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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2015年2月7日，乙未年十二月十九）

《里仁第四》是《论语》的核心，作者进一步阐明“里仁为美”的意义和作

用，只有“里仁”的人，才能“致知”，才能“久处约”，才能精通经典，才能

功成身退。作者通过介绍自己的心路历程，强调居心的重要，真正的传承是不收

费的，真正的仁者是不生病的；同时，要在五伦当中修炼自己，把握中道，活出

精彩，活出健康。



2

论语通解（二）

尊敬的各位同仁，尊敬的各位同胞：

大家上午好！

距离上一讲已经一个月了，这一讲是我们这一次《论语》通解的

第十三讲。前十二讲作为《论语通解》（一）已经交付出版，现在作

为《论语通解》（二）的第一讲，也是我们春节之前的唯一一讲，为

了不过多地干扰大家年前的生活，所以下一讲，会是在三月初的那个

星期六上午。

再述《里仁》

上一讲讲到《里仁第四》，这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我也曾经

把体会告诉过大家，这一讲可以体会终生，甚至体会终生都未必做得

到。就开篇“里仁为美”这四个字，就未必能够做得到。由于距离我

们现在两千五百年左右，时间好像确实长了一点，里仁的说法呢，可

能有一些跟现代我们日常所用的语言不是那么的契合，可能会有同仁

有这样的感觉，那么稍微再补充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理解得更顺些。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这种说法，就是：“你是什么居心？”有这种说

法吧？说“这个人居心叵测”，这个“居”是动词，如果你把这个里

仁的“里”换成“居”，试一下，“居仁为美”，是不是能理解得好一

点。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科学家叫居里夫人，把“居”和“里”连在一

块儿，那“里仁为美”真正的内涵，你会更深一步地去理解。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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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们经常谈的居住，“居”和“住”又有同义，说你居住在大连中山区，

靠近新华书店，居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里”的意

思。孔子他老人家告诉我们后代的学人，我们的心应该住在什么地方

呢？住在“仁”上。所以你再换一次，把那个“里”换成“住”，叫

“住仁为美”。现在网络时代出现的新词儿，宅男、宅女，宅在家里，

如果有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心“宅”在这个“仁”的思想境界上，大家会

想起一个词，叫“宅心仁厚”，就这个意思。所以无论是里仁为美，居

仁为美，住仁为美还是宅仁为美，都说的是一个意思。

你那颗心放在什么地方，居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身体需要居住

一个地方，难道心灵不需要居住一个地方吗？它更需要安顿好一个地

方。因为那是我们全部身体的核心，全部人生的核心，它要是住错了

地方，你想想看，这个人生会不会好？这是我们自己完完全全可以掌

握和选择的。选择对了，这一生是美的、是善的、是顺畅的、是寿终

正寝的；选择错了，形容枯槁，挫折困顿，事业潦倒，不得善终，都

是自己选择的。所以这四个字叫高，高不可攀；深，深不可测；妙，

妙不可言，千万别因为它文字少而轻易地放过它。

连续用功

后边叫“择不处仁”，经济学是选择的学问。实际上我们每天每

时每刻每分每秒，甚至每一刹那都要做选择，选择不好，人生就大不

相同。如果你的选择定在一处，连续到一万小时，那必定是世界级的

成就。

这一万小时定律跟大家讲过多次了，从西方传过来，也能够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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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解（二）

多次了。我们古代不这么计算，叫十年寒窗苦，十年，每天三个小时

够了；我自己计算，三年，每天十个小时也够了。但是四十岁以上的

人，不要尝试三年，每天十个小时，除非你的心境已经纯洁到不为外

物所动的境地，否则，气血会跟不上，就是你的体力跟不上脑力的运

转，会出问题。三年的苦功夫，只有三十岁以前用功最好，没等消耗

到快动老本儿的时候，你已经明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理

解现在的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话，叫“成名趁早”，是可以的。但

是，如果年龄段按照《黄帝内经》上所说，男子五八四十之后，女子

五七三十五之后，不要这么用功，要顺应四时天道自然，缓缓地，每

天三个小时，十年也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不连续的话没有用，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

