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王阳明全集读后感 王阳明致良知读
后感(模板8篇)

青春是追求激情和挑战的舞台，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和能力。青春是一种勇气，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和困难，
不畏惧失败。以下是一些青春回忆的故事和照片，希望能勾
起大家对美好回忆的共鸣和思考。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一

“致良知”学问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并重新绽放出强大的
生命力，在于它确实有用，也能够应用，而且每个人可根据
自己的认知水平各有所得。但是，“致良知”的真谛毕竟经
历过许多岁月而覆盖了种种尘埃，使人不能认清其真相。使
得墙内开花墙外香，殊为可惜。也就是说，在没有“致良
知”的思想影响下，我们仍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也学习其
它各种知识，为的是让自己活得不那么不明不白，不随波逐
流。只可惜长期以来我们不认识身边有价值的东西，或放着
好的东西不用，却在苦苦追求残次的东西，可谓明珠暗投。
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致良知”的作用并将其实际应用
于工作和学习之中，无疑就多了一项强大的心理支撑，保持
自尊无畏的心境。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古人也曾提出过“知行”，但却是分
开提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知道实践却不知道
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只知道学理论知识而不去实践的人提
出的建议。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则认为，当我们有了知就会
有行的出现。

“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没有良知的人，犹如行尸走肉。
虽然活着却已死去。

在喧器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头上一片蓝天，心中一方净



土”，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出卖了灵魂，违逆了自己
内心的准则。以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自己折磨自己，并且会
钻牛角尖，会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王守仁提倡众生平等，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看的轻贱。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二

说起王阳明，可以叙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明史》评价
王阳明：“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
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
中者欤。”这是一个完整的时代的呈现，王阳明的一生传奇
色彩很是浓烈，在中国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唯一一个文学、
武功都开宗立派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比肩。
在明朝的弘治年间，王阳明的故事可以讲述的东西太多了，
尤其是“宸濠之乱”时候的建功，精谋善略下的夺取，足以
让后世仰慕的人感念不已。然而，如此出色的一个人，如此
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此复杂多智的一个人，让人着实也头疼，
如何读懂王阳明呢？如果你也是这么困惑，那么，孟斜阳的
《王阳明传》值得一读。

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以展现，然而我们要了解
一个人，必然要去除那些无相干的细节，保留的是那些足以
呈现这个人最精彩一面的内容，王阳明的一生历经了许多大
事，廷杖、下死狱、遭贬谪，被诬陷……几乎每一个文成武
将在人生经历的各种大小挫折，王阳明几乎都承受过了。但
也正因此而成就了他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今
人格的崇高理想就在他身上有了最佳的范本。这样的一个人
自然是不可能平常的，无论是正史或者野史都必然是值得后
世的人大书特书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想要多了解一下一些人，那么也
许你需要参照一下一些正史之外的资料，所以孟斜阳在写作
《王阳明传》的时候采用一个大胆的写作方式，先参阅大量
的历史资料，然后以详尽考证的事实为基础，把王阳明的一



生用故事的方式来讲述，章回体的方式让故事结构和情节在
开展的时候不会单纯阅读的是一本传记，更多的是一个传奇
色彩的故事。而在另外一个比较创新的角度是，采用了很多
有依据的史料，王阳明在经历过哪些事件的时候就采用了哪
些恰当的语言或者引用哪些具体的诗词，反而让诗歌的写作
和文章的写就有了一些具体的背景。

，然而这么一个少年最后还是走上了仕途，这一段读起来就
实在很有意思，不是一个纯粹的批判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正统
的人应该怎么成长，而是从一个最真实的少年郎来写作。好
不容易进入官场了，这么一个人又不适应官场生活，很快变
成了一个愤青，什么时候都必须保持自己的激情和愤怒，所
以迎来的自然是贬黜。最终的成长，靠的还是机遇，真正的
家国和情怀的觉醒是在现实生活里呈现的，心怀家国是因为
对百姓的感情。而让他的成就可以最终在历史上留名的，则
是因为有自己的真正思考，“格物致知”的良知和追寻，这
些才是真正吸引读者的东西。

也许你对阳明先生也很好奇，也许你也知道“心学”但是又
不知道入手着手阅读，也许阅读枯燥的历史书籍比较乏味，
那么，一本薄薄的小说，一幕精彩的人生，一场惊险的冒险，
值得你好好去阅读的，诚如《王阳明传》中借王阳明之后所
说，“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
枝枝叶叶外头寻”，心即是理，你就是世界。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三

通过读《致良知》感悟到，自古以来，凡欲做大事者必先立
志，志不坚则事必难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理想，体现着
这个人的眼界和胸襟，自然也决定了他日后的高度。所以，
人不应隅居于自己的狭小天地之中，而应眼睛望向大千世界、
心中装上天下苍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去看待世间。

人的本心就是真、真诚、真挚、真君子。世上只有两样事，



一件为真，一件为假。求真必然务实，求假自然务虚，虚实
之间，体现的不仅是对人的态度，更是对自己的认识。糊弄
别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难。

