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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篇

跟随圣人来提升自我素质



一定要知道的《论语》智慧

学而时习之

《论语》的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让人被一种快乐

的情绪感染。一开始就讲学习，讲学习的快乐，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孔

子对于学习的重视，同时也把整个的《论语》注入了一种快乐的基调。

学习是快乐的，这是孔子的学习心得，是他学习的状态，也是他的学习

经验。孔子很喜悦地把他的这种经验告诉了学生，也告诉了后来的人

们。从快乐的角度去看《论语》，读起来就不会感到厌烦；从快乐的角

度去看学习，我们对于学习也不会感到厌倦。

学习了知识，并经常去练习和运用，这是让人快乐的事情。孔子认

为如果学到了一些知识，是马上就可以用来实践的，在平时就可以派上

用场，在实践中得到效果，我们学习时能不觉得快乐吗？由此一定会对

这些知识充满了兴趣。

孔子把学习看作是喜悦的事，有很深刻的道理在里面。学习本是人

类的天性，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备的能力。人性中就包含了学习这一

本质，学习本身就是实现人类本性的一种途径。人类学习的这种天性，

体现在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人物身上。而喜欢学习的人，并把学习当作

一种快乐和喜悦的人，往往会成就一番事业。我们可以从王羲之身上看

到这种学习和实践的精神。

● 感悟故事

王羲之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从小酷爱书法，13岁那年，王羲之偶然发现他父

亲藏有一本《说笔》的书法书，便拿来阅读。他父亲发现了，担心他年

幼不能保密家传，答应待他长大之后再传授。王羲之于是跪下请求父亲

允许他现在阅读，他父亲很受感动，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羲之练习书法很刻苦，甚至连吃饭、走路都在琢磨书法，真是到

了无时无刻都在练习的地步，没有纸笔，他就在自己身上划写，久而久

之，衣服都被划破了。

一次，王羲之练字忘了吃饭，家人看到他这么投入，就把饭送到书

房。他竟不加思索地用馍馍蘸着墨吃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当家人发

现时，已是满嘴墨黑了。王羲之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

水都变成黑色了，别人就把池子称为“墨池”。现在绍兴兰亭、浙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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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西谷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名胜。

王羲之的书法技艺和刻苦精神很受世人赞许，他的婚事就是和他练

习书法有关的。王羲之的叔父王导是东晋的宰相，与当朝太傅郗鉴是好

朋友，郗鉴有一位如花似玉、才貌出众的女儿。郗鉴早闻王家的子弟个

个风流倜傥，一日跟王导说想在王导的儿子和侄儿中为女儿选一位满意

的女婿，王导当即表示同意，并由他挑选。

王导回到家中将此事告诉了诸位儿侄，儿侄们久闻郗家小姐德贤貌

美，都想娶她。郗家来人选婿时，诸侄儿都忙着更冠易服精心打扮，只

有王羲之没有什么反应，也不问此事，仍躺在东厢房床上专心琢磨书法

艺术。

于是郗家派人来到王家考察，看过王导诸儿侄之后，回去向郗鉴回

禀说：“王家诸儿郎都不错，只是在选婿时有些拘谨不自然，只有东厢

房那位公子躺在床上毫不介意，只顾用手在席上比划什么。”

郗鉴听后，高兴地说：“东床那位公子，必定是在书法上学有成就

的王羲之，此子内含不露，潜心学业，正是我意中的女婿。”于是把女

儿嫁给了王羲之。王导的其他儿侄十分羡慕，称他为“东床快婿”，从

此 “东床”也就成了女婿的美称了。

王羲之通过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刻苦练习，终于使自己的书法艺术

达到了超逸绝伦的高峰，他学书少从叔父，后又跟卫夫人学书，所以能

够见识汉魏以来众多名家书法。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笔势开放俊

明，结构严谨，被后人誉为“书圣”。

● 现代小启示

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正是来源于他的这种好学的精神，同

时来源于这种勤于实践的精神。王羲之正是从书法中找到了自己的快

乐，这是他勤于练习书法的一种动力，他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

如果王羲之不去练习和实践，不把书法作为自己的一件快乐的事情去

做，也成不了一代书圣。

当然，像孔子说的那样，要学而时习之，才是快乐的。我们现在

的学校，就是让学生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学生也快乐不起来，就是

缺少了实践的这一个重要的环节。学了知识不去实践，只在那里抄抄

写写，考考背背读读，会有快乐吗？现在的人特别是学生大多不想学

习，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学习的快乐，因此对于学习没有兴趣，找不

到学习的快乐究竟在哪里。我们来看，孔子是把“学”和“习”结合

在一起的，也许是我们现在只学不习，所以大家觉得学习没有意思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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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而学之

