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王阳明专注于当下 王阳明生活心得
体会(优秀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一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对中
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人们谈论王阳明时，往往不仅
仅关注于他的学说，还会对他的生活心得和体会产生兴趣。
本文将以王阳明的生活心得体会为主题，探讨他的思想与实
践的统一，以及他对人生、学问和修养的独到见解。

第一段：生活治学，以身作则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应该在生活中不断追求完善自己，实践
他所倡导的理学思想。他强调，人应该以身作则，不仅要用
言传，更要用身教。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典范，勤奋修身，
严守道德，不断追求进步。他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要求自己心
无私欲、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坚持自律。他的言行一致，给
周围的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生活体验告诉我们，只有
在实践中践行理念，才能真正做到心与行的统一。

第二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阳明强调个体的修养与家庭、国家、天下的治理之间的内
在联系。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通过修身来改善自己的道德
品质，然后通过齐家治国来影响和引领他人，最终达到平天
下的目的。他的生活心得告诉我们，人的修为和家庭、国家
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每个人都追
求自我完善，注重道义伦理，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和人



的幸福。

第三段：德智体群美俱备

王阳明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智慧、体力、社交能力和审
美品位等方面的充实和提升。他强调要充实自己的知识，不
断提升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他也强调体育锻炼的重
要性，认为身体健康是心智健康的基础。此外，他还倡导人
际交往的广泛和谐，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和合作精神。
他还认为，审美修养是培养个体精神和情感丰富性的重要方
式。他的生活体验告诉我们，全面发展是人生的追求，德智
体群美要兼备，平衡发展才能让人生更加充实和完整。

第四段：心的力量

王阳明将心看作是人与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核心力量。他提
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即认为人的心与宇宙之间
存在着本质的共通性，并主张人应该通过心的修炼来获得真
知和智慧。他的生活心得启示了我们，心是显现人与世界关
系的基础，要真正理解世界、指导行为，首先要修炼自己的
内心世界。只有通过心的觉悟和修养，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第五段：感悟人生，学问为人服务

王阳明认为，学问的终极目的在于服务他人和社会。他提倡
以学问来改造自己和他人，并通过学问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他的生活体验告诉我们，学问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把学问转化为行动，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人，实现个人与
社会的共同进步。

总结：王阳明的生活心得体会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生活实
践充满了对道德、知识、人际关系和审美艺术的不断追求和
探索。他以身作则，忠于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他的生活心得告诉我们，只有坚持
不懈地追求真理和完善自己，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获得真正
的幸福和成就。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二

1、心若不安，世间万物跟着烦乱，纷纷攘攘，无穷无尽。

2、人生本没有大事，过好平常每一天，就是最了不起的修行。

3、王阳明指向烛火：这是光。

4、养吾光明心，是最高的修为。

5、王阳明在诗中写道：

6、有高峰，自然有低谷；有坦途，自然有坑洼。无论如何，
心向光明。

7、正在做的事情，和正在相处的人，才是眼下最重要的。

8、“走路不小心跌倒了，重新站起来就好，万万不能赖在地
上不起身，更不必自欺欺人装作不曾跌倒的样子。”

9、心若放平，不执着、不着急，安安稳稳的幸福感也就随之
而来。

10、王阳明指点道：你太执着于外物。

11、修心养性的功夫，就在平常。

12、在那缺衣少食的蛮荒之地，他的随从和弟子相继病倒。

13、“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



14、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做好世间最平常的事，才能
快意人生。

15、内心光明，世界也就光明，无论面对什么事内心都是一
片坦然。

16、徐樾不解。

17、接连举了十几个之后，全被老师否定，徐樾开始焦虑、
沮丧。

18、人生是一段旅程，难易皆是修行，苦乐全在心境。

19、做好平常事

20、王阳明就让他加以说明，徐樾每举一个例子，王阳明便
否定一个。

21、守好光明心

22、身处滚滚红尘中，守住平常心、点亮光明心，方能过好
这一生。

23、王阳明说：万缘脱去心无事。

24、保持一颗平常心，就是生活的最佳状态。

25、再指向河面星星点点的渔火：这都是光。

26、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只要心中有光，光便无处不在。

27、王阳明有个弟子叫徐樾，自以为深谙阳明心学的真谛。

28、生活，好也要过，歹也要过。



29、越是难时、难处，越要守住内心的光明。

31、于是，他经常给随从们吟诗诵词，哼哼小调，只为让心
他们情好些，忘记艰辛和痛苦。

32、光既不在烛火上，也不在日月星辰之间。

33、王阳明说：“今人于吃饭时，虽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
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34、面对那些难以预料的`事，他不去劳神；面对那些不能改
变的事，他一笑而过。

