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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儿的信》

内容概要

《给女儿的信》由李学江所著，《给女儿的信》的内容如下：
    第一封信
    把哭鼻子的你留在了学校，走出大学校门，我想，毕竟，女儿长大了。回头看看黯然神伤的你的母
亲，心想，我们老了啊。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女儿大了，我们老了。真没有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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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儿的信》

精彩短评

1、挺有趣的 有些小启发。
2、喜欢这样的爸爸和女儿。。有这样一个倾诉着和保护着，真是温暖而踏实，定会茁壮成长成美好
的样子。
3、家风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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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儿的信》

精彩书评

1、写于2012年12月28号  现在读起来  这个爸爸的很多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没事就在看看。—————
—正文——————今天在图书馆翻了三本书，《阿达拉姆》、《遇见小王子》、《给女儿的信》，
说实话，上午看的时候很困，加上第一本《阿达拉姆》讲的是藏族的故事而且里面还有歌剧的形式，
就越看越困。后来索性睡了一会，醒来又看《遇见小王子》，本来就对《小王子》不感兴趣，觉得始
终读不懂里面的大道理，在看这本书就更不喜欢了，总觉得作者吸引不了我。然后就是《给女儿的信
》了。刚开始只是喜欢封面，很简单。看第一篇的时候觉得要看不下去了。可坚持往下看却觉得自己
深深先进去了。这真是一个好爸爸！这真是一本好书！我也发现，也许我前两本书读的那么马虎，很
可能是当时的我的确很浮躁！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就是作者的女儿，也像再和作者面对面
交谈一样。想着这位父亲在电脑前一篇一偏给自己在大学的女儿写信的样子就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这本书给我的震撼太大了，我会一一写在后面的。现在就让我先来谈谈自己的感受。这真是一对让人
羡慕的父女。这个爸爸，每遇到思想的一点灵光，就马上想到写下来与自己的女儿分享。试想如果没
有女儿，他的日子将会增加多少寂寞。不只是少了一个读者，更是少了一个可以谈心可以交流的朋友
。再来看看这个女儿——她是多么幸运，有这样一个可爱的老爸，时时刻刻与自己分享人生的智慧和
经验，也一直坚持和自己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有父如此，女亦何求？有女如此，父亦何求？真真是一
对可爱的父女。不禁想到了我的父母，即使他们都是真真正正的大文盲，却时时刻刻为我提供帮助，
不遗余力的让我多学知识，给我极大的自由和信任，这一点在我同学间真的很不常见，我常常感恩上
帝赐予了我如此明事理的家人，我才得以如此自在的生长。感谢我的父母、我的亲人还有我的朋友，
感谢上帝。我在想怎样写这篇读书笔记。“爸爸”的话视乎每句都很在理，所以我决定现在阅览室里
摘录爸爸的话，然后阅览室闭馆的时候再在外面附上自己的感想。嗯。就这样。2：今天的几点思考
第一：高速路上的问题。于是想到，人生的每一步都要慎重的走好，哪怕走的稍稍慢一些，也要走准
，不然，就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调整，对身心都是一件不利的事情。第二：人在关键的时候是需要领
一下的。有时候要靠书本来领，有时候要靠有智慧的人来领，有时候要靠自己的知识和思考来领。什
么时候你要是能够令别人了，那就进步了。就像艄公一样，渡人自渡，自渡渡人。第三：一个小兵问
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说，听说长征路上非常艰苦，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老兵回答，跟着走啊！
震撼！其实，世上本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路，只要一直往前走！4：你得有个想法，
有个目标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终生受益。找准一个好的目标，确定一生的方向。当然
，目标的确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是一件耗时费神的事，需要时间，但必须要找到。那不是一厢情愿
的事，不是想当然的事，要全面分析自己的品格、性格、天赋、基础及所处的环境，等等，客观地分
析才能准确地定位。一时找不到，也不要着急，只要有那个意识，怀揣那个意识，做好现在的事情。
“君子素其位而行”，也就是说，做什么就要做好什么，在什么位置上就要在这个位置上做好该做的
事情。5：逛逛书店，是另一种心境读书人和别人一样，是有惰性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疲劳——心
里的疲劳，要不人们怎么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需要做的是战胜自己呢。要把一本书读完。我们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学知识，而在于长智慧。把一本书读下去，这样一本一本地读下去，知识便丰富了
，智慧便出来了。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其实一本书里没有多少东西，真正使你受益的，不过是几个
道理，甚至几句话（《道德经》《论语》之类的经典书籍除外），这就是人们说为什么把书读薄了的
道理。道理大多都是相通的。这一本和那一本，更多的是想通，少的是差别。这就是说，为什么读书
多的人能够一目十行地看书的道理。趁着年轻，多读些书吧。7：读书于读人我曾经对你说，其实读
书并不那么难，读进去，书就薄了，而这一本和那一本相比没有什么样的新东西，但这要在你读了很
多书的前提下才能领悟。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知识是想通的，这一门的知识和那一门的知识都有
想通的地方，那么你读起书来就方便多了。读书多了，领悟能力强了，书就薄了。说到读人，这是一
生的事情，但也有技术可言，（一切的艺术首先都是技术，这是基础，需要长期积累和打磨的）掌握
