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的真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命的真义>>

13位ISBN编号：9787515200668

10位ISBN编号：7515200669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中医古籍出版社

作者：刘战魁

页数：328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的真义>>

前言

　　力拓智慧传承教育文化之路　　大任于肩：有志者当仁不让　　现今国人大多把中华传统文化—
—儒、释、道、医、易、史等等称之为国学，但是“国学”为何？
怕是很少有人说出一二，于是便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代名词。
　　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够历传几千年而不绝？
就是因为先圣对于宇宙自然与人自身生命的践证和总结——这些超越古今的生命与智慧内涵，经得起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实践验证。
智慧传承教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她绝不是历史、哲学等范畴所能涵盖的，而是真真正
正的树国魂、开万世的立命之学、智慧之学。
　　可是如今一些搞传统文化研究的人们始终跳不出经史、学术的圈子，这样就使得智慧教育文化离
我们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孔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
只是没有人真正去践证道——践证无所不在的兼容遍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内涵，所以这个“日用”
被千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们给一笔抹杀了，而将其束之于学术、礼教、仕学的殿堂，对老百姓的身心和
谐、行住坐卧的生活内容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
这样的“传统”谁愿意去接受呢？
谁还愿意去践证而“知之”呢？
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后人未见证其智慧真义，而使其在实际应用中发挥
不了作用，最后来个“传统无用论”就把责任推给祖先了。
　　举个最形象的例子，现在不少学医者都认为西医是先进、是高端的，而中医过时了。
可是有哪个从医者真正践证到扁鹊、华佗“望而知之”的境界？
如张仲景直断二十年后发作之病的“上工治未病”之学，于时下西医诊断中可能找到？
中医与其他中华传统文化一样，都强调人与宇宙自然共生共存的整体关系、人的身心整体生命运化的
和谐性，这些古医家哪个不是生命科学的实修者呢？
！
而现在很多中医者都流于下下工了，没有把祖宗的瑰宝继承下来。
老百姓就看实际疗效，你没这个本事，就使得人们越来越质疑中医，很多从医者自己也对传统医学越
来越没信心。
归根结底，无用的不是“传统”，而是阉割传统教育文化的后学们！
　　文化、科技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
可是现代人却不断地在制造疾病、破坏自然、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亲手把自己和子孙后代往坟墓里
送。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的老师——刘战魁先生的一席话，让笔者深有感触。
　　先生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能够为我们达成身心整体的健康服务，为开发人的根本智慧服务
，为繁荣社会、和谐自然服务。
如今西方式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在某些方面却给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环境造成了越来
越大的危害；而人类发展真正需要的智慧传承教育文化在东方，五千年传承未绝的智慧之根在中国！
　　东方的智慧经典《道德经》、《南华经》、《金刚经》、《薄伽梵歌》⋯⋯都是永不熄灭的智慧
明灯。
“智慧传承教育文化”并不是崭新的内容，因为她是五千年世代相传的智慧命脉；同时她又要以全新
的面貌出现，要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赋予其新的内涵，真正为现代人完善身心、和谐生活起到实
际作用。
并不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的文明文化不管用了，而是后人缺乏实证不会用，这就等于是站在了巨人
的身旁而无视其存在。
我们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生命实证做基础，将智慧教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开来，这是每一
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智慧见证者、生命科学实践者、社会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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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平实又意味深长的话语，却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让人感觉到的是先生“匹夫有责”的魄力与担
当。
　　诚然，从唐装汉服的流行，到成年加冠礼、民间国学热的兴起，国人对于振兴传统文化的呼声不
能说不强烈，热情不能说不高涨。
在躁动空虚的普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向传统文化寻根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
在厚古薄今或停留于虚浮表象的盲目性，使之仅仅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没有从根本上走向自我
身心净化的实证之路、智慧教育传承之路。