35、“事上磨”，是最好的修行——平常心做事。

36、被贬至龙场的日子，是王阳明生命中极难熬一段的时光。

37、无论是辉煌还是灰暗，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眼前这段
路，都是人生中的一段旅程。

38、唯有一颗平常心，才能让你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39、徐樾起先茫然，随即顿悟。

40、不仅如此，王阳明还担心，在艰苦环境下，随从们会心
情抑郁。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三

1、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2、生命太短暂，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想与时间赛跑。

3、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领域是时间。



4、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

5、有自信的人，可以变渺小为伟大，变平庸为神奇。

6、今天，古长白练飞，断青山。

7、一百个充满信心和决心的人胜过一万名谨慎而可敬的人，
他们值得尊敬。

8、贫穷而坚强，不坠云霄的志向。

9、我不知道月亮上的河流是谁，但看到长江送水。

10、读书是容易的，思考是困难的，但是没有思考是没有用
的。

11、寂寞远航影蓝天，只看长江水平线流淌。

12、知识是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的光泽。

13、志向不真心不热，工作不热心不紧。

14、长江万里东注，箫吹卷经涛。

15、伟人在登上光荣的宝座之前都要走过沙漠。

16、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了什么，不应该看他取得
了什么。

17、如果你想学，你就得学。如果你想学，你就得学。

18、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
有利。

19、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20、有一点知识的人，更不谦虚；有知识和能力的人必须谦
虚。

21、去年在四罗桥上，今年的冷庐山歌。

22、长江滚滚征泪，一夜西风总白头。

23、一本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易，到生活无限
广阔的海洋。

24、庐山显示南斗旁的屏幕九折云锦。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四

王阳明作为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所提出的心学思
想，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并且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我学习王阳明思想的过程
中，我深有感触地认为，这种思想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
界和独特的价值伦理观，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重要途径。以下是我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先要明白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是什么。王阳明提
出人人天性亦善，差别只在于“知行有别”。他认为人人都
有一个纯净善良的心灵本性，只是在实践行动上，有更优秀
的人和不那么优秀的人之分，因此要通过学习和实践，去打
开心灵的大门，让人自由自在地发挥本性的善良品质。这个
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致良知”。“良知者，天人之间之所
以为良知者也。”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仅是人天之间的共同
点，更是人与天地之间的联系点，通过开发良知，才能与天
地间形成合一之道。这种道即是所谓的“格物致知”的思想。

第二段，学会如何“格物致知”。所谓“格物”，就是观察
世间万物，去寻找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而所谓“致
知”，则是通过观察经验，积累认知，发现新的认知和智慧，



从而提高人的智慧和认知水平。这种“格物致知”的思想，
需要人们具备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对于客观事物的探求精神。
这样才能够开启并且提高人类智慧的大门，通往更高更大的
认知空间。

第三段，要自我宽容，换位思考别人的感受。王阳明所提出的
“知我不祥，而为之奈何”的思想，告诉我们当自己遇到危
难或者犯错的时候，要反思自己，寻找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并且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要积极改正，不能埋头于消极情
绪之中。同时，当我们看待别人的错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认
识到自己不完美的一面，换位思考别人的感受和处境，从容
对待，以宽容和爱心去包容别人的错误，为别人着想。

第四段，要以天地之大和天人之间的良知为准则。王阳明晚
年提出“天理”思想。他认为，人要做事，不应该仅仅从自
己的个人角度出发，而是要将人类归于天地的整体环境之中
来思考。这样，人们的行为才是与外在世界相协调的，才能
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一种超越个人的意义。同时，王阳明还提
倡穷通，虽贫而无怨，虽富而有度，这种“穷通”的道德准
则也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贯彻落实。

