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窗幽记读后感(模板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小窗幽记读后感篇一

《小窗幽记》是我在广州购书中心邂逅而得，千里相会，甚
为欣喜。感谢书中精美、绮丽、哲理丰富的句子，伴我的旅
途。展读书卷，仿佛看到作者在皓月当空，蛩鸣窗外，烛影
映帘之夜，临轩伏案疾书的身影。

《小窗幽记》的作者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
公，靡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
画家。其工诗善文，精鉴赏，擅书画，其艺术造诣登当时之
冠。

《小窗幽记》是作者读史论经之余，摘句节段编成的一本格
言小品集。作者按“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
豪、法、倩”十二字结卷原则，将所收集的各家妙言巧句分
编为十二卷，藉以突出他的人生十二字处世原则。 书中内容
涉及立德、修身、读书、为学、立业、处世、养生等人生话
题，论述精辟爽直，见解独特睿智。泄天地之秘笈，撷经史
之菁华。语带烟霞、韵谐金石、短小精粹、言近旨远、词藻
优美、骈散各具、微言大意、雅俗共赏，寓深刻的哲理于浅
显的事物之中，含蓄蕴藉，回味悠长。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
云舒。”对宠幸侮辱不惊讶，悠闲地看着庭院里的花开花落；
走或留都无目的，漫随着天外的云卷云舒。



语句表现了恬淡宁静的心态，洒脱舒朗的心境，飘逸超灵的
自然之趣，为我最爱。

“存心有意无意之妙，微云淡河汉；应世不即不离之法，疏
雨滴梧桐。”心存有意无意的巧妙，轻云遮淡了银河；处世
不近不离的方法，稀疏的雨滴落在梧桐上。 国人崇尚“中
庸”之道，有意与无意，不即与不离，均为人事妙方。真正
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距离把持适度，确实颇有学问。能为者
甚少，能识者甚稀。 “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川，
未必能文。纵能，亦无豪杰语耳。”胸中没有三万卷书，眼
中没有天下的奇山异水，未必能写文章。就是能，也没有豪
杰的语言。

“读书倦时须看剑，英发之气不磨。作文之苦际可歌诗，郁
结之怀随畅。”读书疲倦时须要看剑，英发之气因此不磨灭。
作文苦楚时可以吟诗，郁闷之情随之而畅快。

诗言志，诗是歌唱生活的语言艺术，是灵魂的一种寄托和栖
息方式，是人类精神的家园。

“以看世人清白眼转而看书，则圣贤之真见识。以议论人雌
黄之口转而论史，则左狐之真是非。”把看世人的白眼转而
来看书，就是圣贤一样的真见识。把议论别人的信口雌黄的
精神转而研究历史，就是左丘明和黄狐一样的真是非。 历史
上，弄虚作假、阿谀奉承而升官发财的不乏其人，说真话却
需要勇气，甚至要挨打，丢脑袋。左丘明和黄狐是彪炳史册
的榜样。左丘明是春秋时史学家，著有《左传》和《国语》。
孔子在《论语》中曾提到他，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而丘
亦耻之。”。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讨好人的脸色，
表现出过分的恭敬。对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
认为是可耻的。把怨恨藏在心里，表面上装出和人友好，这
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可见，孔
子与左丘明见解相通。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人。秉性耿直，刚直不阿，以讲真话而
著名。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据《左传》记载，晋国
大臣赵盾的族弟赵穿将昏庸残暴的晋灵公弑于桃园。董狐在
史籍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把这条记载拿到朝廷上公
布。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
贼，非子而谁？”赵盾申辩说：“不是这样。”太史董狐回
答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声讨叛
贼，弑君的不是您又是谁？”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
史也，书法不隐。”孔子认为，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据法
直书不隐讳。后世将秉笔直书者皆喻为“董狐笔”。

“封疆缩其地，而中庭之歌舞犹喧；战血枯其人，而满座之
貂蝉自若。我辈书生，既无诛乱讨贼之柄，而一片报国之忱，
惟于寸楮尺字间见之，使天下之须眉而妇人者，亦耸然有起
色。”边疆上减少了土地，而中庭里的歌舞还在喧闹；战斗
的血腥使人枯萎憔悴，而满座的貂蝉们还神态自若。我们这
些书生，既然没有平息叛乱讨伐贼寇的权力，而一片报国的
热忱，只有在寸纸尺字之间来表现了。要使长着胡子的“妇
女”们，也耸然有了要振作的意思。