了一些技术，便使你对人、对事多一层的理解。其实和读书一样，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没有多少差别，
可以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同小异，而人与人的不同却在这小异上，甚至生圣人和凡人的区别也
在这小异上。8：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启示我想到了你常常说的话，一些人连基本的礼节、道理都不懂
，说起来让人很生气，听了这个故事，你就不会生气了，那些人只活了三季——人称三季人，怎么能
懂那么多的道理呢？这便是庄子说的，“夏虫不可语于冰。”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意识
也不要太强了，如果总是想到三季人，那就更危险了，那样你便会固步自封、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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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儿的信》

看人家都不是好人了，限制了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心里有一个数，自己做自己的便是了。9：聆听，
是美德，也是享受聆听，是真心地去听。（要读读繁体字，可以说繁体字体现了我们祖先的心智，代
表了传统的文化）当然，不是每个人的话都值得去聆听。但如果自己有分辨，有心智，听什么都是可
以受益的，首先要学会听，进而学会聆听。聆听，也是一种享受。每每听到一个好词或者一句好话，
往往内心都会为之一振，这便是一种享受。孩子！可以说，学会聆听，受益终生！10：请举例说明能
够举例说明才是真正的懂了。以后，你就试着这样学习，那就是学到什么东西，先问一个为什么，然
后再去举例说明，那便是把理论与实践融到一起了，把知识融会贯通了。11：关于反思的反思先反思
，在总结，最后要行动！制定好的目标，现在就开始行动！知不是目的，行才是根本，光知不行，坐
着喊，和不知没有什么两样。12：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静下来。记得我对你说过，改变不了
环境，就要先适应环境，然后在试图改变它，哪怕不能从内心深处接受，也要暂时试着适应它，这样
才能静下来，进行思考。生活如你在师大的这段时间，静下来，慢慢就适应了，慢慢就理清了头绪，
这是浊以静之徐清；再者，后来呢，生活本来就很平淡的，甚至可能无味，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从内心
里确立一个愿景。有了想法了，有了目标了，生活就有了方向，心里就有劲头了。那么，动起来了，
就生长，就生机勃勃了，让生命鼓起风帆，让生命绽放光彩。治理国家也是这样的啊，慢慢来，慢慢
让那水静下来，就清了，正本清源。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就不容易了，或者是说别人好
说，自己做就难了。谁都有可能犯这毛病，但只要能够意识到，就好。其实，我找的也不算是捷径，
一是思考和觉悟，一是联系与比较。边学边思边悟，这不是新的方法，谁都会说，但要知道，不是谁
都会做的；普遍联系，积极比较，这是规律，但也是谁都会说却不是谁都会做的，力行才是根本。比
如把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人类是想通的，或是殊途同归的，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于是渐渐就打通了。记住“打通”这个词，钱钟书就是这样的治学方式，他提倡
把古今打通，把中西打通。打通了，一切都豁然开朗。但真的就是豁然开朗了吗？苏格拉底说，我就
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这就是越学越发现自己无知的道理所在。那么，我们就不学习了吗？不是的，
人类还是要学习，要好好开发自己，尽量使自己知道的更多一些，因为人类要生存，要更好的生存
。13：要时时修正自己多读书，这一点自不必说，我说过，你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要坚持一本书一本
书地读下去，读完一本，你就会想读下一本，你就会喜欢读书，书读的多了，人便开朗了。思考，读
书是要思考的。在读书的同时思考，在思考的同时读书，把思考和读书同步进行，才能把知识化成自
己的，融进自己的生命，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思想。反思。行动。14：打开和延伸——从舞
蹈说开去没有应酬的时候，晚上，我总是在看书，坐下来，看着书，就静下来了。有时候也会用惰性
，但我对自己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有所收获，于是就坐下来了。让自己在读书中快乐起来，就是一次
战胜了自己。我们要时时战胜自己。罗曼罗兰花了十年的功夫写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在书后面
的一首诗中，他这样说：苦干了十年，对抗着自己。如果不是把自己当做敌人，我们怎能胜利！要想
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时时对抗自己。15：书非借不能读也？其实，古时候，真正的读书人，大多还
是富贵家（我想说其实现在也是）。只是因为他们富且贵，人们便不去颂扬，专找些贫而好读书的人
来树榜样而已。进而往里面怀疑，这里边有着人们普遍的仇富心理、嫉妒心理，难道为富就不仁？我
前天给你寄了一本《培根论人生》。这本书，再加上《蒙田随笔》《帕斯卡尔思想录》被成为世界三
大随笔。⋯⋯读些外国人的书，可以试着改变一下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更符合规
律。因为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中西方文化也是不同的，但我一直认为，这二者是殊途同
归的。西方人向外探求，主张张扬自我，而中国人呢，也向外，不如孔子的思想。也向内，比如老子
的思想。而且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在向外的同时也向内，或者时不时地返照内心，寻找安宁。有时候
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也。我们看了西方的思想以后，就会发现，人家也在寻找，而且走得很远。当然
我们也走得很远，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大家相遇了——这就是我说的殊途同归。比如，大家所关注
的，都是生命，是心灵。而且都是相近的，比如人心向善这一判断，老子、孔子，还是释迦牟尼，都
