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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前言

　　国学与我们同在　　毛佩珂　　国学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
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
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
乐方式的各种学问。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
，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上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
的过程。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
土而兴起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随着时间推移和学
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　　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但这些理论
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
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近代以来，西风劲吹。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
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
的“国故”。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
学、因明学；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它们当然也是国学的一部分。因此，
国学又是开放的、随时代而进步的。那么，当今我们研究、振兴国学，不允许也不应该倒退，不允许
也不应该僵化。　　然而，国学又是与西学明显区分的。国学是西学的对应物，是与西学完全不同的
学术体系。在近代，西学挟船坚炮利强势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还视自我，对于中国固有之学问出现
了中学、国故学、国粹、国学这样的名称。面对帝国主义的强大，中国人自愧不如，一方面拼命学习
引进西学，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地贬低、抛弃国学。虽然也有一些人，如张之洞为保护中华文化之根本
，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胡适，提出“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建立民族自信心
”，但其声音终被时代所淹没。国学一再被严重曲解和轻视，以致造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断裂。也
许，这一历史过程是必然的。但回顾过去，中国在走向独立富强的过程中，国学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
大、太惨重了。　　新中国成立，饱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此站立了起来，民族自信心大大加强，但没有
能够及时认识到国学在新时代的重要性，甚至仅存的一点点国学遗产也进一步成为被抛弃的对象。在
全面批判全盘西化的同时，却走向全面西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走向富强的国人终于猛醒，保护
和振兴国学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必然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伟
大的民族文化。中国人，从学术界到普通百姓，都在重新发现国学的现代价值。同时，在走向全球化
的进程中，，东西方各国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学问，中国的一切都在被重新评价。中国不仅为
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而且，中国也面临着以优秀的中华文化向全人类贡
献智慧的责任和机会。　　那么，这套国学丛书编纂就是可喜的，编纂者的初衷和努力就是可敬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发挥点滴作用，如同涓涓细流与千百万有志者的努力一道汇成大潮，去迎接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Page 2



《了凡四训》

内容概要

《了凡四训(插图本)》编定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共收中华典籍3461种。如此浩瀚典籍仅分经（儒家经
典）、史（各类史书）、子（百家著述）、集（名家诗文）四类。其后《四库》之名既具有中华经典
集成的寓意，同时也具有古代图书分类的含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经典所蕴含的智慧，越来越为
世人瞩目。丛书策划者为了消除今人阅读古代文言经典的艰涩，力求使用时人容易读懂的版画图示和
读解心得的方式，让读者充分汲取古人成功的养分，使圣贤的智慧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丛书得
名《家藏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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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书籍目录

阅读指南国学与我们同在编者的话了凡四训第一训 立命之学第二训 改过之法第三训 积善之方第四训 
谦德之效袁了凡居士传云谷先大师传云谷禅师授袁了凡功过格安上全书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万善
先资集欲海回狂西归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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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章节摘录