陈继儒处在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晚明时期，国土逐渐沦丧，
明政府统治危机四伏，官场混浊，财政紧张，世风日下。作
者严厉指斥误国害民的昏庸官吏不配作血性男儿。可见，作
者并不是潜心于闲云野鹤之人，匹夫责任在胸，一腔志士的
激情与正义跃然纸上。

陈继儒颇有佛家万事看淡的思想及老庄的无为之风。去除糟
粕，提取精华，可习得为人处世之积极态度，挖掘其丰富内
涵。这是《小窗幽记》行世数百年，不胫而走，影响经久不
衰的原因。

书中智慧的哲思，穿越时空的界限，温润我的心灵。我的眼
前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缕缕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窗外，
是无限的未知和畅想。凭阑望，思路开阔，情思悠远；当窗



立，神清气爽，气息通透；临窗眺，海阔天空，心慢慢变得
沉静而淡泊。

小窗幽记读后感篇二

明代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洪应明的《菜根谭》和清代王
永彬的《围炉夜话》号称我国修身养性三大奇书，自从问世
以来，一直备受国人的青睐和推崇。

本人曾在闲遐之余，对洪应明的《菜根谭》、王永彬的《围
炉夜话》二本奇书泛泛的读过几遍。尽管均不得要领，但也
收获颇丰、教益匪浅，特别是对加强自身修养起到了很大的
帮助。

然而，对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一直未能抽出时间拜读。近
来，闲来无聊，将之找出，诚心拜读，以度光阴。

不想，当翻开卷宗后，蓦然间，格言妙语，小品片句，跃然
眼帘，使人爽心悦目，心旷神怡。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
或含蓄蕴藉，或情趣盎然，令人津津有味，回味悠长。

《小窗幽记》，是我国最传统、最具有影响力的为人处世经
典之一，是能够悟透生死关、看破名利场的智者，是修身、
齐家、治国者的人生哲理，是经商、从政、贤达成者的枕梁
宝典。

《小窗幽记》，一名《醉古堂剑扫》，她并不是陈继儒先生
个人著述，而是其摘取各种文章中的精妙语句编撰而成，属
格言警句类小品文。

《小窗幽记》始于“醒”，终于“倩”，分为集醒、集情、
集峭、集灵、集素、集景、集韵、集奇、集绮、集豪、集法、
集倩十二集。完整的《小窗幽记》全文有1420句，已成格言
的有近200句之多。



《小窗幽记》内容涵盖了立德、修身、读书、为学、立业等
诸多人生话题，赞美人世间一切真情实感，劝勉人们要有高
尚的品德、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性情。

《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陈说利害，以言醒世，
指点迷津，且语言凝炼，玲珑剔透，精辟透彻，入木三分，
一字字一句句，促人警觉，益人神智。

从《小窗幽记》分篇来看，侧重各有不同。从“醒”篇来看：
借自己的著述来警醒后人在昏睡和醉生梦死中醒来；
从“情”篇来看：对真情的推崇，以及对人间真情难久的感
伤；从“峭”篇来看，对当权阶层中的腐败行为进行了无情
的揭露和批判。

从“景”篇来看，只有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真正欣赏到大
自然的美。从“韵”篇来看，提倡社会和人的风雅，并指出
风雅是一种涵养，善意的附庸风雅并无害处。

从“奇”篇来看，对正统的封建说教和陈旧的表现形式的抗
拒和蔑视；从“绮”篇来看，对情欲的审美价值予以直率地
肯定。

从“豪”篇来看，渴望不甘现状，勇于变革的豪杰出现；
从“法”篇来看，对当时法度社会的深刻反思；从“倩”篇
来看，表达编者渴求人们的真情实感和人间的美好。

同时，从第一卷“醒”、第三卷“峭”、第十一卷“法”的
引言，可以看到编者贬黜浊恶世道的笔锋何等犀利。从第二？
“情”、第八卷“奇”、第十卷“豪”的引言，足可以感受
到编者讴歌人间真情、渴望刷新社会的心情是何等热烈。而
且，其它各卷的引语，也无不闪烁着编者深厚的人生智慧和
敏锐的审美感悟的灵光。