一样。所以让你读一读外国人的书，品味一下外国人的思维和思想，这样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进而
打开自己的内心。任何事物，有比较才会有发现。对，关键是学会比较。试着打通，打通古今，打通
中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大雾天，我们一下子看不到前面，但是，只要定神看去，那雾
就会慢慢地散去，前面也就渐渐地清晰了。16：学会欣赏要学会欣赏，欣赏不仅仅是一个动作，一种
习惯，更是一种品格，一种美德。欣赏的反面是挑剔。一些人，而且不在少数的人，遇到一个人，遇
到一件事，首先是挑剔，有的人甚至很刻薄。这种习惯实在不好，或者说是埋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恶习
。我们说，要做一个大气的人，那么，，首先就是要学会欣赏别人。欣赏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个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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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儿的信》

人更可怕，就是，嫉妒！嫉妒，是埋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毒素。以后再说。17：不求甚解是一种境界好
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我们要追求真理，但我们却较不得真儿，要追求恰到好处。为什么
较不得真，因为逼近真相的时候，就可怕了。比如，对人性本质的争论，首先是想到到此为止，继而
又想，人心向善，对，人心向善，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的理由，也是人类社会为什么要存在的理由
。进而，我要对你说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不要企图逼近真相。所谓真，达不到，也只能是逼近。
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根本就做不到，说都做不到，但它提倡的是一种境界，是一种
人人都可以追求、人人都追求不到的境界。达不到还说它做什么呢？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目标，还有
方向吗？还有意义吗？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会让人大气起来的。理解别人也是要不求甚解的。再
说一句逼近真相的话，如果完全较真，一个朋友都不会有。还得强调一句，要思考，要深入地思考，
只是到了该不求甚解的时候才可以不求甚解。18：强行者有志强行的强字，有一定程度的勉强的意思
，更确切一点就是坚持。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初，往往有一定的畏难情绪，因为有苦难，也会产生退
缩心理，于是坚持就是难能可贵的。要强迫自己坚持下去，做下去，终究能够做成。小的方面，比如
看一本书，我们要坚持把这本书看完，告诉自己一定要看完。大的方面如人生的理想、目标，只要定
了目标，就要去做，就要坚持，就要强行。我常常说，如果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没有不出成就的。
只是人的想法太多，欲望太多，大多人都做不到而已。记住这句话：强行者有志。19：变则通，通则
久你留言中说，女孩子的嫉妒心往往会遮盖欣赏的目光。真悲哀！嫉妒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有一点我
们必须注意，要时时与自己的嫉妒心作斗争！摒弃了嫉妒之心的人是多么阳光、多么大气啊，我们要
做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少生嫉妒，那就是减少欲望。变则通，通则久。由此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一要知道什么食物都有变化（易经的易字就是变化的意思）；二是要主动寻求变化；三
要找到变化的规律，四是要遵循变化的规律。20：四七二十七的启示干什么都要看具体的现象、具体
的环境，对于一个只知道四七二十七的人，再和他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就该挨板子了。契诃夫说，
智慧的人不需要教育他们，智慧的人只需要发明电灯、电话、火车，让他们享受，这就够了。但是切
记，这里面都包含了一种意思，就是讲故事的人似乎是一个聪明的人，或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再说的
直白一点，讲故事的人都有一点自以为是的感觉。我们有时候确实没必要和一些不懂得道理的人争论
什么，但自以为是的感觉太强，却也不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四七二十七，但人家说对了，我们向
人家学习就是了。干什么都要把握一个度，就好了。21：心有灵犀是一种幸福其实想开了就知道了，
上体育课真的没有逞能的必要的，能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相信你以后会注意着一点，这不
仅仅是上体育课的问题，也是一个人内心修炼的问题（这个“爸爸”总是能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内心
的那点小心思）。22：顺其自然是一种最大气的大气想起了那一年的元旦。你们联欢晚会之后，包饺
子。包了饺子到学校的食堂去煮。那天，刚好是你和另外两个男生值日。全班同学都去煮饺子了，你
们收拾残局。拖了地，你去倒垃圾，回来的时候，门被锁上了。可能是另一个男生吃饺子心切吧，把
你和另一个男生的羽绒服锁在了教室里。你看了看那个男生，说，你等着，我去拿钥匙。男生没有说
他去拿，你就去了，大冷天的穿着毛衣。拿回钥匙，穿上了羽绒服，你和那个男生到了食堂，拿过碗
去吃饺子，盆里空荡荡的，只有饺子汤了，一个饺子都没有。那个男生气急之下，把手中的碗狠狠地
摔到了地上。你呢，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盆里已经没有饺子了，你还端着那个碗不放下，有什么用
呢？有时候放下是不得意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事情，再放下里面包含着一种心态。一种
处事方式，甚至是一种胸怀，一种大气。那年元旦，我就对你妈妈说，这孩子这事处理的大气。顺其
自然就是一种最大气的大气。23：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我们读书，尤其是读古人的书或外国人的