　　现今社会流行着“崇古”和“非古”两种对立的极端风气，其中的本质问题，正是人们缺乏对于
传统经典智慧内涵的生命实证。
崇古者高喊“取其精华”，却没有践证到其智慧性，没有展现出其社会实用性，如此肤浅的认知很容
易被人推翻，相互对立地在理论圈中打笔头仗，这样能拿出什么“精华”来为现实生活服务？
非古者则高喊“落后”、“糟粕”，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这些传统经典的智慧之理
学明白了没有？
脚踏实地地实践了没有？
绝大多数人对传统经典读都读不懂，更别说去认识其“智慧教育”涵义了。
我们必须真正学有所知、行有所得才有资格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能够知道“取”什么、
“去”什么吗？
能够知道怎样“取”、怎样“用”吗？
　　我们不得不面对今天人类正处在智慧教育断层时代的现实，智慧教育文化传承的开拓之路也必然
充满艰辛，甚至要面对众多的不理解和非议。
但是“知难而退”绝不是借口，“当仁不让”才是智者的风范。
我们需要更多像先生一样能够以生命实证为依据、以智慧传承为己任并敢于奉献和担当的人，需要几
代人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这不正是《金刚经》中所言“荷担如来”的真实涵义吗？
“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
”　　⋯⋯　　“古今中外一切的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成为文化的附庸”，这是笔者初闻先
生《金刚经》的讲课内容时发自内心的感叹。
以前很难想象佛经的文化原来可以这样贯穿到最实际的柴米油盐的生活过程中，真正成为生活的智慧
、智慧的生活。
有惑能解、拿来能用，这不正是我们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的目的吗？
　　先生于日常生活中亲传亲授的关于如何学做人的讲课内容也已整理成书，这是现代版的修身立命
之书、人生智慧之书，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属于真正生命践证者的广阔胸怀和博大智慧。
书中针对人们现实生活所存在的健康问题与不符合生命法则的各种生活习惯、偏执习性，从饮食起居
、生理心理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养生指导，包括疾病的防治和最方便有效的健身方法，以及开智法
等“不传之密”，适合社会各层面人士的养生需求；同时，此书从智慧整体观的高度，将开发人的根
本智慧、和谐社会、完满人生作为指导我们生命实践的最根本内容。
尤其先生对于学生们在修身养性的践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用最平易的生活语言答疑解惑——
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生活和工作的点滴小事，以及疾病康复、心性修养无所不包——从中我们都可
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困惑疑问就这样随之而解了。
　　为了能够将先生及其与学生间交流互动的教育内容、将智慧者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身体力行的
带动与影响如实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们以近几年的讲话录音为依据，力求做到“真实再现”。
为了在生活化的辩证施教的内容中突出理论整体的智慧性和教育性，因此以录音资料为基础，由先生
亲自对其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整理，更利于指导广大读者理行并人地进行身心实践，而在书的编校过程
中不做任何雕琢，没有任何粉饰；大体保留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直接展现其亲切平易、幽默
睿智的生活对话，让读者学习此书就如同先生时刻在身边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导一般，这样才能够
真真正正地对我们修正意识、完美身心做出最切合实际的指导，因此值得每一位想获得健康、完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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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朋友学习和践行。
　　就像一些接触过本书内容的朋友所反馈的那样：“书中内容怎么好像是特意为我讲的，每句话都
直指我内心最不愿碰触的困惑、矛盾与不安，让我看到了身心解放的希望。
”　　师者的“传道授业解惑”正当如此，直指根本！
我们愿为智慧教育师承之路的开拓尽最大的力量。
薪火相传：你就是智慧之火的传播者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期所立下
的志愿，言犹在耳。
究竟从何时起，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主人翁的社会责任感呢？
　　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是元土之花；一个没有智慧教育传承的民族，是无根之树；一个没有继往
开来气魄的民族，是无志之邦；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无德之人。
前人经过数千年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实践和总结，将智慧教育文化传承至今；“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我们每一位来者对自我生命的回报与义不容辞的责任
。
　　五千年的智慧文明薪火相传，智慧生命的践证当下即始，智慧教育文化的传承有你我同行，人类
社会就会有和谐发展的明天！
　　最后，感谢田静、周彬、罗钰萍、李学敢、阮仕涛、张志强为本书录入和校对工作所付出的努力
。
　　杨明　　二零零九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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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人生篇、真爱篇和命运篇。

