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眼看教育》第一讲 

——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宗翎 

 

我们今天讲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慧眼看教育”。 

  

我们有一个系列叫“慧眼看人生”，才讲到一半，后面还有好多内容想讲。本来

我想先把“慧眼看人生”讲完再讲别的系列，但是实在是形势比人强啊。最近好多人

跑来找我问一个问题，说：“哎呀！我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呢？我小孩又不去上学了。”

有的说：“哎呀！他成绩太差，什么什么不行了。”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好多家长这

样，我就一个一个跟他们讲，哎呀，讲得我累死了。我后来想，算了，我干脆就一次

性地做一次直播，这一次里面我就一次性地——也不能说全部问题，把一部分问题讲

清楚。之后谁要再问我，我就说：“哎，你就看视频，别找我了。”我省事，提高效

率，哈哈哈…… 

 

1. 缘起 

 

今天就是“慧眼看教育”的第一期。 

 

这个话题我也不知道该起个什么题目，但它的引子是很清楚的。有很多的必经之

路同学来跟我抱怨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学习问题。抱怨最多的就是，“孩子学习成

绩不好怎么办啊？”还有一类呢，是更加极端一点，就是孩子不想去上学了，甚至有

的就直接已经退学了，有的就根本没办法去学校了。当然里面还有些特殊情况，干脆

就是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反正各种问题都出来了，甚至有的身体都出了一些问题。 

  

那个都不说了，总之些家长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虑。我感觉，可能他自己生

病了估计都没有这么大的焦虑。他就已经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他就问我怎么办。 

 

他说：“哎呀，你看孩子现在都不去上学了，怎么办呢？”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敬爱的习主席好像学历也不高哎。你看看那个曹



德旺，什么王健林，好像学历也都不高嘛，你急啥？你如果想学佛的话，你看看我们

六祖慧能大师就是个文盲嘛，大字不识一个，还不是成佛作祖，光耀千年，我们禅宗

历史上那几乎是最有名的祖师了，对吧？有什么关系啊？你急什么呢？” 

 

他说：“哎呀，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行。你讲的这都是特例啊！” 

 

我说：“对，那反过来说，就是孩子学习很好，你是不是现在就放心了呢？你就

觉得没问题了吗？” 

 

他说：“那当然了，他学习很好，很乖，我当然就放心了。” 

 

我说：“是吗？那我给你举几个反例。” 

 

哈哈，我这人就喜欢怼人嘛。我就怼他，我一定要把他怼明白了。当然有的时候

怼半天也没怼明白，越怼越糊涂，我感觉有的，哈哈哈…… 

 

我就说：“好嘛，那我给你举些反例。” 

 

你看，最近你知不知道教育界有个事，南京林业大学有一个老师，叫宋凯还是叫

什么的。是我姐姐告诉我的，她是在大学工作，说：“呀，出大事了！南京林业大学

一个老师自杀了。”这个人以前学习很好，北大的研究生，加拿大 UBC的博士啊。UBC

是什么？就是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是加拿大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大学之

一，在温哥华。我去过那个大学两次，特别美的一个学校，风景也很好，学术方面很

厉害的。你想，那读书够厉害了吧。回国来到南京林业大学，他们搞的叫什么“非升

即走”。现在这个制度很残酷啊！每年都有发多少论文、多少学术成果的要求，不然

就要把安家费、给你的奖金什么的都退回去，反正就是一系列这种很严酷的政策。这

个人本来就有抑郁症，自杀了。他从小就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那种最优秀的学生。第

一，学习又好；第二，又非常听话，很乖。你不就希望这个吗？你不就希望你孩子学

习很好，然后成绩很好，然后很乖很听话？其实他那么多年一直在压抑自己，最后弄

成抑郁症了。长期抑郁症啊，他不是刚刚开始抑郁症的。当然是他最近有一些事件触

发，干脆直接跳楼了。这个事是很有名的，去查都有的。 

  

那你说，这个还不算数，我再给你举无数的这样的例子。 

 

我原来在政府里面分管过环保。有一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以前的院长，叫孟伟，

这个人在环保这个圈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非常厉害的。他是院士，还不是一般的什



么大学生之类，人家是院士啊，那是科学家级别的啊！然后什么人大代表，那都不要

说的……头衔一大堆，那名片你数都数不过来。就这么一个人，学问也是非常好的，

能力也非常高，够成功了吧？！够优秀了吧？！够好了吧？！哎，前些年贪污腐败被

抓了，什么钱都敢收啊！人家收了多少钱你都不知道。各种事情，收钱，贪污腐败，

你看有意思吧，被抓起来了，现在晚了，身败名裂了。如果退回二十年前，你去看他，

按照你的标准，你会觉得：“哇，这是太优秀的一个学生了！这是太好的一个孩子

了！”——他学习好，问题就解决了吗？ 

  

前些日子，在我们海外留学的同学群里面，讨论最多的一个人是谁？就是那个陈

立人。在加州，他把他老婆给杀了。他是清华的高材生啊，那不是一般的，多少人梦

寐以求的。他是成都七中毕业的，成都七中在成都也算是很好的中学，他是成都七中

毕业的高材生。他当年数理化之厉害啊，那是当地都有名的，据说报纸都还采访过他

学习数理化的经验什么的。够优秀吧？！够厉害吧？！到美国留学，工作也很好啊，

收入也不错呀，人长得也很帅啊，还打排球的，多厉害！怎么样呢？把自己老婆都给

杀了。他情绪来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啊，连杀人这种事都能干出来。 

 

而且我告诉你，还不光是他，成都七中他们那一届的学生里面，据我所知，出过

好多个有问题的人，都是表面看起来很优秀的人。他还有一个校友，也是他们那一届

的，这个人学习特别好，后来出了国，好像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的。结果呢，中

间就是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所以你读书好，问题就解决了吗？那我就反面怼过来喽，你不是那么看重读书吗？

你觉得这太重要了，是吧？不见得！它有可能只是掩盖了问题，可能有很多问题都没

解决。所以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教育的重点究竟在哪儿？要想一想呢，值得深思啊！ 

 

我在那儿怼完了以后，有的人就说了：“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办了，那我现

在就躺平吧，也别要求他了，就这样子顺其自然吧。” 

 

我说：“躺平？躺平怎么行啊？那他整天在家里，睡觉，打游戏，就在上网，看

手机，这不就成了个废柴了吗？你就躺平了，什么都不干了，结束了，你这太消极了吧！

这肯定不是个正确的态度。” 

 

这条路肯定也不对，怎么能行呢？ 

 

咱们必经之路有很多同学有一个优点，他们有一套叫“觉察之道”，大家都觉察。

觉察什么呢？哎呀，这个孩子太没出息了，学习很不好。本来呢，我一看到他考试成



绩就直冒火，我就要生气，然后我赶快“看、盯、挖、改”。啊，我盯住，一盯住以

后好了，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问题就解决了吗？他现在都不去上学了，他都在家里躺平了，然后你

看、盯、挖、改，盯完你脾气是没了，他这个人废掉了。你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啊！

你只解决了你情绪的问题，他教育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是不是这样？ 

  

还有人跟我说——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佛教徒——资深佛教徒、佛教老炮们老给

我灌输一个观点，他说：“哎呀，宗翎法师，我觉得这事你没必要操这么多心。你也

学佛的嘛，都是业力使然，众生都有业力，每个人都有他的命，人家爱咋地咋地就完

事了，你管也没用。你能改变他的业力吗？他就是这个命，是吧？哎呀，你何必管这

些闲事，还讲什么教育……” 

  

那我一听，我也怼回去了——我就爱怼人嘛。我说：“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医院

也别开了呗。医生一看，哎，这病人，就是你的业力，对吧？救啥救？不该死的就不

会死，该死的怎么救也没用。这不都业力吗，对不对？你还看什么医生啊？还治什么

病啊？不用治了嘛。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祖师大德也别弘法利生了，讲什么佛法呀？

反正都是业力。你本来就该下地狱的，给你讲什么佛法呀，讲不讲你都得下地狱。照

这么讲，世间那些事都没啥意义了，是吧？” 

  

