后悔加入师门晚了。”没像徐爱说的

以前学的那些东西把自己耽误了，是因为以前自己也没学太多东西。

加入师门之前，就觉得儒学只是高高在上的说教。加入师门，心中

更多的是想跟师父学周易，学周易的思想也不纯，是想用它来预测

未来。随着与师父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

的幼稚。     

    师父发愿去传播儒家修身方式这套东西，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教，和社会上很多的儒学培训有着本质的区别。我结合着师父的教

诲，和我的人生相对比印证，才发现我的人生之所以没有达到成功，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以前总是喜欢怨天尤人，经常对别人说没赶

上好时代，可实际上我赶上了中国最好的创业时代——互联网爆发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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