　　第一训　立命之学　　原文　　余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
一艺以成名，尔父夙心也。　　译文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要我放弃学业，不要去考
功名，改学医，并且说：学医可以赚钱养活家人，也可以救济别人。并且医术学得精，可以成为名医
博得声名，这是你父亲一向的心愿。　　浅释　　了凡先生自己叙述，从小父亲就过世，母亲叫他放
弃“举业”。举业是读书求学从政，“弃举业学医”也就是放弃做官去学医。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读书求学目的是从政，放弃读书，就是放弃从政的行业。“学医”可以养生，自己有一技之长，将
来可以凭行医谋生，所以这里的“生”是指生活。同时又可以救人，“济”就是救济别人，遗是很好
的行业。　　人生选择行业是很重要的。从前教书的先生，学生接受他的授教，没有规定学费多少，
而是随便供给的。家里富裕的人就多送些，贫穷的人就少送些，只要至诚恭敬的表达尊师重道的心，
学费的多寡不是很重要的。医生也是如此，只要尽心尽力地为人治病，至于报酬就随各人的心意，因
为他是以救人为目的的。所以在过去的社会里，教师和医生普遍地受到人们的尊重，道理就在于此。
　　“且习一艺以成名”，这个“艺”就是技艺。技艺如果专精，就可以成为一个名医博得声名。“
尔父夙心也”，母亲告诉他，这是你父亲的愿望，于是，了凡先生就放下做官的念头，来学医。　　
原文　　后余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髯伟貌，飘飘若仙，余敬礼之。语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
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余告以故，并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数正
传。数该传汝。”余引之归，告母，母曰：“善待之，试其数。”纤悉皆验。　　译文　　后来我在
慈云寺，碰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脸长须，看起来飘然若仙，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这位老
人向我说：“你是官场中的人，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并考中秀才了，为何不读书呢？”我就把母
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他。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是那里人，家住何处，老人回答我说：
“我姓孔，是云南人，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皇极数，我得到他的真传。照注定的数来讲，我应该
把这个皇极数传给你。”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到我家，并将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要我好好的待他
。并且说：“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数的道理，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试试看，究竟灵不灵。”结果孔
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都非常的灵验。　　浅释　　这一段是叙述他改变命运的机
缘。内容描述在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这个老人“修髯伟貌”，“髯”是胡须，从面颊两边垂下的叫
“髯”，在下巴底下，嘴两边的叫“须”。这个人胡须很长，相貌庄严，个子高大，看起来不是一个
凡人，所以叫“飘飘若仙”。老人仙风道骨，潇洒出众，没有一点俗气的样子，所以袁先生对他非常
敬重。　　老人告诉了凡：“你是将来要从政的人。”“子”是对人的尊称，“仕”是做官。“仕路
”就是官场，像现在的政治界一样的意思。“明年即进学”，因为老人会看相，就叫他赶快去进学。
“进学”，从前国家用人，都要经由考试来选拔人才，如果考上了秀才，就会派到县立的学校读书，
所以叫做进学。老人说：“你是从政之人，为何不赶快读书呢？”“余告以故”，了凡就把母亲所说
其先父希望他学医的原因，向老人说明，并且请教老人的姓名和住所。“里居”包括籍贯和住处，老
人就告诉了凡先生，他姓孔，是云南人。　　“得邵子皇极数正传”，“邵子”就是宋朝的邵康节，
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皇极数》就是《皇极经世书》，这本书也有相当的分量，收在《四库全书》
里。它的内容，完全是依照《易经》的理论来推算命运，它推算命运的范围非常广泛，整个世界国家
的转变都有论定。朝代的兴亡、个人的吉凶，也可从数理上推断，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学问。　　由此
可知，每一个人，甚至每一桩事皆有定数，这就是佛法里讲的因缘果报。只要你起心动念，你就有定
数；只要你没有心念，那你就超越数字、数量之外了。修行人往往能超越，为什么呢l？因为他入定了
。入了定，他的心就不起作用，没有任何念头；没有念头，就不落在数量里。由此可知，只要你有念
头，就必定落在数量里。换句话说，遇到高明的人，他就能够把你的流年命运，推断得清清楚楚。　
　所以凡夫都有数，唯独超越三界——阿罗汉以上的圣者，就可以超越宿命人。那么在三界之内，色
界、无色界的天人修成了四禅八定，能不能超过数量呢？的确，他在定中，数对他是失去了作用，但
是这个失掉作用只是暂时的，并不是永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定力若消失，念头又起，就叉掉到
数里去了，想逃也没法逃出。这就是他为什么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了。如果定功再进一步
达到九次第定，永远保持不会退转，那他就超越数量了。这时他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在佛法里称为
圣人、阿罗汉。我们懂得了这个原理，就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定数的；既然有定数，我们就要用
平常心来看这个世界，顺境不必喜欢，逆境也不要悲伤。为什么呢？一切都是注定的。　　孔先生精
通《皇极经》，是邵康节的传人，这也是代代相传，都是有师承的。他见到袁了凡，就把他看得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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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楚，并且告诉他“数该传汝”：你跟我有缘分，我这一套学问应该传给你。可以说孔先生找到了传人
。　　“余引之归”，了凡先生就请他到家里去坐坐。了凡很孝顺，告诉了他的母亲，他母亲教他好
好接待孔先生，而且告诉他要算算命，试试看灵不灵。这是处世待人的良好态度，礼貌很周到。你所
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经过试验才行，绝对不是贸然接受。这一试是真的，大小事情他推
算得都非常灵验，这样他的信心就产生了，对孔先生的建议也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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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编辑推荐