心的本体就是最本真，不矫揉造作，不过分修饰，不画地为
牢，不损人利己。应永远保持“初心”，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光明磊落，坦诚纯粹，永远长新。什么是“初心”不自私，
存大爱。

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
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无论如何人家
都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此外，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假如我们没有诚意，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

总结起来必须对“致良知”有一颗至诚之心，事上磨、时时
磨、心上学、心上觉。立下必为圣人之志，付出不亚与任何
人的精进努力，才可能修出敬天爱人，无我利他之心。

至于阳明汇，我还是会推动的，形式会有所变化，此生传播
阳明心学之志不变，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致良知小组的共修，
我发现如果没有同频的学习进度，就算有线下交流的机会，
也不会有什么质量，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我想还是先从共
同学习一段时间开始。一期全部有书的明粉我建个致良知学
习群，对着书，我为大家做学习计划看板，及互动分享，不
明之处我再去请教高人。

其实，这条圣学之路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难于上青天，
有时我也有想放弃再分享些文章的念头，不是不愿写，只是
想等有一天自己学有所成再来谈，怕造口业。但每每看到自
己的行动能激励到一些明粉们，我又鼓起勇气继续前行。其
实，我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阳明心学自媒体的中国第一人，
用自媒体的方式，让时间来见证“致良知”能否在一个凡夫
俗子身上化腐朽为神奇，来验证阳明心学“致良知”是否真
的是具有一种伟大而神秘的能量。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四

学习圣贤之术，学习致良知，为更好的工作及生活。

《寄闻人邦英、邦正》里最喜欢此段：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
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
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大致意思是
说古人会说：「不怕妨碍了自己的功业，只怕被夺去了自己
志向」。所谓「夺志」，是已经有志向才会被夺取，倘若还
没可以或值得被夺取的志向，那么就应该早点去深思、反省
为何会没有立志。

生活日复一日，平淡如水，梦想的影子是否已销声匿迹，看
到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步一步向理想迈步时，内心也会泛起涟
漪；人一旦有了信念做支撑，无论做什么都是动力十足，因
为有目标在前方，所以不敢懈怠，便会风雨兼程。

我们工作更是如此，各项业务指标是工作压力更是动力，目
标一旦形成，就应毫不动摇，全力以赴达成。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五

这是在1517年，阳明先生奉命到赣州剿匪，来到赣州后，他
并没有马上用兵，而是对当地匪民不分、百姓和土匪串通一
气、通风报信、包庇隐藏等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
后，出台的一项具体详细、操作性很强的管理办法。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十家牌法的内容和意义。内容具体是指：
每十家为一牌，每户门前置一小牌，查实造册报官备用。规
定每户每人执牌挨户查巡情况，随时报官。如有隐藏不报的，
十家连坐。通俗的理解，就是每十户人家为一个管理单位，
每户门上放置一块小牌子，牌子上如实填写家人的信息（如
家庭人口、家人职业、身体情况、户籍田粮等），还要照着
这个样子再造一份册子上交，以备检查。每天由各家轮流值



班，值班的那家户主对照各家门口的牌子，然后对住户人口
进行比对检查，比如某家今夜多了某人，是何姓名，从何处
来，来干何事等等。巡视结束后，连同自家的情况，通告各
家。如有可疑处，应立即告知官府，如果有意隐瞒情况，事
发之后，十家一同治罪。

阳明先生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一人犯错，株连其他人，而是
要让大家把心连起来，团结一致抵抗外贼。先生的办法是为
了拔除巢贼之根，当地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土匪的伤害，
不得不与土匪勾结，十家牌法的施行切断了巢贼的通讯信息，
断了巢贼的根。从十家牌法的制定上可以看出阳明先生的军
事才能和超人的智慧，这也和他的心学理论息息相关。他认
为人人有良知，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隐藏了他人而连累了其
他九家几十号人，心里的良知就会非常愧疚，所以不会收留，
甚至还会送到官府手中。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明，心明则
眼亮，自己心明的时候才能看清是非善恶。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也应该从细处着手，从十家牌法来看，全
是细节，全部落在实处，一县之事，如视诸掌。在没有互联
网数据的那个年代，要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开篇我们也
可以看出，执行起来还是难的，但王阳明先生再次申告，就
是要大家再次落实，审查清楚，让所有情况无所遁形，这就是
“细节决定成败”，大的布局还要在细处下功夫。

十家牌法即使在今天，依然是十分受用的，例如分组学习法，
几人一组，能心连心，相互牵制和影响，最终提高学习效率。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除熟练掌握工作技能之外，还应
该“讲信修睦”，遇事应相互劝解和调和，相互支持、相互
砥砺、团结一致。让我们心中的良知迸发，我们的生活会更
加美好，社会会更加和谐。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有不妥之
处希望大家给予指正，谢谢大家的聆听!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六

王阳明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称。中国古代强调的“三不朽＂
（立功、立德、立言），据说真正能做到的人只有两个半，
王阳明就是其中一个。

立德：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有2万多名极其忠实的弟子，
在其后的500年，他的影响也一直在延续，不仅影响了中国，
而且影响日本，甚至影响世界。