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说明问题啊！我承认人有很多固有的命运，他有他的业力、倾

向，当然有了，有业力大方向。我作为一个信佛的人，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但是

你看，张三丰祖师是道教的啊，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

实际上，真正的上等人和最下等的那种人，这两种人的命运你很难改变，但是中间的

这些人，他命运改变的余地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对这个还是比较认同。 

 

人群里面有一类孩子呢，他天资聪颖，天造之材，福报智慧都特别大，他的习气

就是什么人来影响他，都影响不了他。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他的智慧特别大，你无论

怎么弄，他都会走向那条光明大道。他的眼界根本就是远超一般的什么老师啊，根本

就比不上他。他自己就自然会找到他人生最好的那个方向。像这种孩子，的确你教不

教育都无所谓，甚至他上不上学都无所谓，你给他什么，怎么弄都行，他都会成才的。 

  

还有一类呢，就是这孩子是烂泥巴扶不上墙，这种人是我们说的下等人。这种人

也是你怎么教也没用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只能自求多福啊。他这辈子能不进监狱就

是造化了，大概反正尽量别出大事就行。 

  



这么两类人的确是，什么教育方法都不用讲，讲也没用。大部分的人在人群中，

是呈正态分布的，正态分布曲线，大部分是中等人——中人之资。中人之资还是可以

讲一点教育的，这个教育对他还是有影响，有教化作用。 

  

我也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你想想看啊，我们讲些极端的例子。文革

的时候，那些红卫兵，那么疯狂那么荒谬的事，他们在那儿干得乐此不疲的。你想想

看，他这个想法会是凭空来的吗？先天会有这种想法吗？这个想法是当时的社会带给

他的，周围的环境把他教育成那个样子的，所以他变得非常荒谬、非常疯狂、非常激

进、非常可怕。你看，人不是不能被影响的，那么荒谬的一个理论都能影响人，那何

况是真理呢？它为什么就不能影响别人呢？ 

  

那反过来说，也有好的例子啊。我在藏地，认识很多藏地的修行人。有很多是从

小就出家的那种，有的就 7岁，有的甚至 4岁——真的就几岁啊，就给送到寺院里去

了。在寺院里长大的，一直到成年。因为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习和滋养，他整个的

世界观、价值观全都被塑造成那个样子的。他长大一直到成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善良，他没有一丝丝坏的想法。他就

是完全被改造的，他已经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你会感到：“天呐！怎么会在

成年人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这种感觉，你非常的惊叹。反过来说，这就是

教育的力量呗，对吧？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彻底的、

根本性的改变，他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都能说明，教育这件事它不是没有作用，它还是有作用的。对大多数人

来说，教育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不能忽视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对那

种说“都是业力，不用搞了”，对这种说法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同的。 

  

2. 父母是孩子的产品经理 

 

接着言归正传，我们来讲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说要解决教育的困境，首先最根本的根在什么地方？——在他父母身上。 

 

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小孩知道什么呀？都是父母要担起这个责任，要去教育这

个小孩，要成为教育小孩的主体。实际上在教育小孩的过程中，不只是对小孩的一种

帮助，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修行啊。 

 

这个责任你不能推到别人身上，要自己想办法承担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



所有的孩子的问题，归根结底，本质上大部分都是父母的问题——当然也有社会的问

题啊，这个我承认，也有一部分是小孩先天习气的问题，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讨论

了。先天业力习气的问题，没办法，他总有一些的。我们就只讲我们能去改变的，能

下功夫的那些部分，下不了功夫的部分就不谈了。 

 

那么我们要搞清楚，要解决“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了怎么办？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怎

么办……”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我们必须先跳出来，把这些什么学校啊，什么上

学呀，什么成绩啊，这些东西先忘掉。 

 

我们先回到一个问题的本质，就看教育，你思路就能理清楚了。 

  

什么叫问题的本质呢？也就是说，你得先知道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

把这个目标先找到，再去找路径和方法——我怎么才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才能把这

个问题想明白。不能陷在学校教育的这么一个事上，你陷在里头，你想不清楚的。 

 

这个里面是我们科学研究经常用的一种方法论。简单地说，就是先找到你的目的，

再围绕着目的去找手段，才能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否则你就会陷入社会给你提供的那

种固定思维里面，你走不出来，就迷茫了，就焦虑了。 

  

孩子就好像是父母的一个产品，你生产产品，你要把它打造出来。那么父母是什

么呢？父母是产品经理啊。你要负责这个产品的设计制造，你要怎么一步步把这个产

品做出来，你要去主导这个事。虽然说这个生产环节你有的可以外包，你不一定每个

环节都是你自己去做，但是你从一开始就要知道“我最终要打造一个什么产品出来”。

这个事是你得去想明白的，不是学校替你想明白，也不是社会替你想明白，更不可能

让小孩自己想明白，除非是我说的那种上等的、天纵英才的那种小孩、特殊的小孩，

那种人在人群中才多少呀。 

  

那么父母就是天生的、最自然的产品经理。父母你现在不当产品经理，我告诉你，

你不当产品经理，有人替你当！比如说你不当产品经理，学校可能就会按照它那套弄

出一个小孩来。你不当产品经理，社会会按照它那套弄出小孩来。比如说我们今天网

络很发达，他在手机上看抖音，看网上的各种新闻，看各种七七八八的东西，什么色

情的、暴力的、变态的、消极的、无聊的，什么玩意都有。你不去教育他，这些东西

会教育他，把他塑造成另外一个产品，一个次品，一个劣质产品！一定会的，因为会

有人去占据这个思想空间的嘛。那还有呢，他周围有些朋友可能是些坏孩子，就是不

学好的一些人，他们就会成为产品经理啊，你不当，他当啊！他就会影响你的孩子，

他们会把他带坏，把他带成个小流氓，将来进监狱啊！这种例子很多，就不用我举例



子了吧。 

  

就算是这些人对他影响不大，你又不当产品经理，他自己就成为产品经理。他会

按照他本来的习气，跟着他的贪嗔痴去走。比如说什么叫习气啊，人都会偷懒啊，我

躺着睡觉多舒服，我就不上学，多痛快。我去泡妞多舒服啊，我在这儿苦读书干嘛呀？

我打游戏多舒服啊，我在这儿读什么书啊？那他就会按照他先天的习气来，你不去纠

正他的话。因为你不做产品经理啊，那他自己做呗！他自己先天就这个习气，他就按

照他先天的习气自己培养自己了呗，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出品自己，最后自己

销售，然后卖不出去，完蛋！哈哈哈…… 

 

反正总有人会成为产品经理的，你不当，总有人当，就这么回事。所以父母一定

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 

  

今天学校已经成为什么？学校已经成为父母甩锅的工具，学校已经成为一个大型

托儿所。父母不知道怎么教育，也不想花时间教育。父母说，“啊，我整天工作好忙

啊，我要赚钱，我要做生意，工作上我要应付领导，我忙着嘞，我没时间。”怎么办？

甩锅给学校，扔给学校，学校帮我教育就完了。我出钱，然后让他上学，行了，我的

任务结束了。 

 

学校打造出个次品，“啊，我也没办法呀。”因为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学

校，把所有的责任义务什么的，全都扔给、转移给了学校。权利也转移，教育的权利

也转移给学校了。好了，结果他在学校现在学习成绩不好，按照学校的定义“他是个

差学生”的时候，完了，你找不着北了，你傻了，你焦虑了，不就是这样吗？ 

  

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设计一个产品来，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产

品经理，自己太烂，所以说最后就这么个结果喽。整个问题的根源出在父母身上啊！

当然社会也有责任，学校有责任，很多方都有责任，甚至孩子自己也有点。但是父母

是第一责任人，你不要甩锅给任何人。所以我今天的这堂课不是讲给孩子听的，也不

是讲给学校听的，我是讲给父母听的。 

 

3. 成功人生的四个方面 

 

我们现在来讲，回到一个问题的本质上。现在让我们忘掉教育体系，忘掉学校，

忘掉考试，忘掉成绩，忘掉老师，忘掉所有的这些社会给你带来的固化的东西，全部

甩掉，全忘光！我们回到一个问题的本质。我先问你个问题——一个灵魂问题，请问： 

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孩子？ 

这个孩子具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算是过好了这一生？ 

  