第五段，思考王阳明的思想对我们当代的影响。王阳明的心
学思想对我们的当代生活也有很大的启示。虽然我们生活在
一个以物质为主的社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心灵的质量。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自己的内心，用心去感受自己身处的环境，
同时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去感知外在的世界。这样才能够更
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

总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性和哲
学的基础。这种基础也为我们创造出符合我们自己人性需求
和社会需求的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在生活的过程中，认
真学习并贯彻落实王阳明的思想，对于提高生活品质，进步
个人素质都有很大的帮助。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五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在哲学上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注重实践和体验。从他
的生活中可以看出，他注重与人交往、修身养性、实践行动
等方面的心得和体会。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展开，探讨王阳明
的生活心得与体会。

首先，王阳明非常重视与人的交往。他注重与人沟通、交流、
学习和互助。在与人的交往中，他强调以诚相待、以心传心。
他相信只有真诚和善意的交流才能带来真正的友谊和共同成
长。他经常与朋友们互相交换意见和学习经验，通过与人的
交往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和修养。

其次，王阳明注重修身养性。他认为个人的修养和修身是人
生的核心任务。他提倡“知行合一”的理念，认为只有将知
识转化为行动，才能真正改变自己和影响他人。他自身就是
一个榜样，坚持实践他的理念，不仅努力修身，还积极为社
会做出贡献。他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自省，逐渐提高自己的道
德修养和人文素质。

第三，王阳明强调实践和行动。他认为只有实践才能验证真
理和知识的有效性。他强调应该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的思
维和行为方式。他通过亲身经历来验证理论，逐步完善和提
升自己的思考和行动能力。他坚信实践是人生的阶梯，只有
付诸行动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和进步。

第四，王阳明注重心灵的平静和内心的宽容。他认为一个人
的内心是否平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正确。他强调
心灵需要静下来，才能思考和感悟生活的真谛。他主张放下
纷扰，保持平和的心态，对待世事宽容和包容，以达到心灵
的平静和内在的愉悦。

最后，王阳明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服务他人和社会。他



认为人应该以利他为己任，积极投身于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
展做出贡献的事业中。他希望通过他的理念和实践引领更多
的人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事务，改变社会和世界。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生活心得和体会主要体现在与人的交往、
修身养性、实践行动、心灵的平静和人生的价值等方面。他
的思想和实践对当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
向他学习，注重与人的交往和互助，努力修身养性，用实际
行动改变自己和影响他人，保持心灵的平静和内在的宽容，
投身于为社会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事业中。这样才能获得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六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人终身学
习的态度和习惯。而王阳明，则是一个早期的大思想家和教
育家，他的思想对于当时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下人们的思维方
式、性格形成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从不同角
度探究王阳明的思想和心得体会，以期启迪自己和读者。

第一段：王阳明思想简介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与朱熹、程颐并
称“公羊、梁父、左氏之徒”，他的思想主张始终紧密结合
着实际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王阳明思想的核心
是“知行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与行为的实践应该是完美
结合的，即认识到了就要实践，落实到生活中去，将学术研
究与传统文化和实际生活融合在一起。

第二段：王阳明心得体会之“诚实”

王阳明强调“诚实”这一品质，认为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只
有实事求是、说真话、做老实事，才能建立起互信互谅的人
际关系，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同时，“诚实”也是



一个人内心自我修养和成长的前提，因为只有心地纯净，才
能真正掌握人生决策的主动权，才能在复杂的人生中保持清
醒的头脑和向心力。

第三段：王阳明心得体会之“知行合一”

王阳明思想中的“知行合一”理念，要求人们不仅要有高深
的学识和文化素养，更要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
强调的是实践性，而实践性则意味着学习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说教和纸上谈兵的层面上，而应该贯穿于日常生活中。在知
行合一的思想下，我们要传承人类的文化、美德和真理，并
将它们准确有序地融入到现代生活中。这种方法有利于我们
自我发展和全面提高，也使我们成为更有价值的人。

第四段：王阳明心得体会之“良知”

良知是王阳明重要的思想之一，他认为良知是人与众不同的
根源，是人性的本质和人生价值的发源地。每个人都应该认
识到自己的良知，以良知作为内心的引导和判断标准。只有
追求良知，才可以摆脱外在的迷惑和诱惑，找到自己的人生
道路，同时，也可以以良知为依据，选择正确、公正的道德
观和行为方式。