『人生篇』——怎样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觉自由、健康智慧的人生？
“人生篇”引领我们把握人生的方向，树立智慧整体辩证的人生观，以开阔的胸怀赢得广阔而灿烂的
人生。

『真爱篇』——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纽带，爱是通往实相智慧的本真之路。
“真爱篇”，打破世人对爱的自私心态和盲目认知，以无我的真爱与智慧展现出心心相印、携手互助
的无限力量。

『命运篇』——人之命运，生长壮老已之不可易，生老病苦死之不可测，是常？
是无常？
我们要如何面对和把握？
“命运篇”，从人与自然及社会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中，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身心行为活动状态
，来认识动态中人的思想言行是否符合生命运化法则的整体要求。
通过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解读，通过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剖析，来认识命运的规律，把
握人生的轨迹，拓展生命的空间。

在反复温习与研读《生命的真义》的过程中，循书中所讲之理法在生活中展开运用。
以理导行，以行证理，理行并进地为帮助自己修炼行神合一的智慧功夫建立基础。
像这样学习智慧传承教育文化，则会帮助自身逐渐提升警觉意识，终达熟能生巧的智慧教育之目的，
为读者的智慧人生服务，为顿现自然自觉的整体映现与辩证应对的觉悟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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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生篇
 人生的目标：为智慧文明的发展作贡献
 智慧的实证人生的真义
 ◇生命存在的转变
 ◇智慧生命力与社会价值
 ◇科学的人生观积极的精进
 谈人生观
 人为什么活着
 ◇人生观决定不同的人生
 ◇知足常足适可而止
 ◇人生观的两大内容
 ◇觉悟者的智慧人生观
 ◇生活的土壤生命的本真
 正在遗失的教育文化（22）
 教育文化与文化教育的辩证关系
 ◇教育和文化的真正涵义
 ◇思维参照模式的形成过程
 ◇错位的教育与偏执的溺爱
 ◇攸关民族兴亡的智慧教育传承
 ◇对利益文化现状的反思
 ◇教育文化与文化教育需共同发展
 教育在申诉
 重识教育与文化
 ◇教育的涵义
 ◇教育文化的属性特征
 ◇教育的申诉
 ◇教育文化破冰前行
 ◇教育文化的破与立
 智慧教育文化的修习
 内求现智的教育之本
 ◇智慧文化这样修习
 搏在当下
 持之以恒地精进
 ◇转变中迎来新生
 ◇于每一个当下做出努力
 柴米油盐现道心
 执著己见即无明
 ◇从生活细节话称法
 ◇全然无我点滴细行
 ◇有而不著应而不执
 ◇道在平常生活中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大道至简须实证
真爱篇
 真爱是无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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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和谐的无我之爱
 ◇当爱变成条件
 ◇真正的奉爱源于心性
 ◇爱无我和谐自由
 ◇真爱需要分别智
 ◇大爱无私
 谦卑与诚信
 何为谦、卑、诚、信
 ◇谦卑与诚信的和谐统一
 ◇人生的必修课
 ◇心无分别虚怀而和
 ◇谦诚的信念生命的力量
 ◇信为道缘心为母
 爱是什么
 爱是自然的力量
 ◇爱的表达
 ◇择善而从不善而改
 ◇用智慧去拥抱爱
 ◇不计回报的德善之爱
 爱不是这样的
 用智慧搭建成长的阶梯
 ◇不可或缺的传承教育法
 ◇成长需要磨砺的空间
 ◇莫让溺爱误子孙
 感恩的心
 感恩中流露的真意
 ◇自我的净化生命的洗礼
 ◇坎坷也是成长的动力
 ◇感恩十方圆满十方
 ◇感恩之心是幸福之源
 大智无我大爱无私
 于道的高度万法如一
 ◇周遍十方的圆满智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大舍大得
 ◇对自性的皈依
 ◇智慧就在行中藏
 ◇敢于直指人心的智慧之爱
 ◇以心映心以行映性
 爱是智慧的自然展现
 和谐从不和谐开始
 ◇信念精进无执放下
 ◇觉悟的自由无我的真爱
 ◇感情与爱是生命的存在
 ◇顺其自然莫分别
 修养就在生活中
 理事需于生活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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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卑心从内在升起
 ◇在矛盾中和谐发展
命运篇
 命运（之一）：从认识到改变（
 从这里破译命运的密码
 ◇在右人命运的因素
 ◇认识命运
 ◇改造命运
 ◇转命重在修身养性
 ◇改变从不健康的习性开始
 ◇启动生命的原点
 ◇点滴细行中把握人生
 命运（之二）：生命的拓展
 浅谈人的生理结构
 ◇生命三大能量集聚区
 ◇人的健康须要身心双修
 ◇放下执著自然和谐
 ◇点滴着手当下即行
 易理与人生
 八字穷源
 ◇四柱预测与命运轨迹
 ◇以整体辩证观看待人生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五行生克的自然命运
 ◇顺天合时的积极人生
 天堂与地狱
 天堂地狱皆在人间
 ◇当下！
当下！