你先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你这个问题没回答，就相当于说，这个终端的产品最

后生产出来啥样儿你都不知道，那你讲什么？讲什么工艺方法呀，讲什么材料，用什

么机器……你讲那干啥？你都不知道你要生产什么产品。你要生产一个茶杯，要有做

茶杯的那些机器设备、产品材料。你要生产一个包子，还要有生产包子的那些机器设

备，工艺材料，都不一样。所以你得先知道，我到底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出来，什

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先把这事整明白了。 

  

大部分的父母就是自己这个事没整明白，他自己就没有过一个成功的人生，他自

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什么叫成功。所以他是糊涂的，到他子女这儿的时候，他就把

这个糊涂继续传递下去，糊里糊涂地教育子女，子女学习不好了，他就蒙了，不就这

么回事吗？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这个问题呢，我也不怼谁，我也不折腾了，我直接先公布答案啊，哈哈……不

是公布答案，只能说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你爱听不听，爱信不信，仅供参考。 

  

我们孔老夫子以前说过一句话，在《论语》里面说的啊，从这个话里面你就能悟

出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孔老夫子他是圣人呐，圣人的一生那才是最成功的人

生啊，哈哈……王健林的人生并不是最成功的人生，你要搞清楚啊，圣人的人生才是

最成功的人生。 

 

孔老夫子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

话。 

 

我把这四句话稍微做点改变。为啥呢？因为这个“仁”——仁爱的“仁”，“仁”

和“德”它是一个大方面的东西，都是“德”的方面嘛，我就都把它归到“据于德”

里面去。我就总结了另外的四个方面，我加一个叫“精于业”，说起来就是四条。 

 

一个成功的人生就是四条，叫做：“志于道，据于德，精于业，游于艺”，就这

四点。 

 

下面解释一下这四点是什么意思。 

 

首先，什么是“道”？要搞清楚，“道”是一个宇宙的“形而上”的真理，它是



绝对真理，不是相对真理。那么“志于道”呢，它就涉及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的

“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的智慧，修养身心，都属于是“道”的

范畴。就是说，所谓“道”的方面，主要是三观的建立，智慧的觉悟，还有就是心性

的修炼，就是这么三个方面，这个是最基础的东西。 

  

那什么是“德”呢？它更多的是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现实生活中你该怎

么和世界相处的问题，它是偏于“形而下”一点的东西。从佛教角度说，它涉及戒律

的问题，涉及利他、利益众生的问题。从儒家来说，它是仁、义、礼、智、信、孝、

悌等等，都属于是“德”的范畴。 

 

除此之外，那你说一个人好，明白了天道，有了德行，这人生就能过好了吗？你

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行啊。你还得挣点钱吧，你还得养活自己吧，你得

有一两门手艺，能生存下去吧。所以还有第三方面，叫做“精于业”，业务的“业”，

作业的“业”，精于业。“精于业”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你要有一些世间生存必要

的知识和能力。没有这个也不行吧，这点我想也不用展开了吧，每个人都明白这个的

重要性。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不能没有啊。 

  

有了这个你能养活自己了，还不够啊。人生还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你要 enjoy 

your life，是吧？你要享受你的人生。我们就谈到第四个问题，叫做“游于艺”，艺

术的“艺”。为什么要游于艺？艺术它又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说，诗词歌赋啦，唱歌

跳舞啦，音乐啦，美术啦，体育啦，各种东西啦，提升你的审美情趣的各种东西，它

都归在这一类里面。游于艺，这个人生就过得很美好。 

 

要过好一个人生，最核心的就是这四点：志于道，据于德，精于业，游于艺。你

这四点做好了，人生一定是过得非常好的。 

 

那么这里面，如果你非要做一个总结，这四点的核心在哪呢？ 

“道”的核心其实是智慧； 

“德”的核心其实是福报——有德才能积福； 

“业”的核心是能力； 

“艺”的核心是美好。 

 

这四个方面都有了，可以说人生主要的方面都在其中，你的人生一定是非常成功

的。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你自己一定会觉得自己过得是很成功的，一定是这样的。

从天道的角度看，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下面把这四个方面稍微拆解开，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点， 道的方面： 

 

我们指的是绝对真理，指的是天道。要明白天道，要去修道，不光要明道，还要

修道，这点很重要。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石，这里面涉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为什么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一个人越到晚年的时候，越知道它为什么重要。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明朝的时候有个著名的大儒叫罗近溪，这个人是王阳明（传承）

的学生，也是心学的一代大师。当然没有王阳明的名气那么大，但是修证水平是很高

的，禅定功夫也很深，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后来还到云南去做官，留下很多著作不说，

他做官的时候真是利益一方，做了很多好事，利益了很多的老百姓。这个人一生，立

德、立功、立言，成就也是非常大的，非常成功的人生，堪为世范，堪为楷模。 

  

罗近溪他年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他跟着一个朋友去拜访一个老者。这

个老者一生非常成功，又当了大官，家里又很有钱，科举考试也非常风光，子孙满堂。

反正就是各方面没有一点不好的，非常成功。放到我们今天，以任何的角度、任何的

标准来看，都是一个成功人士，标准的成功人士中的成功人士。他那个时候年龄大了，

生病，罗近溪就和他的朋友去看他。看他的时候，这个老头看到他们，就跟他们谈话，

一直都在唉声叹气，一直唉声叹气，很愁苦的样子，什么都不满意，什么都不好，一

肚子的抱怨。 

 

他们看望完了以后就出来，罗近溪就问他这个朋友：“他这一辈子这么成功，怎

么还这么不满意？你看他怎么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啊？这么一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

的？” 

 

他朋友说：“好像是这样，他确实心情很差，很愁，很忧郁。” 

 

罗近溪就问了他一个灵魂问题，他说：“这个人这一生这么成功，这么风光，但

还是这么愁苦。如果我们将来也像他这样，仕途得意，科举成功，最后当了大官，也

很有钱，很风光，哪怕当了宰相，是不是到最后老来也跟他一样，还是唉声叹气啊？” 

  

他朋友想了想说：“哎，好像还真的有可能哎！” 

 



罗近溪就开始反思了，他说：“这个人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吗？这辈子这个样子，

到老了以后就唉声叹气的。”他说：“不行，我得过一个不叹气的人生。” 

  

“不叹气的人生”！你听懂了没有啊？ 

 

他就说：“不行，我要效法王阳明，我要做世间天下第一等大事。” 

 

“天下第一等大事”是什么？这个公案大家知道吧？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

候嘛，他就问他们家里人：“什么才是天下第一等大事？”他考人家，他小孩要考大

人。然后他家人说，那就功名呗，考取功名啊什么的。他说：“不对，这不是第一等

大事。”他家人说：“那什么是第一等大事呢？”他说天下第一等大事是什么呢？是

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著名的

“横渠四句”，张横渠先生的那四句话。他说了这么一句，他们家人听了都很震惊。

你看他们这些厉害的人，从小是怎么立志的，他的人生取向是什么样的。他所有的这

些东西都是天道的那个本怀，在他心里面。 

  

你看罗近溪这一生，王阳明这一生，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度过的，他这一生那真是

成功的一生啊！人家这一生，影响了千秋万世多少人。他的一生是立足于这个“道”

上面，在这个上面用功夫，他不会唉声叹气啊，不会忧郁啊。像很多人年纪轻轻得了

抑郁症了，为啥抑郁？他不知道“天道”在哪里。他如果知道“道”在哪里，他的心

依于道的时候，绝对不会抑郁的，绝对不会的。他会过非常坦荡光明而快乐的一生，

真的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好多同学啊，有些不是同学，是过去的朋友同事什么的，我出家了以后他

们还老跟我打电话，有时候联系。我那些以前的同学朋友什么，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

是——要么是很成功的人士，要么是中等成功的人士，当然有的也是小有所成吧，都

还不错的，经济上也不困难。有的是很有钱的，有的是做上什么 CEO、总经理，当大官

的，反正都是有钱有势的这样的人。结果很奇怪的，他们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一个个

都是唉声叹气的，就跟那个罗近溪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一打电话就说：“哎，我又怎

么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公司，哎.......” 

