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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通过研究中国人心理来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和中国文化的著作。作者沿着中国人心灵发展的
历史并且围绕着“被阉割的龙”这个意象，着重谈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之病和对其进行疗救的观
点，以此希望得到爱国爱民族的朋友们的关注。 本书第一部分是全书的总纲，系统阐述了本书的理论
观点。第二部分分别对历史事件、文化产品、社会现象进行心理分析，在不同的点上具体展开第一部
分的思想。第三部分则更多地侧重探索疗救的方法。此书语言幽默风趣，并配有手绘插图，使你在愉
悦轻松的状态中享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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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作者简介

朱建军，中国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主修精神分析，人送外号“朱洛伊德”。90年代
初自行创制一套心理咨询技术——意象对话法，这在我国尚属首例。他是心理领域的思考者，冒险者
：广泛涉猎各个学科，从心理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并亲自实践，体验心理调节方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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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精彩短评

1、感觉一般，论述都流于理论。也有一些新颖的观点。
2、也是在作者讲座现场买的，还是给签了名，讲得很精彩！
3、一直在订,可从未订到过!难啊!难啊!难啊!
4、阉割、生命力。了解、理解、原谅、接纳与改变
5、心理层面上的中国文化剖析
6、写得不深 但是有意思 我说作者是不是狮子座啊
7、保守派启蒙主义，这样一个标签应该不过分，一方面比较乱来的批判了一通所谓的“传统文化”
，但大多批歪，另一方面则有认同传统的隐性思路，对于心理学概念的运用也显得浅鄙，并不专业。
8、不过没多少指导成分，只可以用作小人书般阅读，呵
9、呵呵，老朱的书，读来不费劲
10、开头还有点想法，后面越来越扯。
11、不建议所有人去读·
12、很透彻
13、: �
C955.2/2913
14、发我深省啊..
15、别人推荐的。在心理学描述那部分还行 其他naive。
16、通俗易懂，这本书提出了中国人民族性格中存在的的问题，值得一看，并借鉴改正。
17、意象对话
18、不喜欢偶尔流露出的皇汉情结和始终弥漫于文中的那种不舒服的东西，但此书依然非常值得推荐
。作者对中国人性格的观察非常准确和透彻，点破了我许多的困惑，而且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并没有将
自己置身世外，而是积极的寻找解决办法。更可贵的是，作者是真正怀着爱、理解和宽容的心态去写
成此书的，这才是改造自己的第一步。
19、从另一种角度去解读中国文化，值得一看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
国人固有的恶习，也可以说是潜在的心理特质，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看看不过有点浅，欠缺深刻，
同时重复的较多，行文处有点啰嗦
20、不够严谨的作者。
21、好多年前读的。不错。
22、【已购书】
23、角度很独特，尤其是对名著中的人物解读，如关于石头，关于白蛇传，有一定道理，好像也有为
了凸显主题的嫌疑。
24、蝴蝶一梦千年，被禁锢了千年的自由思想，被阉割的血性，丧失血性阳刚之气的扭曲，集体意象
的代代传承，治国无圣手，民族原生文化所留下的缺陷，应当被我们所关注，并引以为戒！
25、沉重感的历史娓娓道来
26、一个人心理障碍的背后往往有深刻的文化根源
27、看了心理很不舒服 提升心灵靠的是慈悲与宽容与理性 拿着油抹布擦不了污浊
28、别救了，吃枣
29、就是好看，五星。
30、对石头的象征意义的描述有点意思。
31、还好,有些失望.
32、强力推荐。对中国的进步发展很有好处！！
33、分析很到位，很透彻，也很通俗，比易中天有过之而无不及
34、  从中国历史事例出发研究民族精神缺陷，一边看一遍反思，然后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格
35、上下五千年的发展不仅给后代留下了厚厚的历史卷宗，也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群的心灵上刻上了一
圈又一圈的历史的年轮。每一次历史转身、每一次大事件都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心灵。因此每一个中国
人不仅活在当代，也活在被悠久历史涤荡过的民族心灵的浸淫之中
36、用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中国文化 很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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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37、拓宽对国人心理理解的视界，警醒世人，居安思危，善莫大焉！
38、我又明白了好多事情。