通观全文，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结晶成的



博大丰厚的人生智慧和灵活多妙的表现形式。如“苦恼世上，
意气须温；嗜欲场中，肝肠须冷。一“温”一“冷”，何等
鲜明；“俭为贤德，不可着意求贤；贫是美称，只是难居其
美。”何等通达。

又如“看书只要理路通透，不可拘泥旧说，更不可附会新说。
”指明读书应采取的态度，何等精辟。再如“有世法、有世
缘、有世情，缘非情则易新，情非法则易流。”，以“法”、
“缘”、“情”三者涵盖人际关系，又是何等的睿智。

通读全篇后，尽管本人一时难以对书中所有的意思完全领会，
但感悟有“五”。

一曰“醒”。即做人要清醒。“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
醒”。“醒”对于一个社会、一个人来讲尤为重要。故此，
楚大夫悲怆高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
醒，”“醒”是第一要务，惟有醒了，生命才可贵，天地宇
宙才真实。尽管“糊涂”是做人的一种境界，但“清醒”也
是做人的一种境界。所以，该糊涂时则糊涂，该清醒时则清
醒，在糊涂中保持一份清醒。在清醒中装饰一份糊涂，这才
是做人的真谛。故此，陈继儒先生将《集醒》作为全书之重
放在开篇之首。

二曰“守”。即做人要有操守。如“澹泊之守，须从浓艳场
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过。”又如“安详是处事
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洒脱是养
心第一法。”还如“多躁者，必无沉潜之识；多畏者，必无
卓越之见；多欲者，必无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
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以及“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
境看襟怀，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见识。”等。

三曰“淡”。即做人要淡泊。“轻财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
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轻财”是一种境界，
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做得到。“律己”是一种精神，是一个



人对自身自觉自愿的要求，“量宽”既是一个人的修养、一
个人的素质，又是一个人的境界、一个人的品格。“身先”
是一个人把自己置于表率位置的体现，让行动代替语言，让
行动胜过语言。又如“透得名利关，方是小休歇；透得生死
关，方是大休歇。”“市恩不如报德之为。厚市恩不如报德
之为厚，要誉不如逃名之为适，矫情不如直节之为真”等。

四曰“闲”，即做人要悠闲，是编者津津乐道的主题之
一。“闲”主要指参透名利、生死，领悟人生真谛后的心灵
的镇定、平和、安详、从容，但也有劳逸结合的旨意。书中
云：“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在劳动人民
的“休闲权”普遍受到重视的今天，重温古人关于“闲”的
审美感悟，觉得有一种亲切的意味。还如“人生有书可读，
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涵养之如不识字人，是谓善读书者，
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等。

五曰“超”。即做人要超脱。就是不能把生活看成是各种物
欲的表象，而要超越物欲，达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
界”。所以，在书中，编者反复叮嘱世人要善于“超脱“。
因此，人不仅要善于生活，还要善于欣赏生活、表达生活、
创造生活，在生活中发现真善美，欣赏真善美，表达真善美，
创造真善美。如“田园有真乐，不潇酒终为忙人；诵读有真
趣，不玩味终为鄙夫；山水有真赏，不领会终为漫游；吟咏
有真得，不解脱终为套语”等。

《小窗幽记》自问世以来，即成为时人的欢迎，以后历代均
获得高度的赞誉，并被今时的读者视为古人修身养性、为人
处世的经典宝训。

因此，无论你是从政、治学、经商者，还是创办实业者，无
论你是成功者还是暂时的失败者，只要能认真读一读这部人
生哲言小品集，都会开卷有益的。



小窗幽记读后感篇三

一周的制度起草要把脑壳掏空，也没了什么心情写文，就写
写在看的《小窗幽记》吧。

有些书就像严肃的老师一样，告诉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有的就像一位智者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
所伏。而有的就如一位哲学家：浮生若梦，若梦非梦，浮生
何如？如梦之梦。

看小窗幽记的时候，我觉得作者眉公更像一位平和的长者，
慈眉善目坐在那儿，讲讲涵养心性，为人处事，再聊聊养生
的常识，还有一些美学的熏陶，轻风细雨一般滋润着读着的
心田，不知不觉感受着他的智慧和洒脱。你看：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
见脚跟。