　　《了凡四训(插图本)》配有精美古代版画，以图释文，让你的阅读充满乐趣。　　选字注音及译
文，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阅读。　　浅释，对文章思想的总结、梳理、丰富和延展，教你真正读懂这
本安身立命之学。　　丛书推荐人：序言作者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
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
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明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明清行政
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等。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明史、七解《中庸》，影响广泛。　　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
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
地，而造福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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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精彩短评

1、好书，价廉。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
2、书不错，注解也非常棒。心怀善念，则机缘自至。
3、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了凡四训》和《安士全书》，前者是净空法师的讲义，还不错。后者译得不
太严谨，还没有对文意的深入解释。（个人观点：我觉得所有的古文翻译都应该有直译和延伸)。我觉
得不如《安士全书白话解》好。但这本书的插图不错，不足之处还有作者只浅释古文，没有字单个词
的解释，我感觉作者很懒。
4、我看的这个是白话版，自然没有原本精要。明代作者的家训，对于今日的时代，有很多地方已经
不在适用了。不过作者强调的律己、为善、破执等等永远不会过时，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
比如今日生。
5、佛的智慧、教训。

佛陀的意思是指开悟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能开悟，所以每个人都能成佛。
6、啧，09年冬购于蓝色书屋。（书已不见）那天天气不错，民治路的梧桐叶落在了我的脸上。
7、常做枕边书吧
8、命术可改，需行善积德，忏悔改过，方可得善报，惠子孙。我怎么怎么看怎么别扭呢⋯⋯
9、《了凡四训》+《安士全书》
10、大凡吉祥和凶险的预兆，都在心里发出根苗反应出来，虽然根苗是由心里发出来的，但是会表现
到全身的四肢上，譬如一个人很厚道，那么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稳重。一个人刻薄，那么他的全身
四肢都会显得轻佻。
11、看的是《了凡四训本义直解》弘化社的蓬岛思尼子译的。最好有难字拼音标注版本。印象最深的
是1、评论方孝孺妄逞口舌之快，连累十族。个人也深以为是/2、关于袁先生自省无后代之品行有失之
处也很有借鉴。3、关于修养提升方式也可启发。
12、可以看看。
13、苦口婆心
14、造命由天，立命在人。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15、这本不错, 有净空法师的注解
16、我看的是这个版本  有净空法师的解说··········
17、哎！真不是我的菜。不太喜欢。意思简单明了，做事讲理修心得所欲是对的。但时代变了。没了
鬼神的敬畏，没了尊卑的制约，传统的文化说服不了现代的人性，世界的丰富，思想的驳杂。所以看
完了显的格局太小了，远没有看老子和六祖坛经般的震撼。但说理有些挺实用的，但也难免神神叨叨
，正所谓难免俗世的现实，挺低级的。后面的安士全书更不是我的菜。我对佛学一向采取拿来主义，
取其合理的哲思，心理分析的方法，劝善抑恶的手段等内涵，拔去那张斑斓又吓人的虎皮。禅宗我倒
挺合胃口的，可惜还未深入学习，留待有缘吧。
18、一本劝善书
19、是修身养性，值得一看的好书。
20、很值得一读！
21、很好吧~！
22、看了N遍的书，个人觉得这是一部人人都值得一度的经典，而且超适合做胎教。。╭(╯3╰)╮
23、此书应读三百遍⋯
24、清空法师的注释丰富书的内容，使之读之更有味、更有感触。很值得一看的书。
25、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26、不仅仅是一本佛教入门的书，同时也是一本改变命运的书，多行善事多积阴德，相信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六道轮回！顺便准提咒的确一个方便法门！阿弥陀佛~
27、好书，还要讲那么多么
28、了凡四训：告诉你软蛋是如何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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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