使我对自己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勇敢吗？我有尊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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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精彩书评

1、暑假时看完的惟一一本书，但发觉现在要写下读书心得，还是得翻开目录对照着回忆内容。作者
在书中沿着中国人心灵发展的历史并且围绕着“被阉割的龙”这个意象，谈了国民性与中国文化之病
和对其进行疗求的观点。作者推崇秦政之前的中华民族性格，尤其是以西楚霸王项羽为典型代表的“
英雄人格”和贵族精神，光明磊落，不期用阴谋诡计获取胜利。自秦后，在暴政的压迫下，士的精神
逐渐在沦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各朝各代君主都极力培养百姓的奴性，中华民族一步步变成了被
阉割的龙。梁启超言：“中国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一言以蔽之，自为奴隶根性所
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其中提到的一些中国人之弊病，让人看来深有同感。而后发
现自己就是一个被束缚的人⋯⋯不期医病治人，只求先解放自己。 
2、作者梳理了一遍中国人的性格是如何在历代的权力更替之间，在普通民众且尤其是知识分子谋求
生存发展的努力之中，一步一步发展到今日的。仿佛今日的“中国人”的总体，或者中国社会，就是
一个具体的人；两千年的历史就好比这个人成长的经历；而当代的“国民性”就是这个人发展出来的
人格。可是呢，这是一本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通俗心理学读物。行文流畅又平实，跟唠嗑儿差不多，
并不拽来拽去的。在作者看来，保持心灵自由与摆脱文化桎梏对民族的兴旺关系至切。整本书都透着
一种对知识分子责任的强调，尽管他并没这么说。文化对于社会运行的影响究竟如何，似乎是一个永
远没有统一答案的争论。但抛开那些民族的责任等等沉重的东西，单是审视一些我们中国人身上普遍
存在的一些性格特点，对于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还是相当有益的，而作者的见解也是精辟而有逻辑性
的。
3、和有些看过的朋友看法一样,都觉得有些潦草,各章节之间重复的东西很多.书中涉及很多历史和文学
方面的内容,我认为作者不应以一句调侃似的&quot;如果我没记错的话...&quot;&quot;我依稀记
得...&quot;来搪塞,既然要引以为论据,即使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出于对自己学术的责任也应该加以考证.
我相信作者也是考证过的,猜想是为了符合文字的情绪才这样说,但总归认为这一点是不好的,起码因该
对看这本书,希望从书中得到启发的人更确切地交待.虽然内容上有很多重复,但对作者的很多观点我很
是赞同,尤其是中国人将道德和法律的混淆.比如,我的朋友向我借东西,如果我借,那是我的慷慨,如果我
不借,那是我的权利.也许从道德上你可以说我这人不通情理小气吝啬,但你没有权利来指责我,更没有权
力干涉.道德是行为规范的上限,法律是行为规范的下限,对整个社会来说,用道德来约束所有的行为是不
切实际自欺欺人的,道德是心理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个人自觉去形成的.如果中国社会继续这样一道德来
约束行为,只会导向人心理的压抑与歪曲和社会风气的变态扭曲.对于作者热情呼吁的中国社会风气的
改善要靠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一个心理学在读学生,我认为是有些不切实际的.仔细想一下,你能进行的
治疗和咨询有多少?又有多少人有钱有时间有精力把精神生活上升到第一位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最讲求
实际的时代？能通过精神想法的改变的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前对我们是否有去改变的能力和权力还存
在这很大的质疑。我很抱歉的说，我也不知道，这也许是学心理的人，甚至所有人应该去探索的。朱
建军老师的书也许为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
4、就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学科班出身，所以拿来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高的期望，读完了也猛觉得
的确应该推荐一下，从最初级的反应来看，这是我近来很少几次能安心连续读完的书。1.必须说明我
对心理学有些兴趣，也还残留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最可怜的是我总喜欢胡思乱想⋯⋯所以看到简介
读起来就萌发了很大的兴致。如果你对周围奇怪的心理和行为不感情趣，那这本书干脆就不要买了，
也免得去随大流追赶什么心灵的年轮。2.整本书分成好多个章节，两三页一部分，自成体系，没有必
然的前后衔接，倒也挺适合当下的快餐阅读习惯。3.列举了很多的事实和史实，努力去做“分析”，
最终的确让我明白了。但是“救赎”却说的不多，寥寥几笔就带过了，似乎连作者也没有个明确而现
实的操作方案。也难怪，现在看中国很多问题，当真是背后隐藏更多问题，彼此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能说的清楚也是件难事。仅凭一个心理学能提出让大家都接受的方案也是不太现实的。说到底，看
看我们周围、历史上的咄咄怪事，如果你想听到稍微合理的解释，那这本书不失为一种可听的声音。
如果你想马上寻求到解脱的金钥匙，那我劝你能缓一下脚步。如同当初开眼看世界，无论是向西方还
是向日本学，都不是迈出一步就赶得上的。另外，推荐很久以前辜老夫子的《中国人的精神》、林语
堂的书一并来读，或许收获会更大。
5、　　1、本来把它当作专业书籍从书馆里借出来的，看了几页才发现这是一本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
通俗心理学读物。 　　2、老朱的文章写得很平实，像唠家常，所以我把它定性为通俗读物 　　3、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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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朱看了很多时下的电视剧，比如《情深深雨蒙蒙》、《春光灿烂猪八戒》⋯⋯ 　　4、白蛇那篇写得
最认真，而其他文章有点急于应付和潦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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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章节试读