书，还没有读就觉得人家高深，于是以为每一句话都会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其实这是读书的一个误区
。读书确实要思考的，但也要把自己放平，和作者平等的去交流，才能读懂作者的心思。有时候我们
之所以觉得自己渺小，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仰视别人。比如《论语》，放平了去看，那上面都是些大实
话，很浅显，有时还很幽默。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想不到，想不好，想不开，只是因为被什么束缚着，
解不开，就缺那一点点的悟性，点拨，缺那么一闪念。只要那一念闪过，便豁然开朗，灯也是火，什
么地方都可以歇脚，风景就是风景，圣人也是凡人。24：说说我的三句读书名言第一句，读书是一个
人一生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句，知识使人厚重，思考使人深刻。第三句，寻找心灵的宁静，涵养人生
的气象。现代社会，人心浮躁，浮躁的如一个无边的闹市。如果能够静下来读书和思考，是多么难能
可贵啊。要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给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不容易也
要做。要想丰富自己，只有这么做。人生的气象也是靠深度来涵养的，有了气象压都压不住。又想起
了曹操扮侍卫的故事，这个故事你知道的，就不说了。如何涵养，要积累，要思考，要修炼。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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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一刻也不能放松。25：精神到处文章老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怎么想到这两句
呢？最近在进行年末干部考核，这活儿很累，累在心，关键是的面对一个一个的人，同他们谈话，请
他们谈工作、谈情况，而人家又大多不愿意多说。在一个单位，同时遇到了两样人。两个人，两种心
态，给了我一种启发——还是要心平气和，不管现实如何。我们写文章，精神用到了，文章就老练、
老到，精神用不进去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那精神，文章也没有什么看头，自己的精神体现在文章的精
神里面，或者自己的精神从文章中散发出来，就像自己的内心从谈话中渗透出来一样。读你的文章，
就是在品读你这个人的思想、修为、修养，你内在的所思所想。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么，让自己
深刻起来，大气起来。26：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什么问题一上升到哲学层面，便没有了答案。若是搞
文学的，更是不要急着去找答案，只要抓住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哪怕只是一种恍惚的感觉，便够了。
文学就是一种感觉的传递。好了，说说王蒙的书吧。《王蒙文学十讲》里说到语言，王蒙说，我给大
家说一段英文奇文，原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答记者问，记者问他伊拉克到底有没有杀伤性武
器，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一些事
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其实是
我们不知道那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个滑头玩了一段文字游戏，却玩到
了哲学层面上了，表达了人类认识论上的困境。正如苏格拉底说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不仅仅是困境，其实也是人类的无奈，甚至悲哀。但我们就不去知道了吗？我们还是要知道，在我
们求知的时候，我们要只看到我们已经知道了知识，要只看到我们前面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
，我们就有力量了，我们就有信心了。这便是积极的人生。27：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这是泰戈
尔的两句诗：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长久的练习。做什么事，都要先从
基础学起，而且反复地练习那个基础，等到了十分熟练的程度，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才好。这里面
说到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接触到什么东西，不要一下子就像它的高深，先让自己小起来，要
走从最简单的地方去看，其实什么都很简单，如此而已。练习书法，基本功是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
的。而音乐和舞蹈的那些最简单的东西，往往也是需要学习时间最长的。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长久
的练习。又联想到文学。文学的语言是一个基本功，看一个作家是否成熟，往往读上几百字，便可知
晓。比如沈从文，比如贾平凹，比如刘庆邦，看几行便知道。我认为，文学的语言要从这几样几个方
面说起，首先是流畅，或者说白了，就是顺畅、通顺，把话说明白；再者呢，在流畅的语言里面要体
现出你要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情感，你的情绪，要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哪怕只是微妙地体
现，不露声色。不露声色并不是没有，大概可以说成是对读者潜意思的调动；第三呢，要出彩儿，写
着写着，就要有点彩儿出来，让读者会心，与读者沟通。但这可不是简单地东西，弄不好会让人感觉
耍小聪明，那就是弄巧成拙，不如老老实实地做。要顺其自然，于平淡中出奇，看似平常最奇崛。最
后呢，要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自己的风格，比如沈从文、贾平凹、刘庆邦，那风格就是他们自己的
。单单是语言就有这么多讲究，文学多么地不容易！语言的修炼，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而顺畅是
基本的基本。在求学的路上，在生活的路上，我们要切记的，就是，脚踏实地，再脚踏实地；循序渐