第五段：个人心得感悟

要想真正理解和体会王阳明的思想，不仅要了解他的代表性
观点，还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当今时
代特点进行总结领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良知等思想，都
是对于当下社会变化和发展的有益启示。在学习和生活中，
我们应该加强对人生方向和道德选择的自我思考和探究，并
以良知作为判断准则，真正理解并践行王阳明思想中实践的
内容。

在总结上述内容之后，我们应该明白，王阳明思想的核心在



于正义，诚实和工作实践的重要性，而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
念，也更加强调人的内在修养和自我认知的提高。因此，如
果我们能够将这些思想和体验，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
去，就可以变得更加有自信和责任感，更加具有互联网时代
所需的创新思维和高效工作能力。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七

王阳明，又叫王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
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的哲学著作有：《答
顾东桥书》、《传习录》、《答友人问》、《大学问》、
《语录》；诗歌有《立春》、《观傀儡次韵》、《舟山除
夕》；散文有《瘗旅文》、《与毛宪副》；散曲《归隐》；
作品集有《王文成公全书》亦称《阳明全集》等。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译文】用事实记述的叫做史，用道理记述的叫做经。

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译文】人必须在做事上磨炼，才能真正站得住脚；才能做
到于静中能安定，在动中也能安定。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译文】坚持自己的理想就像心痛。一心就在疼痛上，哪有
时间说闲话、管闲事？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

【译文】善念生发时心里知道了，就扩充它；恶念生发时心
里知道了，就制止它。



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

【译文】悔悟是去除病的药物，但最为重要的是改正错误。

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译文】与朋友谈论学问，必须婉转曲从谦虚下问，与之宽
和相处。

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译文】圣人也是通过学习才了解道理的，众人也是天生就
具备了解道理的本能。

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

【译文】读书写文章怎么能累人呢？是人自己被读书作文的
得失观念所拖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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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你没看着这花的时候，这个花和你的心同归于寂静。
当你来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的颜色和你看的同一时刻明
白起来。因此知道这个花不在你的心外。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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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眼睛没有本体，以万物的颜色为本体。耳朵没有本
体，以万物的`声音为本体。鼻子没有本体，以万物的气息为
本体。口没有本体，以万物的味道为本体。心没有本体，以
天地万物感应的是与非为本体。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
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

【译文】初始之心的明亮，皎洁的就像白天的太阳，没有犯
了错误而自己不知道的，但是令人担心的是不能改正错误。
一念之间改正了错误，当时就获得了初始之心。一个人谁能
不犯错误？改正错误是可贵的。

古人之学，切实为己。不徒事于讲说。

【译文】古人留下的学问，是切切实实对自己有好处的，不
只是用于讲学谈论。

时习之要，只是谨独。

【译文】孔子“学而时习之”中“时习”的要领，只是独处
时要谨慎小心。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倍。

【译文】人在官场中修行，和隐居山林修行相比，功夫难上
十倍。

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万古一日。

【译文】这颗心的良知，显著、明显地挂在那里不曾晦暗过，
万古以来就像那个不变的太阳。

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

【译文】做学问的根本在于立志，志向一旦立定那么做学问
的功夫已经成功一半了。

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



【译文】恶念，是后天形成的习气；善念，是先天的本性。

繁华过眼三更促，名利牵人一线长。

【译文】繁华过眼只有三更那么短，名利牵人也只有一根线
那么长。

山中莫道无供给，明月清风不用钱。

【译文】山中不要说没有好东西供你享用，这里的明月和清
风是不用花钱买的。

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

【译文】万般真理我自己本身就具足，《六经》原来只是求
得真理的阶梯。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
两字是参同。

【译文】问问您什么事情让您每日心神不定？原来是在烦恼
场中错用了功夫。不要说圣人之门没有口诀，“良知”两个
字就是修行参证的秘诀。

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
良知却是谁？

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
身外觅神仙。

【译文】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就按这个修行看起来很玄
妙。把这个方法说给世人听却没有人相信，反而从身体之外
寻觅神仙。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



何必中秋节！

君子之学以明其心。

【译文】君子做学问是用来明心见性的。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译文】立志成为圣人，就能成为圣人。立志成为贤人，就
能成为贤人。