 ◇道本无别法自然
 ◇两极同源一念之间
 正确理解生与死
 生息消长万化自然
 ◇生命的往复循环
 ◇生死同源泰然处之
 ◇生生之厚与贤于贵生
 ◇真正的解脱
 ◇来不能却去不能止
 ◇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死
 矛盾与和谐
 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与和谐的辩证统一
 ◇动态平衡的生命更新
 ◇加强修养现和谐
 修养意识与转命
 重在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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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转变心性为本
 ◇提高警觉当下放下
 ◇点滴入手平常中磨
 ◇假真真假莫当真
 ◇实事求是的本质内涵
 ◇净化意识是人生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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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利益文化现状的反思　　在唐朝的时候，也曾经繁荣了几十年，甚至于到清朝的时候还有个“
康乾盛世”。
史料记载“开元盛世”百十来年，“康乾盛世”近百年，而实际上这期间能算得上兴盛的都只有几十
年。
为什么也就那么几十年，过去之后也就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了呢？
　　看看我们的现在不也是一个盛世吗？
中国的现在就是一个和谐的盛世。
当和谐盛世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惕了，警醒教育文化与文化教育是提高国民素养的基础，是发
展生产力的基础，是和谐生产关系的条件，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我们子女的教育，需要从生活的独立性、从意识的修养性、从身心整体健康的和谐性方面着眼，
从勤俭、节约、吃苦和耐劳等诸多方面去进行整体的要求。
只有这样，人的成长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学会吃苦，这都是过来人给我们总结好的经验。
一个人如果能够吃苦，那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人要吃苦，就不要选择环境。
但是我们现在的家长，就是尽力为自己的孩子不断地创造一个自认为的良好环境，并且常持这样的观
点：我小时候吃苦吃够了，现在得给我的小孩把各方面的外在条件弄好。
有穿的还不行，要穿名牌；有吃的还不行，要吃高档的；有玩的还不行，还得要玩最贵的；有同学一
起玩还不行，还得找更高级、更复杂的玩具，像电脑啊⋯⋯殊不知，这些外在的条件，却为孩子形成
贪欲的偏执性奠定了基础。
　　像电脑游戏、电子玩具等这样一类的所谓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是促使人形成狭隘、孤僻、多疑和
偏执的儿童玩具，因为儿童的成长不仅仅只需要开发自我智能的自然属性，还需要使其认识和掌握群
体交往关系的技能，那么孩子们一起游戏玩耍就是开发出孩子们自我智能的社会属性的良好方法。
所以教育文化和传承教育的内容，应该从开发自我智能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着手来进行整体性的培
养，这是人形成思维参照模式、形成人生观的最重要的内容。
　　人如果不能认识到教育文化和传承教育的内涵，那就是社会成长中的人们形成偏执性思维参照模
式的重要原因。
如果社会中的人们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模式的培养，那么素质素养低下的人们，就会自然地成为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障碍。
所以我们认为，没有良好的、或不重视教育文化和传承教育体系，是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之一。
　　当小孩的兴趣全部都放在电脑上的时候，就只学电脑或游戏，而不学文化和社会交往、生存技能
了，这些同样是在接受教育，然而所接受教育的内容与其接受教育的实质性目的却大相径庭。
像这样极力地给孩子提供方便，孩子就会形成依赖懒惰的毛病而不能健康地成长。
这就是造成民族衰败、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社会的发展也会因此而退步。
　　我们平常所说的溺爱，如果溺爱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成为不适合社
会节奏和文化发展以及阻碍社会科学进步的人。
像这样的孩子就已经变成一个偏执的人了，因为做父母的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形成偏执性格的环境。
这样一来，做孩子的就不想动脑筋了，也不会动手了。
　　举个例子，我有个中医老师，他是如何教育他的小孩的呢？
孩子在小的时候做作业，是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有些地方做不出来就会问父亲，父亲看了一下就说
：“哎呀，你就别做了，我帮你做吧。
”然后父亲给他把作业做了。
当参加劳动的时候，父亲因为疼爱自己的孩子，就让孩子别做了，父亲来做。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的真义>>