孔子说：“生而知之的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学而知之的人，比

生而知之的人要差一些。困而学之的人，又要差一些，困而不学，这

种人就是太差了！”天生就有学问的人，那是天才，当然是再好不过

的。

虽然生而知之的人是最好不过的，但是世界上是少有的，孔子都不

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的人。他说：“我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喜欢古代

的文化道德而敏捷地去学习的人。”孔子虽然说自己的德行是天生的，

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学问和知识却不是天生的，是自己后天学来的。这里

有孔子的谦虚态度在里面，孔子知道自己需要去学习，或者有困惑，因

此努力了。他也说：“述而不作”，同样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知识完全是从

古代和别人那里学来的。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困惑，却很少有生而知之的，只能

算是困而知之的人，更好一些的人最多也是学而知之的人，我们必须要

通过学习去解决这些困惑。

其实不管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困而知之，只要掌握了知

识，其结果是一样的。假如一个人困而不学，自己有了困惑而不知道去

学习，这样的人就太差了！明朝的大学者罗汝芳，他有困惑，但他很积

极地去拜师寻求解决的途径，他的“救心火”的故事就是困而学之的一

个典型的范例。

● 感悟故事

罗汝芳

罗汝芳，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是

嘉靖进士，历任太湖知县、宁国知府，官至参政。罗汝芳十五岁时有志

于道学，道学是指宋明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宋明

理学。

罗汝芳少年时读学者薛文清语录，语录中说：“万起万灭之私，乱

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失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薛文清认为，自己

那些产生于心中纷繁杂乱的自私念头起起落落，成千上万，扰乱自己的

内心已经很久了。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些自私念头去掉，以恢复自己本

来澄然湛然的清净本心的面貌。罗汝芳看到这些，很有感悟，决定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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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的去做，于是闭关于家乡的临田寺，放了水镜在自己几案上，对着

镜子默然而坐，想要使心与水镜一样的明净。但这种消除杂念的办法不

能凑效，反而久而久之引起自己的“心火病”。这个“心火病”就是心

中焦躁不已，坐立不安，“心火病”其实就是生理和心理上发生失调。

罗汝芳原来想要达到寻求清净心态，反而患上了心火病，后来读王阳明

《传习录》才有所转好。

二十六岁时，罗汝芳一次经过一个僧寺，看见榜上有“急救心

火”字样，以为是名医招贴，于是拜访。原来那是颜山农聚众讲学，

颜山农本来是思想家王阳明门人徐樾弟子，后又从学于王阳明的弟子

王艮，所以颜山农称王艮为师，称阳明为祖师或道祖，俨然是心斋的

直传弟子。

罗汝芳和大家一起听王艮讲了很久，心里很欢喜，高兴地说：“此

真能救我心火”。第二天清晨五鼓，即往纳拜称弟子。于是把颜山农的

学问全部学到手了，由此大悟儒家体会仁义之道的学问。

罗汝芳三十四岁时听说跟从他学习举业的弟子胡宗正深于易学，于

是拜胡宗正为师，三个月后就把胡宗正的学问全部学来了。

罗汝芳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理学思想方面，罗汝芳认为：“大

道只在自身”。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

答，以至弹子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这个“道”的作用和表

现。

● 现代小启示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困惑，有困惑就要寻求解决，走出困惑

的途径就是学习。孔子说：“困而学之”，指出了这一条途径。罗汝芳著

的《困知录》，这个名字也就是取于《论语》中孔子“困而学之”的

话。罗汝芳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碰到了困惑，因为心里上的困惑，造成

了生理上的心火，导致身体上的疾病，他决定要解决这些困惑，最终通

过跟颜山农学习理学，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罗汝芳的这种“心火病”情况肯定不是个例，不管在明代还是现代

同样存在。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叫做“心理问题”或者“心理疾病”，要

去咨询心理医生，给你来一个所谓的科学的诊断，吃吃西药，到头来心

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不会有什么作用。通过学习，可以让人明白事

理，可以让人豁然通达，可以让人走出困惑忧郁，像罗汝芳那样，来解

决我们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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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而好学