 

我有个同学是电信集团底下一个大官，一个总经理。一打电话就说：“哎.....” 

我还有个朋友，他们的公司可能几百亿吧，那个规模很大，他当 CEO的。他一打

电话就：“哎.....” 

  

这些是什么成功的人生啊？反而我一个穷和尚，我在他们里面，我挣的钱最少，

我现在是最没地位、混得最惨的一个人。结果呢，我比他们开心好多，我还从来没这



些问题。我就想起罗近溪的那个话了，我说：“就要过一个不叹气的人生。”哈哈

哈……我混成那个样子（结果还很快乐）……挣那么多钱有啥用啊，到最后。 

  

人生一世，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得知道天道在哪里，按照天道去行持。这个

时候你建立一套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之后，后来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就今天上午，咱们必经的同学超越还给我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有同学要问，问

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庸俗了，就是最最经常见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 

 

哈哈哈……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看到这个，我估计应该是个成年人吧。都成

年了，还在问这个问题，迷茫了。好多人都这样，他一生都活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到快死了，还是迷茫。他不知道这人生在忙活什么，搞不清楚，越活越迷茫，好多这

样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从小父母在教育他的时候，社会在教育他的时候，没有人告诉

他“道”的东西。他因为没有这个“道”在，不知道天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自然就

是迷茫的。因为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一旦你明白了天道，这个问题就迎刃而

解，你以后的人生都不会迷茫的。 

  

从年轻的时候，我在这点上就是个受益者。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佛，学道，学儒

家，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很早，是我少年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了。那个时候

自学的，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那时候也没网络，能接触点，找到本书都不容易。我

学了之后，一下就明白那个天地的大道在哪里。后面几十年中，我不管遇到什么事，

多么痛苦，多么难受，多么困难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些都不

是什么事。”因为它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东西，我随时可以舍弃，弃之如弃弊履，

能怎么的？ 

 

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想：“大不了我出家当和尚，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在这儿当

个官，我就官不当了，行不行？我这钱不挣了，行不行？公司我不开了，行不行？无

所谓。我到时候托个钵，我去乞讨去，我也照样活，我照样修行，我照样很快乐。 

 

我人生的意义不在你这儿，你们这些东西都束缚不了我。想把我整成抑郁症，你

试试看，不可能！我也不焦虑，哼……所以这一生呢，一旦人解决了这个终极目标的

问题后，人生中后来很多问题都没关系，都无所谓了，都会有解决的方法，这个很重

要。 

  



“道”的教育一旦培养达到目的之后，会发一种什么样的心呢？走向一种什么样

的路呢？他是心入空性，广利众生，他会朝着这个目标走，那就是大乘的菩萨精神了。

但这样的人可能比较少啊。 

 

那么中等的人，他明白了“道”，他最起码会看淡名利，他会求解脱，他会走这

个路。他至少最终这一生要往解脱的方向去走，不管之前做什么，最终要往那儿走。

所以名利啊，什么世间的（东西），他会看得比较淡。 

 

那么下等的，最起码他会相信轮回的存在，他会相信因果报应的存在，最起码他

止恶修善，能做一个好人嘛。“道”的教育就达到目的了。 

  

它解决了你三观的问题，解决了你智慧的问题，然后它会用一系列的方法去修炼

心性，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根基了。 

  

 

第二点， 德的方面： 

 

德的方面，我们简单地说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么“德”和“道”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把这个说清楚。我们有一部经，道家的经书，叫做《道德经》。老子说的《道

德经》里面，“道”和“德”是两个东西，它们区别在哪儿呢？道是体，德是用。道

呢，它是形而上的。德呢，是形而下的。道是偏于内在的，德是偏于外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当我们认识天道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心中的心性。明

白了一个很深的智慧，明白了很深的道理，然后心性上做很深的调整，这是内在的东

西，这是道的方面。道的东西是不可能向外求的，外面没有道，只能是向内求。 

  

但是德呢，是你要和外界发生关系。你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就是自己呆着，你肯定

要和社会、众生，和其他人，要发生关系，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德的关系。比如说，

你怎么对待父母？就要孝啊，这就是德呀。你怎么对待朋友？你要信。你要怎么对待

兄弟？你要悌。你怎么对待师长？你怎么对待领导？你怎么对待下属？你怎么对待其

他的众生？怎么样仁爱？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儒家的学问经常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佛家经常

在讲人和心的关系，儒家在讲人和人的关系。当你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你就要有仁义

礼智信，你就要有一套行为、语言、思想的规范，那你就要涉及这些东西，才能过好



这一生，这个意义很大。 

 

德的意义，首先是他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福报。我们经常说教育，既然父母想

要利益孩子，你教育他，不就是想让他好吗？你怎么才能从根上让他好？就是要增加

他的福报和智慧，你就能让他好。这是从因上求，不是从果上求。 

 

很多父母正好相反，他们溺爱孩子，给他吃很好的东西，给他花钱买很贵的东西，

高消费，上最贵的贵族学校，其实经常是在消耗他的福报。我看到有的小孩才十几岁，

他爸妈一辆法拉利都给他买来了，跑车都买好了，哇塞。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福报，这

个福报这么耗着，耗得也很快的。 

  

反过来说，父母真对他好的话，你应该让他减少消耗福报，多给他积累福报。他

福报越积越多，他将来就好啊。他就算现在不好，将来也会好；这辈子不好，下辈子

也会好；前十年不好，后十年也会好，他总会好。为啥？他福德深厚啊，他福报增长

了，总之在原来的基础上会更好，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你还要增加他的智慧啊，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就是智慧啊！智慧是最有用的，没

有比智慧更有用的东西。钱有什么用啊？钱花完就没了，钱还可以让你作恶呢，钱可

以让人堕落呢！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很多钱——在他没有智慧的前提下给

他很多钱，分分钟毁掉他！所以你要给他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从道上面来。那从道上来，所以道、德很关键。有道才有德，道

是根本。 

 

有道作为基础，这个人自然他的很多德行就有了依托，他就会有德行，他的福报

智慧就会增长。这很重要，所以我把道放在最前面。这两个是有很强的关系。因为德

只能解决你怎么做的问题，道可以解决你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 

 

天道的规律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你要有德行，你才能符合天道的规律，你才能

变好。这就好像说，你要想不被制裁，你先要了解什么是法律吧。你不要违反法律，

不就没事了？你违反法律就会受到惩罚呀。天道就是这个上天、这个宇宙设定的规则，

你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惩罚，顺着规则你就会越来越好啊，所以你得了解啊。 

 

所以，先有道，后有德，这个很重要，这很有意思。 

 

我当年在政府里面，有个很深的体会。政府里经常都在讲反腐败，要倡导廉洁奉



公，然后要反腐败。说起来力度也不小，整天一会儿抓这个，一会儿抓那个的。但是

实际上据我自己的观察，第一，腐败这个现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另外一方面，

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是想腐败的，只要你稍微给他一点空子，他就可以钻，他马上就会走向腐败。 

 

我后来想：“怎么会这样呢？”最开始，我们政府里的人在一块儿啊，包括我们内部的政

府的这些官员嘛，在一块儿私下里有的时候也会吃饭聊天什么的，我们会聊起这个话题。其实

他和腐败有关系，但也是很诚恳的人，他这个人本身你也不能说他坏，他也跟我说心里话。 

 

他说：“其实这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你看这个体制里面有很多的漏洞。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呀，是不是？谁不希望自己家人生活好点，那公务员的工资那

么低，是不是？然后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些同学到外企去工作，他们收入是我的十倍。

我的能力一点都不比他差，我现在挣的这么少，我还要养活家里人。你看看我女儿想上一个好

点的学校，没钱……” 

 

这么一说，你看就明白了，是不是？讲得好像有点道理，是不是？他们最后得出个什么结

论呢？他们说：“都是体制的问题。”真的大部分人——90%都认为是体制的问题——“你看，

这个腐败是体制造成的。” 