人言不如自悔之真。

【译文】别人说的不如自己悔悟获得的真切。

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诚意与不能诚意。

【译文】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在于能否诚心诚意。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八

王阳明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被誉为“心学大
师”，他开创的心学思想影响深远，迄今仍被广泛传颂。在
我抱着好奇的心态阅读其经典著作《传习录》后，我深感王
阳明的智慧和其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在此，我将结合自己的
心得与感悟，谈谈我对王阳明心学的认识与体会。

第二段：心学的基本概念

作为心学创始人之一，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贯穿于其著作《传
习录》之中。王阳明认为，心即是人之本质，而心学则是研
究心的学问。在他的理论中，心不仅是内外表现的本体，而
且是能够直接认知和控制世界的理性实体。他认为，只有经
过自我反省和实践，才能真正表达出心的价值和力量。



第三段：心学的核心思想

王阳明主张心中有“良知”、“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
三个核心思想。他认为，“良知”即是同情心、善良之心，
人应当依服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知
行合一”则是指，人们应该将所学习和所思考的知识落实到
实际生活中，并借此提高自我修养。最后，“格物致知”强
调，人们应该注重通过观察和实践了解事物本质，从而前进
和发展自己的认知能力。

第四段：心学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心学的精髓体现了深刻的人性思考和实际意义。许多
人会在恐惧、幸福和悲伤等情绪所驱动的行动中迷失，王阳
明心学的良知思想是消谤人性本源，着重强调人们应该追求
自己内心里道德价值的觉醒和实践，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此外，“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也为理论与实践更好地
结合提供了方法，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事物的本质，从
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第五段：结尾

总之，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和人类智慧的
珍藏。在现代社会，坚持价值觉醒和加强认知能力，帮助我
们破解问题并拓展思维领域，从而做出更为成熟的行动。我
深信，只有通过心学的认识与实践，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类智者，为社会繁荣与进步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九

2、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王阳
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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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5、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
管宁静不宁静。——王阳明

6、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王阳明

9、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王
阳明

16、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王阳
明

18、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
可为圣贤。——王阳明

21、一个人对了，一个国家就对了。你是什么样，社会就是
什么样。——王阳明

22、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
向来招人忌恨。——王阳明

23、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

24、是非，不用从学者的讲学中去区分，只需从自己的内心
去辨别。——王阳明

29、君自保重，我心送君三十里。——王阳明

30、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

31、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
是知。——王阳明

32、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王阳明



33、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王阳明

34、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王阳明

35、攻吾之短者是吾师。——王阳明

37、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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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39、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

40、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
枝枝叶叶外边寻。——王阳明

41、凡学之不勤，必其志未笃也。——王阳明

42、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相上则损。——王阳明

43、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
则其发之必不宏。——王阳明

44、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
亦经，五经亦史——王阳明

45、主一就是专注一个天理——王阳明

46、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
明飞锡下天风。——王阳明

48、一念开明，反身而诚——王阳明

49、静处体悟，事上磨炼。——王阳明



50、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
沿门持钵效贫儿。——王阳明

51、凌崖望双峰，苍茫竟何在？载拜西北风，为我扫浮
霭。——王阳明

52、圣人处此更有何通？——王阳明

53、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王阳明

54、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王阳明

56、“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王阳
明

57、心无外物，物以心生——王阳明

58、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
良知二字是参同。——王阳明

59、“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王阳明

61、“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
事。”——王阳明

62、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而为耻。——王阳明

63、山中莫道无供给，明月清风不用钱。——王阳明

64、天理即人欲——王阳明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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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66、勿忘勿助必有事焉——王阳明



王阳明专注于当下篇十

1、夫美质难得而易坏，至道难闻而易失，盛年难遇而易过，
习俗难革而易流。

2、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

3、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

4、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

5、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
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

6、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

7、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
外者乎？

8、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

9、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

10、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

11、格物致知，灭除轻傲。

12、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13、以言语谤人，其谤浅；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

14、外面是非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

15、眼前路径须放开阔，才好容人来往，若太拘窄，恐自己
亦无展足之地矣。



16、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17、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只是一“傲”字，便结果了这
一生。

18、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
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19、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
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

20、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
知。

21、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
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22、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

23、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24、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
矣。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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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27、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
而明，明则诚矣。

28、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

29、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是非之心，不虑而知，



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