孔子认为自己的知识是靠天资聪明而又好学而得来的，他说：“我非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说他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是因为

喜欢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勤奋地学习而得来的。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

学习的条件肯定不是很好，但是他对于知识十分渴求，总是勤奋地去学习

和掌握知识，这种能力使他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学问家。

孔子曾经称赞卫国的大夫孔文子“敏而好学”，认为敏而好学这就是

孔文子为什么被谥号为“文”的原因。孔子也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认为自己的忠信别人是能够赶得上的，道

德并不会比别人强多少，而好学的精神就不是那么容易赶得上了。这一点

孔子很自信，认为自己的好学精神是一般的人所不能比的。

有一个规律，凡是在社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喜欢学习，这一点不管

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一样的。俄国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一

个敏而好学的典型。

● 感悟故事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

物。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虽然平民出身，但很有学问。他们家里有个藏

书丰富的图书室，小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有空就喜欢到图书室来看书。

七岁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书就很入迷，有时甚至一边吃饭，一

边看书。有一天早晨，他妈妈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好长时间没从厨房里出

来，心想这孩子到底吃了些什么？于是，悄悄地走到厨房门前，看到他正

在那里为一篇小说中人物的悲惨遭遇而哭泣流泪，根本就不想吃饭。妈妈

喊来了他的父亲，拿了很多他平时喜欢读的书哄他，他才擦擦眼泪吃饭。

那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喜欢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

喜欢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小说，还读了许多社会科学

方面的书籍。由于他的聪明好学和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十岁时，就已达到

了当时十五岁中学生的水平。

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四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萨拉托夫的教会

中学，但是那里的教师多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除了讲些老掉牙的教材内

容之外，不能给学生提供任何新鲜有用的知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此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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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

有一次，老师布置写作文，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受老师的限制，很快

写出了一篇关于读书和学习方法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知识就像一

座有无数宝藏的大山，越往深处发掘，越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青

少年，更应该在知识的园地里不屈不挠地耕耘。”这篇文章使得学生们

争相传阅，像在他的心灵里点燃了旺盛的求知之火。

在十六岁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通晓七种语言，大量阅读了俄国

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文章，到第二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彼

得堡大学文史系学习。

在大学读书的几年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加勤奋，读书常常是通宵

达旦，忘记了睡觉。 因此被老师和同学戏谑地称为“伏尔加河边的读书

迷”。“读书迷”名不虚传，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终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

● 现代小启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习，也是靠自己的勤奋得来的，他同样展现出

了孔子一样的敏而好学的精神。我们现在的人虽然拥有比以往的任何时

代都优越的学习环境，但大多都是思想贫乏，腹中空空的人，岂不可悲

可叹。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所以有伟大的成就，和他敏而好学的精神有着

密切的联系。

孔子对任何仁和圣都说不敢，但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却十分自信和

自豪。虽然大家也有学习的天性，但能像孔子这样一直好学不倦的不

多，能在人生中从小保持到老的人更少之又少，好学就是孔子能够成为

圣人的一个特性吧。

日知其所亡

孔子很好学，这是他自己都感到自豪的。在《论语》中有几次谈到

好学，孔子认为，向那些有道德的人请教来纠正自己，也可以说是好

学。在他的学生中孔子最认可颜回的好学，当然孔子有一个很高的标

准，其他的弟子其实也是好学的，只是没有达到孔子和颜回的那种高标

准罢了。

弟子子夏对于好学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

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就是说，每日都能学到自己不会的知识，

每月都能不忘记自己所学到的技能，这也可以说是好学的了，经过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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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积月累，才能和知识就会提高。

这种好学的精神一直在中国社会中传承下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

是这样一位好学的大学者。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有一本著名的书叫《日

知录》，书名就是取之于《论语》，即是从子夏说的：“日知其所亡”这

句话里面出来的，《日知录》就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品。

● 感悟故事

顾炎武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他写了一部

著名的著作《日知录》。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

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

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

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

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

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

喻做学问，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内容丰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日知录》有条目1 019

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 000多字；最短者

《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

《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可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

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

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

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

顾炎武的这本《日知录》是“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

书”的著作。他对这本书的价值很自信，他说“比乃刻《日知录》二

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

《日知录》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了亡

国和亡天下的区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

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

下。又同时区分了“保国”与“保天下”，他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

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

有责焉耳矣。”这两段话结合在一起，被后人归纳为一句名言：“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