 

我当时乍一听的时候，“嗯，是体制问题。”后来越想越不对，体制也没有逼你贪污啊，

没有逼你腐败啊，体制最多说监管可能总有漏洞啊，不可能那么严密，它也没有倡导你腐败吧，

是不是这样子？说白了还是你自己想腐败啊，你有这个心呐，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事？后来我就往根上找，我在想他那个腐败的心又是怎么来的？为什

么我就不想腐败？后来我发现了，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信佛呀，因为我相信有因果有轮回呀，

也不是我境界比别人高。有时候别人送我钱的时候，老实说我真的有一点心动哎，因为有那个

钱，真的有点多哎，那时候公务员一个月工资就 3000 多块钱，哈哈……当然我在美国的时候

收入很高，我家底比他们厚点，但是当时当公务员的时候收入很低嘛。别人送了一大捆钱的时

候，你心里还是会不由得动那么一小下哎。但是我转念就想：“天呐，我收你这个钱，我是个

佛弟子，我都受五戒了，我收你这钱，我到时候下地狱，我何必呢？我不干这个事！”那划不

来嘛，是不是？因为我相信因果，主要是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党员嘛，是无神论，一方面教育他们说世界上没有鬼

神，没有因果报应，没有轮回，什么都没有，不要信那些，都是封建迷信。 一方面，你告诉

他说：“对不起，你要廉洁奉公，你要有道德哟。”那人家党员也不傻，在想：“我干嘛要有

道德？又没有因果报应哎。说白了，只要法律不抓住我就行了嘛，对不对？我不被发现就完事

了，我能有什么惩罚呢，对不对？反正被抓住的概率也很小，我自己小心一点嘛。”那些人都

很聪明的嘛，设计一些手段，让你查不出来，什么在海外转移啊，弄一堆，你根本就看不着嘛，

不就完了嘛。他心思就用在这上了。 

 

那你说这个背后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的世界观造成他这种选择嘛。所以你从小没有道方



面的教育，没有德方面的教育，没有把这两个基础扎牢，将来他一定会出事的，怎么会不出事

啊？ 

 

我那次见到一个妈妈，就是一个朋友啊。她一见到我，她说：“啊，我的孩子又不上学了，

我怎么办呢？”我每次听到这个，我真的头都大了，我一听就想怼她。我说：“你怎么办的

呢？”她说必须得去上学，不上学不行怎么的，她就这样怼孩子。然后我问：“最后结果是

啥？”她说：“孩子想跳楼了。”然后怼不下去了。 

  

我说：“你这个水平啊。这样吧，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先回答我你的看法，我再跟你谈教

育。” 

 

我说：“如果你见到了五年前的许家印，你会不会认为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你告诉我，

你说心里话啊，你要说真心话，你不能骗我。” 

 

她说：“我诚实地说呢，那我会觉得他很成功，非常好，如果他是我孩子，我会觉得非常

为他自豪的。”她这么说的。 

 

我说：“完了，就你这水平，你趁早别指导你孩子了，你指导啥？你这孩子搞不好将来被

你搞到歧途去都不知道。”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许家印到今天这地步是为什么，你今天你还认为许家印成功吗？” 

 

她说：“我当然不认为他成功了，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嘛，我怎么会认为他成功呢？” 

 

你看，这个愚蠢的父母都是什么呢？就是看结果，看他目前的结果。啊，是不是名气很大

呀，权力很大呀，钱很多呀，什么学历很高啊，他们就看这个，根本不看他种什么因，他们不

看这个。 

 

我说：“按照我的观点来看，五年前的许家印，我就说了，这个人已经彻底失败了，他正

在走在失败的道路上，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将来总有一天要完蛋的。如果他今天不

完蛋——他早点完蛋还是好事——他要不完蛋，以后下了恶道，他更糟糕。他的路完全走错了，

他完全失败了。” 

  

我说：“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你还指导你孩子什么学习？你趁早拉倒吧！

你真的是。”我这说话也直接哈，经常怼得人抬不起头来。结果怼完以后，人家后来还说没听

懂。哎，我真的是服了，这真是够笨的，这还没听懂。 

 

然后，我们就说许家印走到今天，他父母有没有责任？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家的情况啊。我

推测，有可能，说不定从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告诉他说：“一定要赚到钱呐，赚钱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想方设法赚到钱，要出人头地啊……”肯定就是这么教育的呗，是不是？那么他们教育

他，就这么一个世界观，就这么一个价值观，到今天他最后进了监狱了。往根上找，说不定他

的父母也是推手之一啊，也是使他进监狱的那个凶手之一啊，是不是这样？他们有没有责任？ 

 

我就拿我身边的一个例子说，我有个表弟，是我姨妈的孩子嘛，那他后来就是做了一堆乱

七八糟的破事，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现在混得特别惨，然后到处借钱，到处赖账，然后到

处被人追杀，就这么活的都不像个人样了。 

  

对我来说，我就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因为我跟他生活过，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段

时间，所以我很了解他们一家人的性格。我的那个姨父，包括我姨妈，当然我姨妈还好点，我

姨父那个人，他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在他们那个厂里后勤部门，整天就想着怎么挪用公

款、怎么贪污腐败，他经常给我表弟灌输的观点就是说：“什么叫本事？本事就是把国家的钱

怎么给骗到自己兜里来，这就叫本事。”他就用这个观点整天教育孩子啊。然后经常说：“你

看谁谁谁多聪明，你看他怎么使了个什么手段把国家的钱弄过来了，你看看人家多厉害……”

就这样子的，全是他给塑造成这样的，最后我表弟就成了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表弟小的时候真的好好的，很单纯、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就这么被塑造成这么个人。

你说他现在混得这么惨，真的走投无路啊，简直是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程度了，你说怪

谁？他父母有没有责任？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拼命地拼死地要在这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觉得传统文化没用，等你失败的时候，等你掉坑里的时候，你回头一

看，传统文化说的都对的，你就是犯了那些错误，你才体会到它的价值。 

 

人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那你何必等掉坑里头，都受了多少挫折之后，你再回头再学中

国传统文化？你能不能趁小的时候，从一开始教育的时候，就先从传统文化入手，建立一个很

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啊，把从道到德的一整套都给它建立起来啊？而且这件事只有在

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是最有力量的，大部分人来说，长大一点后很难改的。 

 

很多父母都在跟我吐槽啊。他说：“啊，你看我孩子，他最近变得特别叛逆啊，整个人都

不对了，整个家……在外头搞的那一堆事太疯狂了，我现在管也管不了了。”我问他：“你孩

子多少岁了？”他说：“15 岁了。”我说：“完了，不太好办。” 

 

为啥呢？因为教育上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小孩教育的黄金期是在 12 岁之前。当然这个

年龄没那么准哈，就非得 12 岁，13 岁就不行？也不是那意思。基本上就是，小一点说，小学

毕业以前，再往大了说，初中毕业以前，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人的教育最好的时候，相对来说

小孩也最听话，你也最容易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他，也最容易培养他的心性、塑造他的性格、

价值观各方面，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的。 

  

外国有个统计说，基本上在 12 岁以前，比如说在天主教的一个家庭长大的，或者在修道



院里长大的这种孩子，基本上终身都会信奉天主教，就是这样。其他宗教也是一样，不光是宗

教啊，就是一个环境，他 12 岁以前在这么一个环境长大，基本上他一生都会受到这个环境的

一种影响，影响很大的。 

 

然后他说他小孩很叛逆的时候，我就问：“你是不是在他 12 岁以前，基本上都是他要什

么你就给什么，要么就是非常顺着他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只要他能上学上好，吃的好，穿的好，身体健康什么的，快快乐乐就行了呗。”那我说：“那

活该啊，那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自己就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哎。”对不对？ 

 

你在孩子 12 岁以前的黄金期，没有在道和德两个方面去引导，所以才造成你今天的被动

局面，我就送你俩字：“活该！”当然了，该帮还得帮啊，但是我不怼他，他记不住啊，就是

这样。 

 