用。你即使想起来做一段时间，然后又迷糊一段时间，错乱一段时

间，迷惘一段时间，功用加不上，火候始终不到，所以那个“知”

你“至”不了。这也是我对《里仁篇》第一句话有不同解释的一个

依据。就是曾子作为传承孔门心法，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他写《大

学》，《大学》里面那整个学习的顺序，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耳熟

能详，叫“格物致知”，就是《里仁篇》第一句话被注解为“焉得

知（zhì）”的那个“知（zhì）”，我现在就根据《大学》的这一句

话，我说这个不能注音成智慧的“智”，就是那个“知（zhī）”。

这个意见贡献给大家，到底哪一个对，你自己去体会，践行，然后去

选取。如果我们在格物的时候没注意到自己的心在什么地方，观点必

定会错，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心没放对地方，你那个知（zhī）

是偏的、是偏见、是误解，这一误解就把整个人生的心动了、根

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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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简”需智慧

再往下看，“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我们联系前一篇提到的

《管子》，什么是“简”，什么是“约”，解释过，简约到一定程

度，说明智慧达到一定程度；智慧不到一定的境界，你是提炼不出来，

“简约”不出来的。所谓“大道至简”，这标明着人的程度可以极度

地简化，说明这个人的智慧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比如说，所有的《道

藏》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你能不能说清楚？如果能，我说你到那个

地步了；全部《大藏经》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你能不能？能的话，

你也过关了；全部《儒藏》，就是汤一介先生领着现代的学者在编辑

的《儒藏》，也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你领会了没有？做到了，就是

可以“久处约”，你的修为就已经达到了化繁为简，把厚书读成薄

书，把薄书读成一个活的精神灵魂这种程度，就可以做到。

好像是没解释清楚吗？那我再解释一下这个“约”。“约”就是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越简单说明你掌握得越通透，因为可以把所有

不重要的东西、需要解释的东西去掉。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是处于这

种简化的训练当中，概括、提炼、凝练，做的都是这个“约”。比如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的办公室不能够超标，所以去年下半年很多在机关

里工作的人，几乎都经历了搬家的过程。搬家的时候就得有好多箱子

吧，同事为了照顾我，派了两个人帮我收拾，一开始写成“钟永圣处

长第一个箱子”，这很麻烦，最后简称“钟永圣1”，还麻烦，写到后

来，“钟6、7、8、9、10”，十几个箱子，就写个“钟”写个号；包

括我们到机场，比如托运几个箱子，也会写上“钟1、2”，简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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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解（二）

用，越来越简化了，处理起来就很明白，这是生活当中常见的。我们

有个老师姓王，“王1、王2”，写完“王7”以后，他停那了（现场笑

声起）。笑的是不是都姓王？最后写个“王7-1”，帮助搬箱子的人还

没领会，问那第八个哪儿去了？（大笑）。所以简到一定程度呢，还

得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例子，就是“简”别

“简”出笑话，不是随意就可以简掉的。

还有一个例子，《中国经典经济学》我写了好几十万字，我说现

代人没有耐心去读那么长的稿本，我在扉页上就写了一段话，它可以

简化为八个字“天人本一，德财相应”，理解了这八个字，书不用看

了，直接干就好了；还嫌麻烦，我说四个字，曾子在《大学》里面说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简化为“德本财末”，北京全聚德烤

鸭店大堂上都写着“德本财末”；四个字也嫌麻烦，现代人博客嫌

长，出微博，后来一百四十个字仍然嫌多，这都是对简约的追求，可

是往往自己，就忘了这个事情，制造出更多的麻烦，我说那不能再简

化了，只能简化成两个字“善财”。就是整个全部的中国传统经济学

就可以概括成这两个字，因善取财，因善有财，它不需要原罪，一

开始就正确。而且解释开之后，什么“厚德载物”啊、“君子自强不

息”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呀、“天之道，利而不

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呀、“主明下安”……全都出来了。“利者，义之和也”，从《道

德经》到《易经》到《黄帝内经》到《论语》就全部贯通，凝练再凝

练，无非就是“善财”两个字，所以它也是深不可测。不是不能明

白，而是说当你遵从这样的一个思考，自己把自己的心灵放进去的时

候，放到那个“居”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经典全部囊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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