● 现代小启示

从孔子的观点来讲，学习是人的一种天性，换句话来说，其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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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喜欢学习，也都想掌握更多更好的知识。但常常又不是这样，

真正喜欢学习的人不是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天性给湮灭掉了。日

知其所无，也体现了一种对学习的持之以恒的精神。

顾炎武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为后世所推崇，《日知录》的名称就是

取于子夏的话，以此可知，孔子和子夏好学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

一种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传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的身上，也传到了现

代。当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是来源于儒家思

想。

疑思问

弟子向孔子学习，大多采取了问答的方式，《论语》也记载了很多

弟子向孔子问学的内容。弟子有什么疑问就向孔子请教，这种方式让孔

子的弟子大都学有所成。喜欢提问题也是孔子的一种学习方式。

孔子说：“疑思问”，有什么疑虑就要想到去问别人，向别人请教来

寻求解答。孔子本人喜欢向别人学习，比如他到周朝的首都洛邑去问

礼，并且向老子问学。孔子已有很博学的知识，在当时已很出名，但是

他到鲁国的太庙中，看到每一件事都要问别人，向别人请教，好似自己

很无知。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就说：“谁说鄹人的儿子知礼啊，到太庙

里去，每件事都要问。”孔子本来以知礼而闻名的，他想要恢复的就是

周朝的礼制。但到太庙里，孔子居然还要每件事都问别人，这就不能不

让别人感到奇怪了。

孔子却说：“这就是礼啊。”不管自己有多么高深的学问，自己不懂

的东西同样要谦虚地向别人请教，并且认为向别人请教就是一种礼节。

凡是像孔子这样有学问有成就的人都喜欢提问，我们知道进化论的奠基

人达尔文，一生取得很高的成就，这跟他喜欢提问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 感悟故事

达尔文

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奠基人，他从小就很爱思考，曾经整日思考一个

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为什么会

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

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

达尔文小的时候，一次跟妈妈到花园里为小树培土，妈妈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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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个宝，小树有了泥土才能生长。你别小看这泥土，是它长出了青

草，喂肥了牛和羊，我们才能有奶喝，才有肉吃；是它长出了小麦和棉

花，我们才能有饭吃，才能有衣穿。泥土太宝贵了！”

达尔文感到了泥土的神奇，问：“妈妈，那泥土能不能长出小狗来呀？”

“不能呀！”妈妈笑着说，“小狗是狗妈妈生的，不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听了妈妈的话，有一个疑问在小达尔文的脑海中产生了，他又问：

“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呀！所有的人都是自己

的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又是谁生的？” “是上帝！” “那上帝是

谁生的呢？” 达尔文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这可把妈妈难住

了，妈妈答不上来了。她只好对达尔文说：“孩子，世界上有好多事情

对我们来说都是个谜，你像小树一样快快长大吧，这些谜等待你们去解

开呢！”

有一次，达尔文在一个古代城堡散步，像往常一样陷入了沉思。他

心不在焉地迈动着缓慢的脚步，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垛上跌了下来，这

时候，达尔文的神智非常清醒，头脑还在思考。他回忆说：“在这场突

如其来的跌下来的一刹那间，在我头脑中闪过念头的数目却是惊人的

多。这一切，好像和生理学家们提出的每个念头需要可观时间的说法是

不相符的。”这场虚惊竟成了他一次难得的实验了。

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

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

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并于1859年出版了震惊当时学术界的

《物种起源》。

● 现代小启示

孔子的学识渊博，跟他喜欢问有很大的关系。达尔文的成就也离不

开他的这种好问的精神。达尔文对于自然的兴趣来源于他心中的疑问，

他想解决心中的疑问，就会带着问题去请教别人，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孔子还讲不耻下问，主张向知识才能不如自己的人来请教，这可不是一

般人能做到的呀。

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似乎不提倡提问题，而是很死板地根据课本

来教学，这无疑扼杀了学生提问的积极性，以至于大都养成了不问的习

惯。学习是根据老师提供了所谓的标准答案，只要把这些标准答案记下

来就可以考高分，至于心中的那些疑问是没有地方去问的，就是问了也

没有人给你回答。久而久之，学生只要带着耳朵到学校去就好，没有了

自己的独立思考，习惯成自然，学生会变得没有创造力了，这样很难培

养出真正的人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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