立言：他是中国哲学史上顶级的哲学家。

但即便是跟着王阳明学习，你同样也会觉得不耐烦。因为他
经常关心的、反复在讲的一个问题是：心外无物，或者说感
觉是怎么形成的。所谓＇心外无物”就是：你的心之外是没
有世界的，世界是你构建出来的。

王阳明主张没有心外之物，学生问他，一株花树在深山里自
开自落，跟我的心有啥关系？王阳明答说：“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个归于沉寂的寂，差不多就
是“唯我论”了。

他就彻底地主张道德上的知与行就是一回事，如果做不出善
事，不管嘴上说知道多少善行的道理，其实也还是没真正明
白；而真正明白道德道理的人，没有不照着做的。

很多人把朱熹、王阳明这些对儒家思想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人
称为“新儒家”，但是朱熹、王阳明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在
创造一套“新的”儒家学说，而一定会说自己只是在解
释“圣人”孔子的思想。

然后才会去行动，是先知后行。而且，很多时候，知和行甚
至是相悖的，有的人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就是不会戒烟。
你看，王阳明说的知和行，肯定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知和行。



他就是通过考察知和行这两个概念，由此提出了他的理论。

不过，王阳明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说知行合一，不是我
杜撰的，而是知行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他还说，没有知
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说，王阳明论证知行合一依赖的恰
恰是这两个字的基本用法，他说知行合一就像“恶恶臭”，
闻到恶臭是知，感到厌恶是行，但我们是在闻到的同时就感
到厌恶了，而是不先闻到，再厌恶。这就是知行合一。

所以，王阳明说的“知即行”虽然跟日常对知行关系的看法
不太一样，但是他的结论依然有本可源，来自知行的本义。

王阳明他说的“知行合一”是一种儒家思想传统的发展，也
就是你这个“知”如果没有“行为”来配合的话，那
个“知”不落地，不切实；那个“行为”如果没有“知”做
基础的话，那个“行为”不能坚持、不能长久。

他最打动我的特质是有着超凡的志业，并且认真践行。他的
立功、立言、立德辉映史册，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是时代机
遇造就了他，更是他那乐于实践、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品
格和行动成就了他。钱穆先生说：“阳明讲学，偏重实行，
事上磨炼，是其著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
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七

本书详细讲述了王阳明从小开始思考追寻人生的终极价值，
当时明帝国的知识分子都以读朱熹理学、通过八股考试、进
入仕途为毕生理想，王阳明对这种追求却不以为然。他的志
向是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人。



长大后，起初他被“经略四方”的志向所吸引，希望成为治
国理政的人才，他学习兵法和军事理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
够指挥千军万马、指点江山。然而现实并未给他这个机会，
而后便转而去精研辞章之学，和那些以诗歌文章获利的人不
同，他是希望通过辞章为万民立心，立千古之言。他虔诚钻
研，日夜苦读古代文学著作，创立诗社，被当时文学界誉为
天才。可是当他发现这条路也并非正途，他便毅然放弃了，
并解散了诗社。后来，王阳明又投入到朱熹理学、佛学以及
道教的领域中去，结果发现这些领域都无法让他实现人生价
值，于是也都果断放弃了。直到最终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阳
明心学，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初心。

看完这本书，不得不佩服王阳明的传奇一生，也对他的心学
造诣叹服不已。他所创立的'阳明心学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的一
座丰碑，令后人仰望。王阳明用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在追
寻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不必计较付出多少，该放手时就放手。

他虽然涉猎广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费尽他半生心
血。然而一旦明白，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正所谓“只有舍
弃，才能得到”。一个人如果在他所从事的事情上得不到快
乐，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何不趁早丢弃这一包袱，选
择轻装上阵呢？他对于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他的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那始终如一的为生民立命之心都对我们有
很大的启示作用。

王阳明全集读后感篇八

《知行合一：王阳明传》一书作者用知行合一的方法来叙述
王阳明的一生，究其要义并非一时就能明了，我结合《四句
话读懂阳明心学》仔细研读后有所感想：

一是关于王阳明“四句教”，我不禁想起之前旅行时展开的
思辨：理工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究竟哪个更重要？本人一直崇
尚理性唯物。如今看来，理工科学本质为工具也，人和社会



才是根本。《知行合一：王阳明传》中提及的既非唯物、又
非唯心的世界万物为一体的理论深得我心。这本书理论构架
逻辑清晰、内容简明。书中提到，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下
的人生观，可以用练心的方法去提升自我修为。这让我大有
收获。

二是纵观王阳明之后心学信徒，明代的王艮、颜钧、何心隐、
李贽等人，有的.剑走偏锋追逐个人自由，有的敬业实干将理
论落到实处；清代的曾国藩、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心怀天下，身先士卒；近代的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为了正
义，愿为釜薪，舍生忘死。其心学信徒，无名小卒不知多少，
有名大家名列其上。作为后世人来看，撇开纷繁冗杂的学术
分异，其理论终究还是个思辨的正能量：与天地万物融为一
体，开放平等的看待每个人、每颗心，自省“良知”，向善
向上。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