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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健忠

知行合一 见贤思齐

《王阳明传》通过介绍王阳明的
生平事迹、理论主张，阐述了王守仁
从凡人到圣人并创立心学的传奇人
生。从年少有为的“王守仁”到守制
讲学的“王阳明”，不仅仅是称谓的
改变，也是对其一生经历变迁的高
度概括；从向内“格物致知”到向外

“治国平天下”，不仅仅是个人人生
的追求，更是反映了这一代人的孜
孜不倦。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有三大命题，
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
理是心学的理论基础，知行合一是心
学的方式方法，致良知是心学的主要
内容。王阳明心学具有多方面意义，
既是形上哲学又是人生哲学，既是世
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认识论又是实
践论，而核心却是人生哲学，教人如

何做人，如何成人成圣。王阳明从学
习圣人、理解圣人到成为圣人，实现
了从心即理到致良知的升华，从中的
悟道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都有着由浅
入深的启示作用。

心即理，告诉我们要树立正确崇
高的志向。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
外无理”，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
之事”。做人之根本在于心之所向，

“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
量无穷”。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
学历的高低，也不在于性格的差别，
最重要的是心灵品质的不同。立足
时代背景，做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
要拓宽自己的格局与境界，学习圣人
思想，培养圣贤品质，要树立崇高的
理想信念，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到时代
发展中。

知行合一，告诉我们要培养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知”与“行”的关系
上，王阳明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
知之成”，知行合一，互为表里，不可
分离。这就启发我们要多实践，多
在事上练，在处理各种事情的过程
中磨练自己，通过解决一件件具体
的 事 情 来 提 升 自 己 的 修 养 ，提 升

“知”的格局，加大“行”的实效，从而
让“理”在自己心中放大。“真知即所
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回首我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正是用知行合
一的理念实践走出了一条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致良知，告诉我们要强化从一而
终的担当。王阳明说“致知，致吾心
之良知于事事务务”，其本意是不断
地学习使良知愈发开悟，于万事万物

中去“致良知”。“致良知”是终生不可
停的“事上磨”的大学问，小到一言一
行，大到宏伟蓝图，小到一家一户，大
到国家民族，都要树立致良知的担
当。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面临的
诱惑很多，稍有不慎，就容易行差踏
错。如果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必然会
带来意志消退、精神萎靡、信仰丧
失。只有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坚持自
重自省，见贤思齐，勿以恶小而为之，
终能堪大用、担大任。

无论身处何处，就算是最微小的
光亮，也可以成就一片光明，做周围
的明灯，指向前进的道路，温暖身旁
的行人。“此心光明、夫复何言”，让我
们一起学习王阳明、理解王阳明、成
为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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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雨晨

从王阳明心学中汲取前进智慧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行
合一”，即知和行必须相互贯通，知行
不分离。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
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两
者即是一体，不分彼此。只有将知贯
通于行之中，才能真正实现知行合
一。

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就要求我们
要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学习的根本
目的在于学做人、在于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人需要树
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广大党员干部的
正确价值导向首先体现在要忠于祖
国。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
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对国家忠诚的
精神气节，要时刻将国家命运、国家
理想与个人命运、个人理想紧密联
系，心系国家。其次要通过不断地学
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和理论，更要注
重理性的思考，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

自己的思考和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做到以学增智。

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就要求我们
培养实践能力。学习只有和实践结
合才能够更加深入和真实。理论的
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
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
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广大党员
干部更要做到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接
地气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实
践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

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就要求我们
重视反思。在知识和实践中，时刻不
忘进行反思，分析自己所取得的成果
和经验背后的原理和机理等，不断优

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广大党员干
部应聚焦重点问题和明显短板，多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要反
思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理想信念是
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崇高
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推动党和人
民事业前进的力量和源泉。背弃理
想信念，是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纪违
法道路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一个政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必须树立和坚持明确的理想信
念”。二是要反思发展理念是否科
学。发展理念是指导发展的先导。
发展理念是否科学，从根本上决定着
发展成效的高低乃至事业的成败。
发展理念科学了，目标、任务、政策、
措施也就有了科学的制定依据，才能
确保落地生根。 三是要反思本领能
力是否过硬。本领能力是推动事业
发展，克服和战胜各方面困难、风险

的关键要素。我们要有“本领恐慌”
感，要反思挫折和失误，查找自身急
需提高的能力，明确能力提升的方向
和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改革的
需求和工作的需求，才能实现全面高
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
则就会迷失方向。新时期只有对王
阳明心学进行科学性分析和批判性
吸收，才能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
大。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
化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重要论述，
是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方面的
思想认识和方法论。在把握王阳明
心学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认
识传统思想的实践价值，才能更好地
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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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学习了《王阳明传》，重新认识了
“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这些话的内
涵，收获很多。

王阳明出身名门世家，财富与
地位都不缺，其祖父超前的教育观
给王阳明之后的成圣之路打下基
础。求学时期受到当世大儒指点，
能够有着清晰的学习目标与学习方
法，专心读书和追求自己的目标理