进，再循序渐进！28：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也常常想这样的问题，人是要有思想的，但思想还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思维模式。 29：快乐在当下的悖论这封信我觉得父亲误会女儿的意思了
。女儿说活在当下，快乐在当下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及时行乐，行那些没有意义的乐。我觉得女儿的
快乐在当下肯定也是在说，把握好现在，好好努力，好好奋斗，这就是女儿的“乐”。无论如何，乐
在当下，就是在当下好好努力，积极进步！30：感悟老子——自然之道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有知识
有修养的合格的中国人，不能不学习传统文化。任何学问，只要你走进去，就会豁然开朗，原来这东
西很简单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要想学习传统文化，首先必须破除畏难情绪。老子说，“希言自
然”。“希言”，少说话；“自然”，顺其自然。我二十多年前说过这样一句话，顺其自然便是符合
规律的，符合规律的，便是合理的。现在看起来，这句话依然正确。我们之所以为表象所迷惑，我们
之所以时常感到不平衡，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顺其自然地看待问题
，不能顺其自然地处理问题。顺其自然了，我们就会少一些烦恼，多一些轻松与快乐。如果在恍惚一
点，更是妙不可言。天道自然，人道也自然。31：感悟老子——修身之道《大学》中有一句话：“自
天子以至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们给自己立了很高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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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可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半途而废，原因就在于不能战胜自己。如果我们
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我们就可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果我们能战胜自己的懒惰，我们就可能
取得更大的成功。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以上这些
，都是修身的道理，我们应该慢慢体会。32：感悟老子——处世之道向水学习。唯其不争，故无人能
与其争。我们要去做，要努力去做，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不问，只要埋
头耕耘，自然就会有收获。脚踏实地。天下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之难事，必做于易。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功成身退，功成弗居。人生三宝。“我有三
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33：感悟老子——治国之道治大邦若烹小鲜
。为无为，则天下治。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那水本来是浑浊的，你让它静下
来，然后慢慢地澄清；那车轮本来在那里没有动，你慢慢地拨动，让它慢慢地运动起来。纵观历史，
我们看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等，那种想一下子解决问题的想法是天真的。这才是中
国式的智慧。34：感悟《论语》——学习与思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细细品味，认真实践，会一辈子受益的。孔子说：“吾十又
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人
问：我就是不喜欢学习，学习一点也不快乐，怎么办？你再反思一下自己，打麻将的兴趣是天生就有
的吗？学习是要有主动性的，主动的去学习，时间长了，就会感兴趣，就会以此为快乐。35：感悟《
论语》——孝顺与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6：感悟《论语》——反思与超越我们在反省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不考虑我们做得怎样，而是在想，我们得到了多少，谁
对我们不好，社会对我们有什么不公。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明智的人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用一天的时间反省自己，你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的为人处事到底有什
么问题，或者你在学习上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如果认真反省了，你一定会有收获。不断反省、不断自
知、不断超越。37：感悟论语——君子与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的内心是坦荡的，表现
在外便是端庄、凝神、大气、泰然自若。君子不争。唯其不争，故无人能与之争。这里的不争并不是
很狡猾，不争而能得到，规律使然，天道使然也。38：人有多大，书有多大这句话就是说，人有多厚
重，你说出来的书才能有多厚重。不单单是艺术，做人也是这样。人有多大，事有多大。要想此生做
得好，要想此生成就一番事业，就要让自己“大”起来，厚重起来。39：感悟《论语》——真诚与诚
信我们确实要真诚，但我们必须要能够辨别不真诚。对于不真诚的人，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不要理睬
就是了。40：感悟《论语》——慎独与中庸《中庸》里有一句重要的话：“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
君子慎其独也。”中庸是一种境界。就像恰到好处是一种境界一样。即使做不到，但我们首先应该提
倡，就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1：试着找出他的反面事、物皆有他的反面，只是我们没有凡事都从反
面去想的意识，我们要培养这样的意识，要让自己主动去做，做久了，就形成了习惯，形成了习惯，
就走进了生命，走进了生命，就变成了意识，那么，这意识就伴随终生了。形成意识，就不用有意识