小孩子之间玩游戏，产生了打斗，因争抢产生了矛盾，做父亲的站出来打人家的小孩。
十几年如一日地以这样的方式“培养”小孩，结果导致小孩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这个孩子我看到过，他吃的时候要吃好的，喝的时候要喝好的；长大后他没有工作，一个月得花
一千多块钱，在生活中处处讲排场、要面子，脑子里面有无数的幻想，想挣大钱⋯⋯而在现实的生活
中，任何一个实际的工作他都不会做、不愿意做，嫌苦、嫌累、嫌时间长等等，不断地选择环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父亲的溺爱！
现在父亲的年纪大了，这个孩子已经30岁了，有时候在家里不如意，眼一翻，就跟他的父亲说：“你
不拿钱给老子，老子就走。
”这也是溺爱教育模式中培养出来的孩子，培养出来的一个自私自利、狭隘、贪欲和偏执的结果。
像这样的现象，都是我们做父母的人在教育方面的严重失误啊！
　　如果有很多父母都以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小孩，那么我们的社会秩序、民族的希望和兴旺、国家的
发展和富强就完了，就没有了保障，这是一方面内容。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家长盲目地培养自己的小孩，而不是教育小孩学习文明，学习礼貌，学习如
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学习如何宽容和认识人的心理等等。
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父母是有能力的，我们做父母、做爷爷奶奶的有能力去告诉正在成长的小孩
，让他们学习如何做人，如何符合这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如何做个利己利人的人。
　　现在的社会，有没有人敢说我就可以脱离开这个社会制度去生存？
肯定没有！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没有这样的人，谁也脱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
科技可以兴国，教育才能使人才倍增啊！
缺乏教育文化的民族一定不是一个兴旺的民族！
　　现在，当吃的东西不缺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吃了。
如果现在一样的菜做两遍，他们就不愿意吃。
这个挑剔的分别心是谁造成的？
就是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造成的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宽裕了，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吃头，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吃头，时间长了小孩也变得挑
食了，学会挑食了，这是我们做长辈的人在无形之中把这种不健康的认识、也是一种偏狭①的教育文
化熏陶给了孩子——选择、挑剔、不认可，这种固执、分别的想法在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教育了小孩
。
比如打麻将、抽烟等不良习气，很多都是父母在生活中“熏陶”给孩子的。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读初中，父母就允许他在家里边抽烟，是父母让他抽的。
父母说：“哎呀，这个孩子的精神太紧张了。
”在我们去他们家玩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支持他抽烟。
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这样在教育孩子啊！
　　有人说，我们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用激进一些的方法去教育孩子行吗？
培养小孩具有高度的竞争力。
在孩子太小的时候，你就教他竞争力干什么？
通过奖励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你把这个做完，我拿东西奖给你”，结果是小孩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
的任务，同时也学会了不符合他生命成长的那些观念，做什么都要求有回报，形成执著利益的人生观
。
像这样小孩能正常地成长吗？
　　在社会上也是一样的，电脑网络里什么游戏都有，什么文化色彩的游戏都有。
这种文化在不知不觉当中熏陶了我们的子女，熏染、影响了孩子们的心灵啊。
其实孩子娱乐的过程也是一种接受教育的方式，如果给孩子脑子里面的参照系内容，增加了不健康的
内容和因素，那么就形成了一种不符合生命成长规律的内容和思维参照模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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