想，不必为世俗之物烦恼。一直赞
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句
话，王阳明因为其牢固的物质基础，
可以不为应试而学习，可以对一些
理论进行实践，可以专心致志探索
自己的理论，这是很多小镇做题家
所没有的。所以说，法官的孩子不
一定是法官，但是法官的孩子可以
比其他人更容易成为法官。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纵观王
阳明的一生，早年时期可以说顺风顺
水，但是其心学理论也未萌芽。中年
时期遭遇挫折，如两次落榜、被贬贵
州等，这些挫折让王阳明开始反思，
心学开始萌芽，开始探讨“知行合
一”。后来，王阳明升迁，先后平定南
赣之乱、擒获宁王，王阳明开始在政
界和学界大放光彩，“致良知”开始弘

扬。所以，上天给的每一份苦难，也
是一份馈赠。一帆风顺的王阳明无
法成为圣人，只有经历了挫折，在挫
折中反思并积极探索解决之道，才有
后来的王阳明。在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挫折，我们要把它当做是自己迈向
成功的一块基石，并且要立足于基
石，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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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月

修好党员干部的“心学”

李家文

重新审视自己 激发工作热情

精神动力使人强大

《王阳明传》多角度描述了王阳明历尽艰辛，超越个人荣辱得失之境，提出

了“心即理”“致良知”等哲学思想。正如《明史》所记载：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

胜，未有如守仁（王阳明）者。其事迹虽历经五百余年，仍振奋人心。本作品文

笔流畅，将一个具有拨乱反正之才，展现救世安民之略的传奇人物浓缩于这一

部传记之中。

提到“心即是理”，我们都能想到
王阳明。在我以往浅薄的认知里，王
阳明的形象只是一个儒家学者，但从
周月亮先生的《王阳明传》中我看到
了一个不一样而又鲜活的历史人
物。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本
传记，而是一份以王阳明为主题，形
散神不散的课堂讲稿集。既有人物
真实的成长印迹，又融入了丰富多彩
的民间传说，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
欲罢不能。从这本书中，我也学习到
了几点人生感悟。

知行合一，久久为功。王阳明亲
佛近道学养生，他把儒、墨、释、道的
精华一体化为心学，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这其中波折不断。5 岁后开始
说话，读书时也“每对书辄静坐凝
思”，后来用练习书法的经验阐明格
物致知的原理。接下来又像朱熹一
样格竹子，不过他没有格出什么大道
理来，却得了肺病，又病倒了。在他
15岁时他就在京城四处逡巡，他后来
的知行合一也是由这种侠儒气质而
生，不单单是唇舌之论。这也给了我
们启示，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
中，都要做到知行合一，把理论付诸
于实际当中，并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
去，才能够取得成功。

博览群书，提升自我。王阳明一
生最大的癖好是讲学，不管有多落
魄、多苦难，甚至有点“对牛弹琴”时，
他都无法放下这个癖好。比如他在
虎溪山上就讲静会，让人收放心。王
阳明则认为人不可能无念，他只追求
正念，不求神通，息息去私意，存天
理，这样独树一帜的想法和理论，在
心学中自然不胜枚举。在王阳明幼
时，从他祖父对他的教导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的祖父不仅要他读正统的
四书五经，也要他博览群书、博采众

长，凡事要有自己的看法。这其实也
启示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既要多读
书，读好书，也要从书本中去感悟自
己的人生哲理。你读过的书、经历的
事，虽然时间长了那些细枝末节都忘
了，但剩下来的就是你的修养。它能
让你说话有道理、做事有余地、出言
有尺度、嬉闹有分寸，不断提升自我。

积极乐观，厚积薄发。在王阳明
语录《传习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王阳明的一个学生病了，感觉很痛
苦茫然，不知所措。王阳明说：“经
常保持快乐、乐观的心情，即为夫。”
作为一代儒学大家，王阳明在他的
人生当中也曾遭遇挫折和打击，但
他没有气馁，而是保持着积极乐观
的心态，不断积累自己、充实自己，
最终才能成为人人敬仰的集大成
者。人生在世，我们作为资质平庸
的平凡人，总归也要经历纷繁复杂
的事情，而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烦恼、
痛苦和不顺时，最重要的是摆正自
己的心态，积极面对一切。拥有一
颗快乐的心，胜于怀藏药囊，可以治
疗心理上的百病。尤其在工作上，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面对着新
挑战、新任务，如何在繁杂的工作当
中，体会工作的快乐，积极作为，是
值得我们深入摸索的一个话题。

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精华，对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
有很大的帮助，是种精神上的重要
依托，他把这种思想文化，变成一种
内在的动力源泉，正是这种内在的
精神动力，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通过学习《王阳明传》，也更激励我
在生活中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在工
作和生活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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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传》是一本关于中国历
史上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传记。通
过裴鹏程老师在课程中介绍，我收获
颇多，简要分享下读书心得。

首先，这本传记生动展现了王阳
明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体系。王阳明
是明代末年的重要人物，他提出了以

“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思想，对中国
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阅读《王
阳明传》，我对王阳明的成长经历、思
想观点和其对社会的影响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和
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
时也经历了挫折与磨难。在被贬贵
州龙场期间，即使环境艰苦，困难重
重，依然不忘初心，成功在龙场悟
道。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既要“身
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即使身在
最艰苦的地区，也要时刻铭记初心。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成绩，更好为群众
服务。