精彩书评

1、书的主体思想是好的，可以说本质上主张由自我来建设自我，这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有些认识也是我们平时不太会仔细去想的。看一下也不错。限于时代关系，当中也不免有一些封建残
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吧。个人看点摘录（主体是白话文，书的后面附原文）：1、一个人做事处处
不能称心，都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没修好，功德没修满，感动人的心不够呀！应该都要反过来自我反省
检讨。自己有没有对不起他人的地方？2、忏悔过恶的效验是什么呢？譬如你或许觉得精神上很舒服
，心中很宽闲；或觉得以往很笨，忽然智慧大开；或是虽然处在烦忙纷乱之际，心中仍清清朗朗，无
所不通；或碰到怨家仇人，而能全把恨心火气消除，而心生欢喜。3、我们都是平凡人，过失罪恶，
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聚集了满身都是。而回想过去的事，常常像看不到自己有甚么过失，这实在
都是因为粗心，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像眼睛上长了翳，看不到自己天天在那里犯过呀！但是，一个人
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也有证据可以看出来；或者是心思混乱塞住，精神萎靡不振，随
便甚么事转头就忘记了；或者是不值得烦恼的事，也常常感觉非常的烦恼；或者是见到品德高尚的君
子，便觉得难为情，垂头丧气；或者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反倒觉得不欢喜；或者是有恩惠给别人
，对方不领情反而怨恨你；或者是夜都做些颠颠倒倒的坏梦，甚至语无伦次失掉平常的模样；像这样
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作孽的表现啊！ 假使你有上边所说的那种情形，就应该即刻提起精神，奋发
向上，把旧的种种过失一齐改掉；而另外开辟一条新的人生大道，希望你千万不可自己耽误自己啊
！4、譬如拿钱去救济人，要内不见布施的我，外不见受布施的人，中不见布施的钱，这才叫做三轮
体空，也叫做一心清净。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纵使布施不过一斗米，也可以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
即使布施一文钱，也可以消除一千劫所造的罪了。如果这个心，不能够忘掉所做的善事；纵然用了二
十万两黄金去救济别人，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5、劝人也得要劝的得当，譬如这个人太倔强，
不可以用话来劝，你若是用话去劝了，不但是白劝，所劝的话，也成了废话，这叫做失言。如果这个
人性情温顺，可以用话来劝，你却是不劝，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这叫做失人。失言失人，都是自
己智慧不够，分辨不出来，就应该自己仔细反省检讨；如此才能不失言，也不失人。6、凡是上天要
使这个人发达，在没有发他的福时，一定先发他的智慧，这种智慧一发，那就使浮滑的人自然会变得
诚实，放肆的人也就自动收敛了。

Page 9



《了凡四训》

章节试读

1、《了凡四训》的笔记-第225页

                                                    云谷禅师授袁了凡功过格
                                 参云栖大师自知录
                                                                          陈癸丞提供
准百功：
救免一人死。完一妇女节。阻人不溺一子女。为人延一嗣。
准五十功：
免堕一胎。当欲染境，守正不染。收养一无倚。葬一无主骸骨。救免一人流离。救免一人军徒重罪。
白一人冤。发一言利及百姓。
准三十功：
施一葬地与无土之家。化一为非者改行。度一受戒弟子。完聚一人夫妇。收养一无主遗弃门孩。成就
一人德业。
准十功：
荐引一有德人。除一人害。编纂一切众经法。以方术治一人重病。发至德之言。有财势可使而不使。
善遗妾婢。救一有力报人之畜命。
准五功：
劝息一人讼。传人一保益性命事。编纂一保益性命经法。以方术救一人轻疾。劝止传播人恶。供养一
贤善人。祈祷禳灾等，但许善愿不杀生。救一无力报人之畜命。
准三功：
受一横不嗔。任一谤不辩。受一逆耳言。免一应责人。劝养蚕、渔人、猎人、屠人等改业。葬一自死
畜类。
准一功：
赞一人善。掩一人恶。劝息一人争。阻一人非为事。济一人饥。留无归人一宿。救一人寒。施药一服
。施行劝济人书文。诵经一卷。礼忏百拜。诵佛号千声。讲演善法。谕及十人。兴事得及十人。拾得
遗字一千。饭一僧。护持僧众一人。不拒乞人。接济人畜一时疲顿。见人有忧，善为解慰。肉食人持
斋一日。见杀不食。闻杀不食。为己杀不食。葬一自死禽类。放一生。救一细微湿化之属命。作功果
荐沉魂。散钱粟衣帛济人。饶人债负。还人遗物。不义之财不取。代人完纳债负。让地让产。劝人出
财作种种功德。不负寄托财物。建仓平粜、修路造桥、疏河掘井、修置三宝寺院、造三宝尊像及施香
烛灯油等物、施茶水、舍棺木一切方便等事。自“作功果”以下，俱以一百钱为一功。