去做了，因为到那时，这样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就是我说的，要培养一种好的思维方式，是终身
受益的。42：事事物物是可以相通的把握了想通只是初步的修炼，是一种把握事物的方法，钱钟书的
治学方法——打通，才是高境界。打通中外、打通古今，天地精神皆备于我，那是人生之大通也！慢
慢来！43：再说强行者志先说说孤独。其实人的一生中，孤独是无时不在的，只是有时你没感觉，有
时呢，孤独就来了。知道这一点，孤独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静下来
想一想，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这个学期以来做得怎么样，上大学以来做得怎么样，认真梳理一下，
学到了什么，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等等，这就是反思。要利用好孤独。当你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恰恰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恰恰是心绪不宁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恰恰是你心烦意乱的时候。总结一下，当你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恰恰是你心性浮躁的时候，当你感觉
到孤独的时候，恰恰是没有把精力用在你追求的目标上。人是要有一个目标的，而且如果朝着那个目
标一直努力，那么就不会感到孤独了，至少，不会特别孤独。好了，这就引出了那句话，强行者有志
。强怕自己去努力。人是有惰性的，那惰性无时不在，要战胜惰性，就要强行；人的思想是容易波动
的，那波动也无时不在，要在一次次波动后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也需要强行；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是会有阻力的，那阻力无时不在，如逆水行舟，于是需要强行。要做到一如既往，一往无前，向着一
个目标百折不回，就必须强行。强行是一个大过程，也是一个小过程。大过程是人一生的努力，小的
过程呢，就是把握好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你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强迫自己坐下来，静下来，看看
书，思考一些问题。静下来了（虽然一开始有些勉强，有些坐不住），慢慢地，你就会感觉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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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个的小过程组成一个大过程，一次一次的战胜自己，一次一次的取得胜利，那就成全了一生
的大胜利。孩子，去强行！！44：从赵本山的小品中说文化含量存在即合理。所以，当我们接触到一
件事，看到一件事物，不要轻易地发表意见，下结论，要等一等，看一看，分析一下，最后得出自己
的判断。《昨天今天明天》中最后一句话，来前儿的火车票谁报？乍一看是开了个玩笑，其实这里边
有一个朴素的思维，那就是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不管过去如何，不管现在如何，也不管对未来怎样
畅想，眼前要解决的问题是最现实的问题。流行的就是有理由的，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回到开头，
一个人的内涵是否厚重，几句话就可以体现出来，要不人们怎么说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呢。又想到我
对气质的理解，在内为质，在外为气，质不高，则气不扬。那么，就要注意，时时不忘了修炼自己，
提升综合素质，丰富知识面，养成好的品格。怎么办，积累，积累，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厚重。46：
再谈交朋友我们没有义务教育每个人。心计太多的人，凡事都用心计，而每每用了心计，人们便看得
出来，就算一时看不出来，过后，或下一次，也能看得出来。你对朋友的感觉，就是朋友对你的感觉
。还是那句话，对待有些人，我们没有教育的义务，不理就是了。待之以真心，行之以有理，拒之以
有度。47：谈谈休息力休息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人失眠，往往是多思多虑造成的，这且不多说，就
是不失眠，有的人也休息不好，那种休息不好潜在于他的内心，一般不外露，只有自己知道，那便是
心理上的垢。我们的心理也要随时休息，随时调整。最简单的，突然有人说了一句话，你感到对你有
一些伤害，但不要挂在心上，你若放不下，你就会心里不舒服，你一旦放下了，便轻松了，这便是休
息了。48：读书本身就是智慧从今天起，让我们谈谈读书吧。（联合国都为读书设定了一个节日，既
然这位爸爸不知疲倦的告诫自己的女儿趁年轻多读书吧，那我想读书定不会是有害的。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读书，但就是觉得要读书。好吧，管他呢，谁知道未来会怎样，既然读书无害，我又有这么
强的读书的欲望，那就去读吧。谁说一定要有意义呢？也许我只是想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女生罢了，读
几本书，交几个朋友，简简单单地度过这一生。）50：读书的需要好的思维方式。全面、客观、多角
度的去看问题。垫底儿的重要。垫底儿，就是打基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基础厚不厚，几句话
就看得出来。就像一篇小说，读了前面几句话，我们就知道作者的功力如何。说几句话我们就能发现
这个人有多沉。那怎么办，没有好的办法，只有读书，垫好底儿。我对你说过，上小学、中学乃至大
学，都无非是为今后的学习打上一个基础，真正的学习在工作以后。兴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培养良
好的兴趣很重要。51：把身体调匀，把精神调匀首先是身体的调匀。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中医方面的书
籍，也是从侧面学学中国传统文化。其次是把精神调匀。精神的和谐主要是两个方面：平和，积极。
平和，就是静一点，心态放平。积极呢，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昨天看《遇见小王
