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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译解》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尽性立命”。　　“命”是什么？对现代中
国人来说，可能是个很无聊的话题.因为按照进化论的思想，命就是生命本身，活着只是一种存在。而
命运也许有，但与我们并无多大关系，人是靠奋斗与竞争而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这几乎是现代人最普
遍的思想。但是对中国古人来说，“‘命’是什么”这个命题，可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情。因为这牵
扯到“我是谁、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么活”等一系列尖锐的问题。　　从生命存在开始，人类就
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生代表着希望，而死代表着恐惧，这是对生命本身的简单描述。　
　正因为有生与死的现象，人类各民族都在进行命运的探索，也就是生命的过程该如何去完成。围绕
这个话题，人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命运模式，如富贵与贫穷、长寿与短命等现象，每一种
现象给人的体会都不一样，于是人们又开始探索，这些命运的现象能够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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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译解》

内容概要

《了凡四训译解》是明朝的袁了凡先生写给儿子的四封家书，主题思想就是告诉人们，命运不单是可
以改变的，还可以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怎样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怎样改造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
文化认为这一切与人的道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人的道德里面包含了谦虚、善良、真诚、尊重他
人、天下为公、仁义礼智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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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先生算命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要我放弃考取功名的想法，改学医术 ，说学医可
以赚钱养活自己，也可以救济别人。有这一技之长在身，并且能 把医术掌握好，成为名医，这是我父
亲生前的心愿。 后来我在慈云寺，遇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魁梧，长须飘逸，看起来仙风 道骨。我就
很恭敬地向他行礼问安。这位老人对我说：“你是官场中人，明 年去参加考试，就可以考取秀才，为
何不读书呢？”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考科举而学医的原因告诉他，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 ，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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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正传》，我
得到了他的真传。照注定的数来讲，我应该把《皇极数正传》 传给你。” 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
到我家，并将孔先生所说的情形告诉了母亲。 母亲要我好好地招待老人。这位老先生既然这么精通命
数的道理，我们 就试着请他替我推算一下，看他所说的究竟准不准确。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就
算是很小的事情，都非常准确，使我跟母亲 感到非常惊讶！ 既然孔先生推算我明年就可以考取功名
，我就又动了读书的念头。和我 的表哥沈称商量，表哥说：“我的好朋友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里开
学馆， 收学生读书。我可以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于是我便拜了郁 海谷先生为老师
。 准确的预测 孔先生替我起皇极数，推算我命里的运程。 他说：“你明年去考秀才，县考应该考第
十四名，府考应该考第七十一 名，提学考第九名。” 到了第二年，三次考试，我考的名次和孔先生
所推算的完全相符。 于是我又请孔先生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 他说：“某一年考取第几名，某
一年应当补廪生（秀才中的一个级别）， 某一年应当做贡生（秀才中最高的级别），等到贡生出贡后
，在某一年，应当 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在任三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到了五十三岁那 年八
月十四日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 这些话我都一一地记录下来，并牢记在
心。 从此以后，凡是碰到科举考试，所考名次先后，都与孔先生所预测的结 果完全一致。唯独算我
做廪生时，要领到九十一石五斗的时候才能出贡。哪 里知道我吃到七十一石米的时候，学台屠宗师（
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 长）就批准我补了贡生。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些不灵了。 后
来出贡之事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直到丁卯年，殷 秋溟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试
卷备份”，替我可惜，并且感叹道：“这个 考生写的这五篇策，竟写得如同呈给皇帝的奏折一样优美
。像这样有大学问 的读书人，我们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 于是，他就吩咐县官到他那里替我
办理申请手续，补了我的贡生。加上 之前所吃的七十一石，补足后恰好总计是九十一石五斗。 经过
一番反复波折，最后还是符合了孔先生的预测。我就更相信一个人 在功名上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命中
注定的。而走运的迟或早，都是定数。正 因如此，我也就把一切功名利禄都看淡了，不去过分追求。
传统文化中，算命等术数方法的应用，实际上给人讲了一个宿命的问题 。知其性，立其命，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个“命”跟宿命论的 “命”还是有区别的。宿命论主要讲定数，人被命运所
拘。而孔子讲“五十 而知天命，不可违也”，这里既讲了宿命论的“命”，更讲了天道使命的安 排
不可违背，“知天命”也是讲性命。五行金、木、水、火、土各有不同的 特性，因为其性不同，所以
其命运状态也不同，其改造命运的方式与状态也 不同。按照五行命理来讲，人大致可以分为强、弱、
均衡三种，每种又分为 强、弱、均衡三种，一共是九种状态。可以说不知其五行强弱之性，就不知 
其命，可知立命的状态其实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传统术数告诉人们：人出生后受到出生的年、月、日
、时这四个时 间转盘中五行相生相克运行的影响，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中将会出现一 些预定的
事情，人的一生就像拍好的电影一样在播放。要改变人一生的命运 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行善积德，注
重道德修养，而修习儒、释、道三家思想 是最方便众生的行为；另外一种改变命运的方式是不断行恶
，这种行恶包括 了行为与思想两个方面，他最终导致人的一生朝坏的方向急剧发展。《了凡 四训》
在后面不断论述了这种观点。 其实这种宿命论对于人类社会来讲，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很容易使
人在思想中认同懒汉的行为，助长人的私心，使人不愿意为社会、为大众贡 献自己的勤劳与力量，也
很容易让人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找到借口。宿命 论的基点并不好，局限性很大，而儒、释、道三家
思想，其实都是冲破宿命 论观点的。本篇所讲述的如何“立命”，其实就是从宿命到如何改变命运的
观念转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就是告诉人们怎样知性、立命，由修身、 齐家到如何改变命运，到
止于至善的觉行圆满。所以《了凡四训》通篇所讲 的有很多佛家思想，但仔细看去，就会明白其实全
部精神都来源于中华民族 文化自身，来源于《大学》、《中庸》、《论语》、《易经》、《孝经》、
《道德经》等。 宿命论也可以看作是不同时间与空间存在的不同的时轮转盘，那上面记 录了生命在
不同时轮上存在与体现的形式。在生命没有觉悟与清醒的时候， 这种宿命的时轮与安排就起绝对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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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译解》