当然你说大了，大了也得改啊，还得想办法，不是说不改，但是那时候就困难得多了，所

以在一开始，为什么我把道和德这两方面放在最前面、最优先级，因为它不但是优先级最高，

它开始的时间也最早。具体怎么做，这个部分改期我们专题来讲啊，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这个

部分不能讲得太多。 

  

然后呢，一旦这个人的道德塑造成型之后，这个人的一生，其实你不用太去担忧他。这样

的人，差一点，就是我们古人说的，“穷则独善其身”嘛；好一点，就是“达则兼济天下”，

是吧？你不用担心的，他有道、有德，这一生怎么都能过好，不会太差。他也不会什么忧郁症

啊、什么焦虑、什么自己跟自己较劲、什么搞不清楚啊，这些问题就不太会有，即使有，他也

很容易解决，他就能够过好这一生。最起码他能积累一定的福报，少造恶业，能够止恶修善，

他的福报上去了，他能有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他也无愧于心，这就可以了。 

 

  

第三点， 精于业： 

 

什么叫做“业”？“业”这个东西说起来话长，但是我们简单一点。其实我们生存在这个

世间，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技能、各方面的能力，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业”的范畴。

如果说我们刚才在讲的道啊、德啊，这些东西是属于整体的“道”的方面，那我们现在说的业，

它属于“术”的方面，这个是术为主的。这些东西其实它反而是最不重要的，相对来说也是最

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它也不能没有，所以还是得讲一下。 

  

 那么首先呢，关于“业”的方面，它有一部分知识你需要去掌握的，但是剩下的更重要

的是技能，是能力。那么从这个体系里面，你会看到，其实今天的学校，大部分在解决的是业

的方面，是吧？但是它也只解决了业的一部分，就是教了一部分的知识，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没

教的。比如说很多的能力，你怎么去解决一个问题、怎么去跟别人很好的交流，遇到问题怎么

办，等等这些问题，学校就没有教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部分，父母有很多功课要做。像今天父母把学生往学校里一送，然

后就甩锅，这种做法我是非常不认同。因为很多东西你在学校里都学不到，是吧？父母现在经

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给这个孩子好吃好喝地供着，然后什么事情我都替他想好了，都替他

安排好了，他顺顺当当过一生。我特别反对这种做法，你把这个孩子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弄没

了，这个孩子都弄成一个傻孩子了，他不会思考，不会自己做决策，不会去分析问题，遇到困

难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没有克服障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什么都没有，被你整成一个废

柴了。 

  

你看很多小孩，最后大学毕业出来以后也是傻傻的。 

 

问他说：“你想干什么？”——“我不知道。” 

怎么办呢？“那你准备怎么……？”——“不知道。”就是这样的。 

 

一看那种孩子就是，从小就被爸妈弄成一个废柴，脑子都不会转了，有什么用啊？你得要

培养，不光是知识的积累，还要有能力的培养啊，对不对？很重要的嘛。当然了，这个里面涉

及的话题也非常多，那我今天也是没办法展开了，我们只能是改天找专门的话题再去聊这个事。

下面我们再讲第四个方面。 

 

 

第四点， 游于艺： 

 

有的人说，你这个“艺”，怎么你会专门提这个，有那么重要吗？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

在过去的儒家里面，非常强调艺术的教育，尤其是强调“诗教”和“乐教”。为什么要强调这

个呢？因为艺术的教育首先有一个作用，它叫做：“潜移默化，转换身心气质。”这是它最大

的功能之一。 

 

你这个人不是说光有道德就可以了，你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吃得挺好就行了，你这个人可

能了无生趣，是个特别无聊、特别低俗的一个人。一出来以后，那个气质简直是相当的低俗。

那也不行，你这生活也没点乐趣，你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闷棍，有什么意思？ 

 

人生在世，你还得有点高雅的情趣，你的生活还需要一些丰富多彩，是不是？所以说它还

有艺术的教育。它之所以称为一个教育，是因为艺术的教育具有其他的教育所不具有的一个功

能，就是它可以让你在非常快乐、高兴、美妙的一种情景下转变你的气质。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是很难的，有很多人那个气质，你看他们一辈子就那个样子，一点高雅的那种东西都没有，不

登大雅之堂，因为他从小没有艺术的教育嘛！ 

  

 所以这些方面西方人比中国人做得好，当然他们功课压力也没中国学生那么大，人家有



时间学些艺术、文艺、体育方面的，这些方面还真的是人家做得好一点。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教

育也很讲究这个的，一方面它在教育上影响人的身心气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排解、消遣、

抒发的渠道。 

  

 以前我有很多艺术圈的朋友，还有一些玩体育的朋友。因为我以前喜欢打各种球，我原

来是乒乓球校队的，然后我还喜欢打羽毛球、网球、排球，我都喜欢打，还游泳、健身、爬山，

反正我以前什么体育都喜欢玩。橄榄球不行，橄榄球打不过美国人，体格不行，打了一次就不

打了。 

 

你看我们爱搞体育的那些朋友，普遍都有共同看法，不管今天有多烦，不管在公司里面被

老板弄得快受不了，不管在家里跟老婆怎么吵架，我去打一场球，出一身汗，全好了，这个人

他有个抒发排遣的途径啊。 

 

你看还有些玩艺术的，有些朋友懂音乐的，不管多郁闷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弹一个古琴曲

子，或者他吹笛子，吹一首曲子。几首曲子吹下来，他就气顺了，舒服了，整个人都好了。他

沉浸在那个境界啊，别说他自己了，我在旁边听着，我自己都觉得好多了。所以以前我也玩乐

器，也喜欢音乐，也喜欢吹笛子，吹那个埙，每次一吹起来，一听到那个音乐，自己那个鸡皮

疙瘩都起来了，就觉得，哎呀，浑身都特别舒畅。就这样，他有个排解啊。 

  

人这一生，你总会碰到一些事。你碰到事的时候，你道上不行，你德上不行，你觉察上也

不行。哎呀，你好歹艺术上行一点，有个抒发发泄渠道。这个人到最后，他生活得有一个高雅

的情调。以前中国历代有很多修行人，还有很多文人雅士，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你看看人家那

个生活的情调。 

  

我以前很崇拜的一个道士，南宗的祖师，叫白玉蟾，是宋朝时候的人。大家应该知道吧？

号称“仙家才子”。他写过一首诗：“白云黄鹤道人家，一琴一剑一杯茶，羽衣常带烟霞色，

不染人间桃李花。”你听听，人家这个生活。你想象一下，一个道人，白云缭绕，仙鹤飞舞，

青山绿水，小桥流水道人家。然后他在那儿弹着古琴，耍着宝剑，喝着清茶，到这种境界，不

是神仙也差不多了。 

  

你这个人生，有这么一种情趣、心境，你这个人过得非常高雅，那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也

不容易抑郁了，也不会一天到晚就在那个世俗名利里面滚着出不来，他知道这个世间还有更高

雅、更高超、更超然的一些东西存在。就是你不能追求修行成仙成佛的，哪怕你能享受一个比

较高雅艺术的人生，那这一生也没白过，这品质也很高嘛！所以这都是人陶冶性情很重要的，

你有艺术在这儿，“游于艺”，你才能过好这一生啊。 

  

4. 成功的定义 

 

 我们综上所述，人的这一生，如果你能志于道，据于德，能精于业，养活好自己，你还

能游于艺，有一个高雅潇洒的人生，那你这一生，真的没白过了。方方面面，面面俱到，这一



定就是个成功的人生。这时你已经不需要别人来下定义，你不需要社会来评判你啊！ 

 

非要考上清华才是成功的？考上清华的陈立人杀妻。下回再有人说：“你要是考不上好的

大学怎么办？”你就说：“看看人家陈立人考上清华了又怎么样？现在把老婆都给杀了。”你

就怼回去，坚决怼回去。 

 

你的成功不需要别人去定义，一个孩子的成功不需要社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来定义，你可

以自己来定义！那你用什么来定义，你要用天道来定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圣贤们讲的道理

来定义。它既是修学的标准，也是评判的标准，你用这个标准来评判一下你的人生到底成不成

功。 

 

比如说我用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一生，我觉得我很成功，我觉得我比比尔·盖茨、巴菲特、