子》里面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重要，是因为有人觉得我们重要。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我想其实是真
的，我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某些人把我们变得特别。所以，真的觉得事事物物都是相通的，人和人
之间也有好多相通之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了，就写下来了），近的目标和远的目标，有了目
标，就要有为之奋斗的行动，坚韧不拔，不遗余力。近的目标选好以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去做，
完成一个小目标，就是向那个大目标迈进了一步，就像登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去，一抬头，
那个大目标就在眼前了。多好，豁然开朗，海阔天空，精神的高峰体验。这便是积极的人生！52：家
长里短显精神每每提到亡国之君，无不用这样一个词：骄奢淫逸。这四个字都与不俭有关：骄，膨胀
，内心是不俭的；奢，奢侈，生活是不俭的；淫，漫乱，心性是不俭的；逸，放纵，行为是不俭的。
我多次对你提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有时候形式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内容。俭，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
过程，由形式到内容的过程。往里面说，是一种少私寡欲的精神境界。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境界，你
会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从容不迫。人要时时在这纷繁的世界中给自己辟出一块清静之地，好好修行
的。53：读书的心到读书时记笔记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读书时要产生自己的思想。思想的产生不是强
行的，甚至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在读书的过程中，心里要有那么一种意识，一种潜在的意识。54：
从张悟本现象说开去这个现象交给我们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首先，一事当前，首先要冷静，进而分
析。人人都是有自己的头脑的，这个头脑到了用的时候得主动去用，用得多了，就灵了。其次，要从
正反面去看问题。第三，大多数人一哄而起的东西，要么已经过时了，要么有问题。比如流行服装，
当它全方位流行的时候，也是它过时的时候。5：养成从容的风度孩子，一个人的风度是从一点一滴
体现的，也是由一点一滴养成的。正因为是由一点一滴养成的，所以才是从一点一滴体现的。而一种
从容的、温文尔雅的风度的养成，也实在是不容易的，非多年的内外兼修无法达到。我们先从小事说
起。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56：拾起零碎的时间《匆匆》57：包抄和统领——探讨一种
学习方式如何包抄？先从最基本的看起，也就说先从通俗的看起，甚至可以东一下西一下地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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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或是人们对《论语》的解读，看得累了，换一换，看看《道德经》，然后呢，再看看现代
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看着看着，你会渐渐发现，原来这本书上说的，在那一本书上也可以找到
，到了这时候，传统文化的大门就已经慢慢向你打开了。不要忙，接着往下看，找来更多大师的东西
，一本一本地看，看着看着，你慢慢地觉得，到时候了，就会有一种全面学习、全面把握的欲望，于
是，把传统文化的经典搬来，从头学起，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掌握了很多知识，再读每一本经典
原著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些话语，这个道理，我懂，甚至有一种和古圣先贤心灵相通的感觉，于
是学习兴趣大增，很快，你就能够把握传统文化了。如何统领？我的想法是找到传统文化精神的关键
词，也就是说最基本的精神，以此为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中国传统文化穿起来，然后，从头学起，《
易经》《诗经》《老子》《庄子》，程朱理学，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阳明，钱穆，梁漱溟，方东
美等。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58：筷子上的阴阳之道《
易经》59：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道先后方可知道自己的位置。比如工作和生活，你做着一份工作，
你就应该知道你这份工作在整体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找好了位置才能看清各个环节，才能做
好你这个环节的事。60：支持大学生村官面试的几点感想第三，竞争是残酷的。最根本的，还是在于
我们的实力，实力在身，不会次次运气不好吧？机会再来，不怕运气不好！所以面对未来的竞争，最
重要的还是要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强大自己！61：浮躁是生命中最顽固的敌人由于浮躁，你会不时
地感到无所事事，甚至无聊，进而便浪费了大把大把的时光。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在某一个时刻，
绝对不知道做什么，什么都不想做，无聊极了，这便是浮躁袭来了。由于浮躁，你会对一些事情或事
物浅尝辄止，进而不能走的更远更深。比如看一本书，我们常常是把书读到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
就放下了，再也不去看它，其实，好多有用的东西还在后头呢，你得到的只是萝卜苗，那萝卜落在了
后面。不要让思想陷进惰性。在细节处不要浮躁，因为我们要做好每一件事。62：整体而交错地把握
事物63：从人类认识自己，由自己推及人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4：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真正做