准百过：
致一人死。失一妇女节。赞人溺一子女。绝一人嗣。
准五十过：
堕一胎。破一人婚。抛一人骸。谋人妻女。致一人流离。致一人军徒重罪。教人不忠不孝大恶等事。
发一言害及百姓。
准三十过：
造谤污陷一人。摘发一人阴私与行止事。唆一人讼。毁一人戒行。反背师长。抵触父兄。离间人骨肉
。茺年积囤五谷不粜生索。
准十过：
排摈一有德人。荐用一匪人。平人一冢。凌孤逼寡。受畜一失节妇。畜一杀众生具。恶语向尊亲、师
长、良儒。修舍害人毒药。非法用刑。毁坏一切正法经典。诵经时，心中杂想恶事。以外道邪法授人
。发损德之言。杀一有力报人之畜命。
准五过：
讪谤一切正法经典。见一冤可白不白。遇一病求救不救。阻绝一道路桥梁。编纂一伤化词传。造一浑
名歌谣。恶口犯平交。杀一无力报人之畜命。非法烹炮生物，使受极苦。
准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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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一逆耳言。乖一尊卑次。责一不应责人。播一人恶。两舌离间一人。欺诳一无识。毁人成功。见人
有忧，心生畅快。见人失利、失名，心生欢喜。见人富贵，愿他贫贱。失意辄怨天尤人。分外营求。
准一过：
没一人善。唆一人斗。心中暗举恶意害人。助人为非一事。见人盗细物不阻。见人忧惊不慰。役人畜
，不怜疲顿。不告人取人一针一草。遗弃字纸。暴弃五谷天物。负一约。醉犯一人。见一人饥寒不救
济。诵经差漏一字句。僧人乞食不与。拒一乞人。食酒肉五辛，诵经登三宝地。服一非法服。食一报
人之畜等肉。杀一细微湿化属命以及履巢破卵等事。背众受利，伤用他钱。负贷。负遗。负寄托财物
。因公恃势乞索、巧索，取人一切财物。废坏三宝尊像以及殿宇、器用等物。斗秤等小出大入。贩卖
屠刀、渔网等物。自“背众受利”以下，俱以百钱为一过。

2、《了凡四训》的笔记-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

        后三章洋洋洒洒的论证了儒家思想善恶论。穷举，归纳，辩证，了凡可谓是把这因果报应的善恶
说的通透。但是还是绕不过老生常谈，没能在境界上给人一种顿悟之感。

了凡了凡，袁黄想要了却凡人之虞，但却从心所累，止步于圣贤君子，没能最终达到出入自然的人生
境界。

并不能苟同所谓袁了凡儒释道贯通的大家之誉。

3、《了凡四训》的笔记-立命之说

        云谷立命之说真当醍醐灌顶。

还是佛家给了他开悟，道家二元论是他用一生去琢磨得东西，儒家是他的善恶尺则。

了凡先生儒家的践行虽恳切，但不乏死板。善恶本无度无衡，又何必事事惕励。洞察之后，从心所欲
，无善执恶执，善恶便自分。不累心，不抗命，不违福相，自得悠然圆满。

只掌之声，洪隆于耳，刻意追求的极致，永远也达不到极致。贯穿阴阳之人，不被阴阳所缚，通晓命
理之人，亦更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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