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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远人，德在人心》

内容概要

当代硕儒、台湾德简书院山长王镇华先生阐述中国文化的精华
.............
编辑推荐
★ 中国文化的核心、主体，就是德跟道。
★ 德是自明、直心、本心、觉知、天良。
★ 道是自然、万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 德道就是自明而自然，就是听从内心的觉知去生活，“用觉知，阅读生命的大书”。
本书是王镇华先生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王镇华先生本是一流的古建筑专家，在大学建筑系任教十
三年后辞去教职，抱着“喝粥”的精神，在1990年创办了徳简书院，发誓要做一个谋道不谋食的君子
，把中国文化传下去。
二十多年的书院生活让他觉得：“文化在我心里面重建复活⋯⋯不管两岸都不想当中国人，我想当中
国人，文化中国，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先传下这么好的文化。”本书是王镇华先生十四次讲座的结集，
是他践行中国文化的心得，读来轻松流畅，又常有振聋发聩之声。他认为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
是为己之学，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生命内涵（成长）。讲中国学问，最不堪的就是刚刚才讲过，回头就
做错。所以，他讲的中国文化不是学术，也不是理论，而是自己身体力行的生活实践心得，是活的文
化。
.............
内容简介
中国人本来活在天然的自明与自然中，却日渐被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消费生活割裂得一塌糊涂，甚至
异化，充满刺激，却虚无一片。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体迷失。现在，处于传统跟现代的分水岭上，最关键的就是中
国之所以为中的“中”——中庸、觉知能不能复活？除了反省、批判，正面的文化扎根工作更为重要
。
本书是作者十四次讲座的结集，从文化传统、当代新文化、生活实践三方面，阐述《周易》、儒释道
等中国文化的精华，比较中西文化；分析社会变迁、现代化、人格发展、礼乐生活、读书方法等至高
至平、至小至大的问题；援引蒙特梭利幼儿教育，研究生命的成长过程；并对许多问题提供了建议：
如何传延中国文化，如何由艺入道，如何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掌握自己的生命、活出中道、活出生命
的光泽，如何实现一个人的完成⋯⋯本书旨在以主体、德跟道，为中国文化招魂，为新文化催生，帮
助中国人完成自我还原，回神立格，重建清明温暖的人间。
书中保留了讲座现场的口语风格，收入了现场的精彩问答，还附有讲纲，方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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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远人，德在人心》

作者简介

王镇华，祖籍江苏武进，镇江出生，童年住在苏州，台湾长大。师承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他本
是一流的古建筑专家，在大学建筑系任教十三年后辞去教职，抱着“喝粥”的精神，在1990年创办了
徳简书院，发誓要做一个谋道不谋食的君子，把中国文化传下去。
自言二十多年来的书院生活，浸润于文化与经典，自己获益长进许多，深深体会实践确是不可少的人
生步法，身体力行真好。
著有：《黄河性情长江行》、《百年中国的反省》、《两岸文化的关怀》、《觉者之路》、《生活里
的智慧》、《明珠在怀》、《有主有体，活得感心》、《中国建筑备忘录》、《跟小元谈中国建筑》
（获“金书奖”）、《书院教育与建筑》（获“金鼎奖”）、《空间母语》（获“金鼎奖”）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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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远人，德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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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远人，德在人心》

章节试读

1、《道不远人，德在人心》的笔记-第1页

        文化不是拿来装饰的，是活在整个大生命里面的要命的事。文化就是感心，是具体的精神生活，
是质的问题——在乎“通达天人，通透现实”。

世界文化的桂冠，应该戴在中国古文明的头上，我们的文化不以宗教的方式，却把天人的关系交代得
清清楚楚。

2、《道不远人，德在人心》的笔记-第3页

        中国的“学”这个字，从来不是为了知识，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命有问题，我们去学问、问学。
中国人的学就是做，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是为己之学，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生命内涵（成长）。
讲中国学问，最不堪的就是刚刚才讲过，回头就做错。

3、《道不远人，德在人心》的笔记-第4页

        中国人做人是直接面对天的。诚实真做，对得起自己、真诚爱自己，天知道。

历史、传统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传延主体，传延德跟道，发挥良知良能，使人人都能在顶天立地中活
得自在。

4、《道不远人，德在人心》的笔记-第1页

        文化就是感心，是具体的精神生活，是质的问题——在乎“通达天人，通透现实”。这样就能看
到：最高的最平，最远的最近。如”自明的觉“与”自然的整体生命“都是生活随时随地补课缺离的
核心观念，它也是生命活化的枢纽。

5、《道不远人，德在人心》的笔记-第2页

        一旦懂得天赋予我们的主跟体、德跟道，自然正本清源，波澜自阔。

德道与主体的核心是明珠在怀、自明。民族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个人的荣辱都系乎——面对自明。

6、《道不远人，德在人心》的笔记-第5页

        在中国，一个君子就是愿意自我完成的人，他最后的一个心态就是谦，“君子所终谓之谦”。他
有尊严，但是他又“卑以自牧”，很谦卑地自己用主体带领自己、教育自己，就像牧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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