王健林他们都成功，真的，我就这么认为的。我说的真心话，就是这样子。我不需要你定义我

的成功，我按照天道来定义，我自己觉得我成功,就行了呗。我这一生就很好，很快乐，一琴

一剑一壶茶，我过得挺好啊，就行了。 

 

所以你知道了这个标准以后，你要用这套东西想明白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

孩子将来他有个成功的人生，就要具备这四点，往这四点上去努力就行了，这就是个成功的人

生。 

 

5. 关于学校教育 

 

 下面我们再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很多父母说了：“我孩子现在都不去上学了，怎么办

呢？我愁死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学校的教育，在这个成功人生里面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的

权重到底有多大，咱把这事看明白。 

 

 我们不是说了，我们父母是产品经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做出一个优质产品、成

功的产品，标准是什么？就是刚才那四点，就是“道、德、业、艺”。那么我们现在要根据这

个目标去找手段，而学校只是你的手段之一，是不是这样子？ 

 

我要生产这个产品，我已经有了一个目标了，这个时候我要根据产品的特性，去决定它的

生产工艺，要用什么机器设备、什么样的流程，进什么样的材料，怎么弄，怎么生产制造。这

个时候我们发现，学校不过就是手段之一嘛，它不是目的！很多人把上学、去学校当成了目的，

它不是目的，它仅仅是手段，而且只是微不足道的手段，还不是什么高级的手段，就是这样子

啊。 

 



如果我们把“道、德、业、艺”这四个方面各算 1 分，总分 4 分。请问学校占了几分？ 

 

学校教育基本上“道”是不占的，“道”是完全不占的，还真不能讲这些东西。 

 

“德”有没有？有，思政课。我不骗你啊，某某大学的思政课老师亲口跟我说，她说：

“我讲思政课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说：“那你跑去讲思政课干嘛？”她说：“哎

呀，不就是混口饭吃嘛！”她自己都只是混口饭吃的一个老师，你指望她言传身教提升学生的

德行吗？你想多了啊，她没打算干这事。她自己这个世间的道是怎么回事，德是什么，世界观

什么……她自己都没整明白，也没打算整明白。人家已经说了，就是混口饭吃，你还指望从她

那儿得到什么德行？不可能的。 

 

所以德的这块不能说一点没有用，但是作用微乎其微，很少。即使灌输了一点德的表面的

观点，因为没有道作为支撑，所以也没有用，是完全不坚固的、非常脆弱的。到社会上，他一

看到社会的那种丑恶的现实，分分钟就会击碎他对那个道德的坚持，一定会击碎，为啥？他没

有“道”作为支撑，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所以前两项“道”和“德”在学校的教育里几乎都

是 0 分。 

  

“艺”有没有？几乎不太有，有点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有一点点，反正也不太深入，

就是浮皮潦草，有那么一点点吧，也不能说没有，0.1 分最多了。 

 

它大部分是集中在“业”里面，“业”里面它占了一点。但是占的这一点，无非只是一些

基础知识、一些普及化的教育，就是我们所谓的通识教育，一点点而已。 

 

所以说满打满算，学校的教育也就是 0.5 分吧，满分是 4 分，学校只占了 0.5 分，不及格！

然后就这么一点东西，结果你还特别看重，你还觉得，“天啊，孩子不去学校了怎么办？”你

急啥，你那另外的 3.5 分都还没挣，学校只占这 0.5 分，而且也没多高明，也不是没有替代的

方法，你急什么呢？ 

 

 学校的教育真正有用处吗？它的主要用处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是它可以获得一个文凭，这个文凭可以成为某些行业的敲门砖。比如说有一些政

府、国企啊，他们录取的时候就要看你是不是大学本科以上，甚至有的直接说了，985、211

以上才能录取。学校是个敲门砖，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你挣到钱，也不能保证你发展到什么程度，

也不能保证你当大官发大财，也不能保证你不抑郁，也不能保证你很快乐，也不能保证你不自

杀，都不能保证，更不能让你解脱，那么就这么点作用了。 

  

另外，当然学校的教育也学了一点知识，非常常识性的、普及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低等的

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大部分在后面的人生中都没有什么用，没错吧？你们今天学的那些知识，

比如说我们中学，咱都不要说大学的高等数学了，就说中学时学的什么三角函数那些东西，有



几个人在用啊？我问现场同学，一个都没有用的啊。也就我用那些，因为我后来搞科研，我用

了点，这里面 1/10 的比例。有几个用这个东西啊？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学校学的大部分东西

都没什么用，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这不是我说的啊。 

  

当然，我不是要攻击这个学校的教育体制，因为它也有教育部不得已的一种苦心嘛。那你

说我要培养一个化学家，我就要有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要有群众基础。几百万个人都去学化

学，最后可能顶尖冒出的是一两个化学家。就像有几百万人都去练乒乓球，最后培养出一两个

世界冠军。是不是总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的，虽然大部分人用不上，那也不能不学，这有

它的考虑的角度。我们不能说它这个角度就不对，但它也只是它的角度，它并不反映教育的实

质，也不代表用它的这套方法能教育好你的孩子，这是两回事。 

 

 而且另外来说，学校的这些老师们，他们也不会教什么太高级的东西给你，你指望从这

些老师身上学到什么真知灼见，那你可能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学校的这些老师之所以沦落

到（用的这个词不好意思啊）今天去当一个中小学老师，说明他们当年学习也不太好，如果他

们真的知道怎么学习，怎么在事业上获得成功，怎么挣到大钱，对不起，他们不会来当中小学

老师了，你说是不是这样？ 

 

 所以学校的这些人，从校长到老师，他们懂得天道吗？不懂！德行很高吗？不是！他们

很会学习吗？不会！他们是当年学习很中等的那批人，也不见得是最差的啊，但不是学习最好

的人，不懂怎么学习。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挣钱，也不知道怎么获得世俗的成功。各个方面他们

都不是最优秀的人，请问孩子从他们那里能学到什么高级的东西呢？ 

  

 结果今天你的孩子不去上学了，你还痛苦万分，你这人脑子有毛病吧？ 

 

另外来说，真正有用的东西，学校学过吗？要我看，大部分有用的东西都没学。我们刚才

讲了道的部分、德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多的精华，学校里几乎都没讲。这是对塑造人的

一生、对人的一生的性格养成都很有用的，没有讲过。 

  

那你说，咱学点健康的知识行不行？比如说学点中医，怎么养生，遇到疾病知道怎么处理，

没有学！我自己学中医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有用啊，我相见恨晚，我要是年轻的时候我

就学到这些，我的身体都不会有这么多病，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健康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事

情，这么有用的东西在学校都没学过。 

  

那咱就说最庸俗、最现实的东西，咱们学点怎么挣钱行不行？孩子读了半天书，考那么多

学历，上到博士，不就是想多挣点钱吗？我说得庸俗一点。至少大部分人这么想的，我不排除

少数人有更高的理想了，大部分人不就想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吗，没错吧？我说得很

实在，估计没人能反驳我吧。请问在学校孩子真的学到怎么挣钱了吗？没有！这么有用的知识，

偏偏就没有学校教。 

 

从小到大，咱不说特殊的那些什么商学院啊，什么时候有人教过孩子怎么挣钱？没有！我



可以告诉你，这个学校，我说得难听点，就是培养去打工的人，对不对？他们培养过一个人真

正怎么去挣钱吗？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你想多了，学校不会教你。真正这么有用的东西，学校

反而不教孩子。 

  

这一点是我在美国博士毕业以后，都工作了好几年，我接触了一大票什么华尔街的人、什

么搞投资的人、什么商业的人，我得出的结论。我发现，天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批人，他

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怎么赚钱，直奔主题啊。他们是在整个产业的金字塔上最尖尖的

那批人，当然你说他们是寄生虫也行，你说他们剥削者也行，那是你定义的问题。他们就是直

奔主题，他们知道怎么赚钱，赚大钱，还不是小钱。这么有用的学问，这个真有用的吧？你不

想成为一个好人，那想不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偏偏这么有用的学问，学校里都不教。 

 