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容易，那要靠学识，靠品行，靠气象来支撑，靠永不停止的修炼来成就。那是怎
样一种气象啊，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透露着良好的修养，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韵，那样的气韵即使穿
了乞丐的衣服也遮不住，那是真的美，是大气象。65：思想的曲线“如果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形成习
惯，习惯养成性格，性格改变命运的话，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思想深处有无曲线的区别，可就
让命运的区别大了去了。”——周显欣66：简单地生活生活本来就是简单的，只是人为地把它复杂化
了；人心本来而且应该很简单，只是人为地把它搞复杂了。每一步都没有刻意为之，但一步一步就过
来了。就这么简单。刚刚成家的时候没有房子住，那就租房子，也没觉得有多苦，再后来有了房子，
不大的，也没有什么，再后来呢，房子大了一点，有了自己的书房了，感到很满足。就这么简单。内
心里，要静下来，净下来。想起了老子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
而无不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67：在否定中成熟68：感觉的世界那么如何找到感觉呢？还
是那句话，积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厚积薄发，就是如此。让自己厚重起
来，再厚重。我们一起练书法，你知道的，我们常常是一个笔画反复地练，写上几十次，你会发现，
第二十次写的那一笔，明显要比第一次写得好看多了。再往下说，我们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
，那就必须是一辈子的修炼才成。69：从细微处修正自己70：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自己不要先入为主
的看问题。71：那些看不见的痕迹在张家界的溶洞里，我看见了多年水滴而形成的又高又细的石笋—
—“定海神针”，洞穴学家推算它至少需要近二十万年才能长到今天这样高。带有矿物质的水一滴一
滴地滴下去，水里的矿物质一点一点地留在石笋上，石笋长高了，当我们看那些小的石笋的时候，发
现水还在一滴一滴地滴着，根本看不见石笋的变化。当时我就想，知识、修养、生活、生命都是一滴
一滴地滴成的，而我们根本看不见。昨天听一个讲座，老师说，生气、发火，那气、那火就会在你的
生命里留下痕迹，久而久之，就会生病。⋯⋯读书的痕迹就是知识的积累。知识的积累是智慧的萌生
。言行的痕迹是人格的形成。72：风吹哪页读哪页（这篇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爸爸的观点。我觉得读书
本来就是一种兴趣爱好，没必要每次都正襟危坐。而且既然是兴趣爱好，那自然是以人的快乐为出发
点，那读书的姿势也应该是自由的，不必要那么规规矩矩。所以，我很支持“风吹哪页读哪页”的观
点，这才是从容不迫的读书的姿态嘛！）77：藏天下于天下78：永远的言不由衷弘一大师说：有才而
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是大智。无事时戒一偷字，有事时戒一乱字。80：无处不在的假象这个
世界时时处处充盈着假象，而我们却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人。81：一颗琐碎的心能走多远一个人的
琐碎自然写在脸上，一个人的大气也写在脸上。如果不被理解，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如果没有被
发现，那是因为自己的准备不足；如果没有成功，那是因为自己的功夫不到。从自身寻找原因，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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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琐碎。不怨天不尤人，就摒弃了琐碎。一个总是喜欢抱怨着的人，是一个及其琐碎的人，这样的
人是一个极其不讨人喜欢的人，也是一个绝对成不了大气的人。一点点，一天天地摒除琐碎，正是我
们修行的目的。摒弃了琐碎，你就会从大处着眼，有一个大目标，路便越走越宽，人生也轻松而光彩
。82：当有所不为我们说要有所为，这很重要，但要做到有所不为，这同样重要。无所不为结果便是
一无所为。人生有限，精力有限，要学会选择，学会舍弃，学会拒绝。83：激活大脑，培养想象力“
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的信心。当1919年日食证明了
我的推测，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是会非常惊讶。想象力远比知识更重要，因
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爱因斯坦85：没有捷径可走又想起了泰戈尔的那句诗：离你
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长久的练习。艺术也是这样。我学习书法多年，到如
今才悟到一个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理论，所谓的技巧，都是人们总结出来的，但一经总结出
来，便具有神秘色彩，也就是说，高高在上了，而那东西却只是在平时的学习和创作中。比如执笔，
为什么这样而不能那样，比如古人说的握笔用力，有人在后面拔都拔不动。其实，这些话都是害人的
，艺术一旦有了规定，那便死去了。为什么要那样握笔，因为不这样你就写不好，这才是基本的规律
！就这么简单！干什么都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86：思想的产生要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首先得突破这三点：思维的惰性。思维的惯性。概念的束缚。如何产生自己的思想呢？胡适先生这样
告诉我们：第一步，先从问题入手。要研究问题，提出问题（注意顺序），然后再研究问题，把问题
的前后左右都研究到。第二步，寻找解决方法。第三步，形成独到思想。爸爸的话写完了，自己的那
点感悟就不想写了。好了，就好好努力，做个听爸爸的话的好孩子就行啦！多看书、多思考，让自己
活得更好玩一点，而不是做个读书的机器。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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