用；而当生命开始觉悟与清醒的时候， 就开始打破不同时轮转盘上记录的生命定数与生命成长轨迹，
也就是打破所 谓的安排，以及潜意识里所有的记录。 道家在世间小道上多采用术数来给人算卦、算
命、看风水、画符、念咒 等。其实这些东西本身并不一定是小道，但为什么说它是小道呢？就是因为
很多人只是利用宿命论，借用这些宇宙特性和特点，借用这些术数能反映客 观事物的特点，借用天人
合一的因素，行骗取钱财之实，达到其为私、为我 的目的，所以说它是小道。而在古代，很多得道高
僧，都借用术数方法来达 到引导众生回顾宇宙，还本归真，达到生命解脱与觉行圆满的目的，这就是
行大道。密宗的莲花生大士当年为了方便救度众生，就曾来汉地专门学习《 易乡至》与八字等术数。
我们从《西游记》等古代小说与故事中都可以看到 神仙下凡，全部是用术数引导众生皈依。 今天很
多心灵成长课程与灵修课程，其实本质上并没有超出尽性立命的 范畴。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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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清末与《曾国藩家书》齐名并称“一书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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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小小的册子，一反对古书的译解形式，甩给老妈刚刚好~
2、每个中国人都要看
3、非常好的心经
4、书籍不错书籍不错
5、《了凡四训
6、参考学习，便于讲课！
7、从心改过，积善，谦虚
8、竟然封面封底都破了，还特别脏，像旧的一样
9、编细品味的好书
10、还是有点大而化之，但有些道理让人豁然开朗。
11、对善有了丰富，新的定义
12、儒家经典，值得一读。
13、可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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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当看不惯这世道的时候，随意翻看一页，就会有了幡然醒悟的感触，原来是自己的心态自我折磨
，长叹一声，一切都释然了！但放下书，回到现实的世界中，一切又纠结了，只要活在其中，每天必
读已升华心灵！
2、看过之后，感觉自己遇事更加平静了，修心，励志的好书。《了凡四训》在清末时与《曾国藩家
书》齐名。看过之后，感觉自己遇事更加平静了，修心，励志的好书。《了凡四训》在清末时与《曾
国藩家书》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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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了凡四训译解》的笔记-第41页

        分别心是人的一大痼疾，也是修行佛法过程中不容易去掉的一个执著心与观念。人一旦有了分别
心，就会出现种种私心与执着，爱与恨、善与恶、高与低、高兴与不高兴、喜欢与不喜欢、爱做什么
与不爱做什么等，都是分别心在三界内的体现，也是情的一种体现。

2、《了凡四训译解》的笔记-第79页

        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
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3、《了凡四训译解》的笔记-第33页

        放下过往之恶，是升华的一大关键。人不知道回忆其实是一种强大的执着。回忆痛苦、唠叨痛苦
的本身，就是因为不愿意放下它，放弃它，所以越唠叨痛苦越存在，最后成了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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