其次，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心学强调个体内
心的正直与道德意识的觉醒，主张实
践中的体验和自我反思。这种思想
观念引导了人们去探索真理和实践，
注重个人的自我完善和修养。通过
阅读《王阳明传》，我深刻感受到了心
学对于人类个体内心的指导作用，以
及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
让我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道德观
念，激发了我追求真理和实践的动
力。我作为一名新入职的基层工作
人员，要坚定理想，不断修炼自我，提
升党性修养和道德水平，更快适应新
岗位，为农民谋福祉、为推动乡村发
展作出贡献。

同时，格物致知是王阳明强调通

过实际经验来获取知识和智慧的观
点。他认为真知来自实践与体验，而
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王阳明主
张将学问运用到日常生活中，通过实
际行动来验证和实践自己的思想。
这使我深刻认识到纸上谈兵是远远
不够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
和应用知识。因此，我们在以后的工
作中要多到田间地头，多到群众家中
去，多到基层调研，时刻保持谦逊的
学习态度，了解群众之所需，群众之
所盼，并将所学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确保政策落实更贴民心。

此外，“觉民行道”是王阳明提出
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他强调君
主应当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关注
民生、顾及民情，以道德为准则来实
施政策和进行行政管理。觉民行道
的核心思想是在治理中不断觉察民
情民意，并以正确的道德标准来引导
政府行为，以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安
定的目标。在以前，我可能会机械地
执行上级下发的任务，而现在我更倾
向于不断搜集任务落实过程中群众
的反馈，来帮助我权衡各种选择和可
能的后果，以达到执政为民的初心。

通过了解王阳明的一生和他的
心学思想，我不仅对中国历史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受到了他崇高的
品质和伟大理念的影响。这本传记
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态度，激发
了我对知识和道德追求的热情，使我
更加坚定地朝着一个更好的人生目
标前进。我相信，《王阳明传》将继续
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引导我在未来
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地追求真理、实践
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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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传》这本书主要讲述了
中国明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军事
家和政治家王阳明为立德、立功、立
言而探索奋斗的一生。王阳明不仅
能够统军征战，有着赫赫之功，还精
通儒、释、道三教，是全能的旷世圣
儒。“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
一”“致良知”……王阳明心学的一
系列核心思想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丰富的理
论智慧，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现代
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站在新
的历史方位上，细细研读《王阳明
传》，传承和发扬阳明心学，对我们
工作和学习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一是树立“立志而圣则圣矣”的
伟大志向。“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
而贤则贤矣。”王阳明很小就立志做
圣贤，并一生坚持和践行自己的志
向与信念。即便当他九死一生被贬

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依然讲
学不辍，围绕“立志做圣贤”展开一次
次传授、交流，常常令来者乐而忘
返。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们要践
行王阳明“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
条训示，立好鸿鹄之志，坚定理想信
念，筑牢精神之基。同时要持之以恒
勤奋学习，不断反省、修正自我，擦亮
内心的“明镜”，修好党员干部的“心
学”。我们青年党员要把立志做大事
当作人生的伟大主旋律，把人生的小
我真正融入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人
民幸福的大我之中，在实现价值、升
华境界中擦亮青春的底色。

二是厚植“视人犹己，视国犹
家”的为民情怀。“世之君子惟务致
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
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这是
王阳明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王阳明在为官、为学时始终以民为

本，坚持以德修身，做百姓的表率；
仁爱亲民，强化教化德治；增设县
治，重建行政区划，推行群众自治；
整顿吏治，安抚民心，同步加强法
治。王阳明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
民富民，是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
众利益的真切体现。作为青年党
员，我们要深切体悟王阳明仁爱亲
民、治国爱国的思想理念，厚植“视
人犹己”的为民情怀，并把这种情感
力量和人民至上理念转化运用到各
项实际工作中，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三是练就“知行合一，事上磨练”
的过硬本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
益。”王阳明始终强调知行合一，心上
练，事上练。首先就是要具备调查、
洞悉全局的能力。王阳明刚担任县
令时就面临税收难题，他暗访调查，

以翔实的调查和数据掌握全局，向上
级官员陈明利弊后，圆满处理好免税
问题。然后是敢于担当，碰到事不怕
事，敢于迎难而上。虽然王阳明一生
多灾多难，遭受身体的磨难、鞭刑牢
狱的磨难、贫困落魄的磨难、公务战
事的磨难和毁誉侮辱的磨难，但是他
屡屡临危受命、剿匪叛乱，总是身先
士卒、一马当先。实事求是、迎难而
上，敢于担当、迎刃而解困难，这是王
阳明“知行合一”的强大智慧，也是广
大党员修炼好“心学”所必备的力
量。我们要在“事”上磨练出过硬本
领，立足岗位，加强锻炼，学真本领，
练真功夫，真抓实干、做实干家。我
们要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敢
于负责、勇于担当，发扬斗争精神、提
高斗争本领，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
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
民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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