还有，你要怎么过好这一生，我的家庭怎么布置得好点，生活怎么过得好点……很多实用

的知识学校里都不教。天啊，罄竹难书啊！我就问你，这样的学校教育有什么好的？我弃之如

弃敝屣！ 

 

结果你小孩不去上学了，你还愁得不行，你愁啥愁？孩子能学到啥？有用的东西都没教，

没用的东西教一堆，除了混个文凭有屁用！真的。 

 

所以就算要想获得世间事业上的成功，最低限度啊，能养活自己，达到这么一个目标的话，

不是非要经历学校教育的，而且学校那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另外来说，你经历学校教育也没关系，但是要知道学校教育到底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

么，你要搞清楚。让学校成为你的一个手段，为你所用，你要去主导这个事，而不是让学校来

主导你。作为父母啊，你应该说作为一个产品经理，知道我的孩子，我准备把孩子打造成什么

样，他的业这块，“精于业”这块，他将来要走什么路，缺啥补啥。 

  

学校教育可以成为其中一块，我不是说鼓励孩子都不去上学，我不是这意思啊，不要理解

错我的意思啊。我也不是说学校的教育没有任何价值，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学

校的教育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局限性，有它能提供的东西，有它提供不了的东西。 

 

6. 孩子不想上学怎么办？ 

 

作为父母——一个产品经理来说，你搞清楚这些以后，要以自己为主，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要以目标为导向，利用学校的资源，让学校成为你的手段之一，来帮助你一块来培养孩子。但

是不要让学校成为主导你的手段，你也不要认为这是唯一的手段，也不要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

手段。 

  

具体怎么做，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太多。这个话题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改天我们



可以就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在“精于业”这块来培养孩子，改天我们可以专题讨论。很简单的

原则，一言以蔽之，就叫做“因材施教”嘛！是不是？每个孩子的根器不一样，情况不一样，

干嘛都要用同样的方法？一所学校里面，学校的这种教育只适合一部分人，不适合所有的人。

对不对？ 

  

其实我跟你说，我接触下来，我发现很多孩子比父母有智慧。之前我跟很多孩子聊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孩子，就是你先不说他有多聪明，他起码内心是比较清净的，他能直击问题的本质，

而父母经常不能。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受到了太多世俗成见的干扰，思维惯性了。 

 

我举个例子，有个孩子不想去上学，我就单独问他为什么不想上学，孩子说觉得学校学那

东西没啥用。孩子父母在旁边一听就火了，火冒三丈，说：“你现在都不上学，你以后怎么

办？”我就说：“请你别着急，安静，安静，觉察，不着急。”其实你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这个孩子说得有道理的，是不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说了，学校学的东西真的很有用吗？学校那

些老师真的很有水平吗？未必！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是学校的价值有限。所以其实这个孩

子因为内心很清净，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一下子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父母反倒没看到。父母

被这个社会洗脑，已经洗糊涂了。 

  

然后父母就觉得一定要去上学，不上学就不行，孩子就没有出路，就这样思维惯性。所以

实际上，当父母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要沟通，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经常会去观察这个孩子，我观察的角度跟孩子父母都不一样。这个父母也不知道咋回事，也

可能因为太熟悉了，反倒看不清楚事情。他们整天就看，这孩子听不听话啊、乖不乖啊、学习

成绩好不好，就看这些。这些父母有的时候啊，这个脑子，唉，也不想骂人，但是真的有时候

忍不住就要骂两句，真是太笨了。 

 

 其实看一个人，最本质的你要看三点。过去我们儒家评价一个人，一个最厉害的人，叫做

“大仁、大智、大勇”。当然佛家换个词，叫做“大悲、大智、大力”，反正这都差不多，这

是人的三个方面。你看一个人，是看他的本质怎么样。你记住，看的是本质，不是看他外在的

表面的东西。 

 

你要从这三个方面去评估： 

 

一个是看他有没有仁爱之心，这个很重要。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这个人很难形成道德。这

个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替别人考虑，他很自私、我执很重，他没有爱心，也不讲信用。这

样的人很难办的，搞不好这个人就是一个社会的危害。像这样的孩子得以德育为主，一定要培

养他的德行，培养仁爱、慈悲之心，这是最主要的目标了。 

  

 如果说这人是有仁爱之心的，这方面还不错，就要看第二个方面——是不是有智慧。请

记住是智慧，不是聪明，也不是学问，也不是知识，更不是考试成绩，那是两回事，考试成绩

跟智慧没什么必然联系。什么叫智慧？智慧关键是看这个人的判断力，对一个事情怎么判断的，

怎么看待一个人和事，你看这点就能看出来。当然前提是父母自己得先有智慧，自己是糊涂蛋，



怎么评判别人？没法评判！所以我们说孩子教育的关键，是父母要提升自己，你自己不行，你

少来，就到一边去吧，你也别什么教育了，你就整天觉察一下，少生点气就完事。你没法教育，

因为你没资格，你能力不行，所以你自己得培养智慧啊。 

  

所以你要观察，这个孩子他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的这种能力、对一个

问题的看法，这些方面他是不是有智慧的。如果没有智慧，这样的孩子也不太好带，但是如果

说他还有点德行的话，那也还好。就说他毕生可能没什么大的成就，但是最起码他能做个老实

人，做个好人，也就可以了，你不要有太高的指望。但是尽量再去培养他的智慧，多让他修点

文殊菩萨的法门，多让他供点灯，就多去修修智慧吧，多引导他，就只能是这样了。 

  

 第三方面，力量。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有心力，这个很重要。所有成功的人，在各行各

业成功的人，他未必是那个领域最聪明的人，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的心力都很强。他甚至未必有

道德，有的人贪心很重的，有的人甚至好几个老婆，甚至什么样的都有，但是他的心力都很强。

心力不强的人，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很难解决问题，你遇到问题就退缩呀，稍微遇到点困难

就完了，就倒下了，趴下了，这样的人你能成功吗？不可能！什么事情不坚持你都成不了。所

以有时候这个坚持、努力，比聪明还重要。所以你看世界上有一些聪明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你看毛主席，别的不说，毛主席智慧就很高，先不说他打仗、斗争的智慧，他这个人心力

多强。你看彭德怀，你看看这些成大事的人，包括王健林……你不要笑话人家文化不高啊，你

看看王健林的心力非常强，他还当过兵的。你看看玄奘法师，那个心力，死都不怕，你说这样

的人他干什么事不会成？但凡不要太笨的人，他没有大成也有小成，你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心

力也很重要。因为一旦你有智慧，你找对了方向，剩下的就只有坚持。你心力强的人，才能坚

持到底啊，所以他会成功。 

 

所以你看一个孩子，你上来你要看这三点，他是不是一个仁爱之人，他是不是有智慧，他

是不是有力量。你看这三点都比较具足的人，就说明他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如果他这生没过好，或者过得很惨淡，或者成了个罪犯了，或者最后变成个废柴了，那就

是父母的责任，为啥？人家这孩子材料还不错，被你给做废了。本来一个挺好的一块木材，被

你这个生产工艺太差，劈成了一堆废柴，怪谁？怪木头吗？怪你！怪你这个产品经理不成器！

对不对？能怪谁呢？ 

  

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之后，就要去引导他，因材施教。具体怎

么因材施教，咱们改期专门再谈。所以这个才是教育之道，你按照这个来走，慢慢来，你一定

会走出一条路来。而且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不一定要走同样的路。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命运，都有自己的业力，都有自己的因缘，都有自己的使命的，是不是？没有必要强求

一致。但是作为父母来说，先要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认知，然后把这些理念用到孩子

的教育上，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 

  

那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时间关系，稍有点啰唆，请大家见谅啊。从我来说，

我很感慨，为什么来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孩子，但是因为出家的



关系，我就没有孩子，所以一直来说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感情，我就想

把天下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今天，甚至有一些出家人都很鄙视我，说：“哎呀，你

一个出家人，整天讲这些闲话。”但是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点见解带给大家。 

 

那我就先下播了，再见。 

 

 

校稿：不辣小姐，佛祖一直在身后 

复核：媛，Joy 

组长：R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