1、《心灵的年轮》的笔记-第72页

        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使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是中国人犯的错误，这真是无稽之谈，乱世出英雄，不是中国人选择了秦始皇
，是秦始皇抓住了时代变革的契机，我觉得如果当时秦始皇不出现，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统一七国。
所以作者的观点很不敢苟同。

2、《心灵的年轮》的笔记-第127页

        从《白蛇传》看出中国男人性能力的衰退，这个结论真扯。好狗血，不过角度挺特别。

3、《心灵的年轮》的笔记-第59页

        以下内容让我开始思考，到底该不该用道德评判他人，该怎样评判。
中国的旧道德是建立在儒家的圣人理想上，鼓励人们效法圣人的所作所为。这样的道德标准对一般人
来说过于高不可攀了。儒家的道德标准，也许在这个社会中能真正遵守的人少之又少。因此，这样的
道德只能是形同虚设，最标榜道德的中国人在潜在的层面上反而是没有一个实用的道德标准。于是种
种伪善从中生出，人们潜在的道德标准更加低下。表面的道德标准是无一丝一毫私心，而潜在的标准
则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好处，为自己的家族和团体捞好处。

因此，我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建立新的道德标准。新道德的关键是不要贪求高标准，底线要低，应当
让大多数人有能力遵守。比如“无私无欲”就不适合作为新道德标准，不如代之以“在不侵害别人的
前提下满足私欲”。“无私奉献”精神则不如代之以“互利合作”精神。

当然，对少数追求心灵更高境界的人，我们也可以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准则。我们应当给这些追求心灵
成长，追求神圣的精神境界、追求终极意义的少数人留有余地。但是，高境界的道德应当求之于自律
。如果我希望提高自己的修养，我可以给自己更高的要求，而别人则没有权利要求我去遵守高境界的
道德标准。这样，才可以避免有些人“以理杀人”，借高标准来批评别人、指责和控制别人。

我以为应当区分两类道德品质，一类是可以直接追求、直接努力可以改善的；另一类是不可能通过直
接追求和直接的努力而得到的。前者如勤奋、诚实。我们可以直接去努力，让自己更勤奋，也可以尽
量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使自己更加真实起来。后者如爱心、快乐。我们不可能想让自己有爱心
、有快乐就可以有，爱心和快乐的产生是我们做其他事情带来的心理效应。前一类道德主要是我们的
行动，而后一类则主要是一种标志。做一个比喻，努力锻炼身体是一个行动，有健壮的肌肉则是一种
标志。我们要多鼓励一个人锻炼身体，而不是鼓励他长健壮的肌肉，只要他锻炼身体，肌肉自然会健
壮起来。同样，我们只鼓励一个人做他能做到的事情，而不关注他达到了什么境界，更不空谈境界，
这可以减少道德上的虚伪。

我们要鼓励那些逃避于佛道的人入世，避免用出世的”无是非、无我“等混淆于世间的有是非、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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