繁花似锦，柳密如织的美好境遇中，不受束缚，来去自如，
才是有方法的；狂风暴雨中，站得住脚才是有原则的。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安逸享受的生活使多少人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可好景不常在，美梦终会醒来，到头来只是梦幻
的一场空。唯有智者不受繁花粘身，柳密缠身的诱惑，拿得
起放得下，在这样的境遇中来去自如。赌场挥金如土的氛围
吸引无数人前往，赢一局还想赢，输一局想翻本，结果越陷
越深倾家荡产，少有人小赌怡情全身而退。而今不少青少年
沉迷于游戏，用着父母的钱不愁衣食，却以为这样的日子会
长久下去，但也有人看清现实，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寻找出路。

懒可卧，不可风；静可坐，不可思；闷可对，不可独；劳可
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接着他又说：想要清净的时候，可以安坐，但是不要思虑过



多。这个看似容易的建议，其实现在好多人也做不到，我想
静静，每次都这么说，可心静不下来，要不就东想西想，想
出一大堆烦恼事，不是有句话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嘛。现在人常爱说的一句话：我心好累啊。深深的吸气，慢
慢的呼气，静点、静点、再静点。

如何度过苦闷期呢？可以与人说说话，千万不要独自垂泪到
天明。我们都很喜爱的一位北宋文学家、豪放派词人苏东坡
先生人生际遇沉沉浮浮，实在坎坷，好在他胸襟开阔、通达
乐观。在被贬黄州的时候，生活困顿、贫病交加，他并没有
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更加积极去面对，垦荒东坡造田，
东坡居士因此流传千古。

与此同时他又广交朋友，徐大受、朱寿昌经常带着酒肉来看
望他，又有马梦得、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古农夫、和
一位大嗓门彪悍婆娘、道士、和尚这些朋友，他们饮酒夜游，
半夜醉醺醺爬过城墙然后各回各家。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
两赋一词，业余时间还研发出了东坡肉、东坡汤，本来是苦
不堪言的流放生活，让他过的有了诗和远方，黄州也因他受
到世人的瞩目。

我们试着通过《定风波》来探究苏东坡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
的精神境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
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不要在意穿林打叶的雨声，吟着歌悠然自得地走着，在这儿
竹杖草鞋正好走道儿，谁怕？任凭风吹雨打，自在过自己的
一生，风微凉，吹醒带着酒意的我，山头刚放晴的太阳迎面
照过来，回去吧，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

豁达之情由此可见。谁都有苦闷的时候，但是想想，你能比
人家苏先生还惨吗？



劳累的时候可以饮酒，不可以饱食；醉酒的时候可以睡觉，
不可以贪欢；劳累时过度饮食，首先伤肠胃，其次脑细胞因
缺氧容易导致大量坏死，当然眉公那个时代的酒精度数没有
现在的高，也就相当于餐前开胃酒了。喝酒喝醉了，就乖乖
躺下睡觉，别再让他老人家操心了。

偶然读一读《小窗幽记》，心平气和方能看清世事本质。书
中的清言名句虽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方法，却可引发我们的
思考，以书中短句思索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为是一种对自我的
认识。看清自我，反馈于生活。

也希望，细读之，有醉意，有古意，有剑意，有侠气。

小窗幽记读后感篇四

《小窗幽记》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眉公）读
史论经之余，编著的一本关于修身处世养性的格言小品集。
书中文字多出于古代的经史杂著，以及民间俗谚。它与《菜
根谭》、《围炉夜话》并称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三本必读之
书，也有人称之为“处世三大奇书”。

《小窗幽记》是一部促人警世，言短旨远的人生哲言小集。
集中的内容涉及了修身，养性，经商，从政，处世等。作者
以哲人式的冷峻，对当时糜烂庸俗的世风做出了辛辣且不失
客观的抨击，流露着“好为清态而反浊者，好为富态而反贫
者，好为文态而反俗者，好为高态而反卑者，好为淡态而反
浓者，好为古态而反今者，不如混沌为佳”的一种无所拘束，
高远超脱的”难得糊涂”的自由人生境界。

很多声名卓著的文人雅士称誉《小窗幽记》的作者陈继儒是
能够悟透生死关、看破名利场的智者。陈继儒在集中写
道：”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则根烬复萌，而尘情终累乎情
趣。今日之是不可执，执之则渣滓未化，而理趣反转为欲
根”。这充满智慧的格言，如一缕清远气息，在这初夏的凉



爽中萦绕着我。

掩卷遐思，在这幽缈的气息里，仿佛看见一个智者的模糊轮
廓，颤动在历史长河的粼粼波光中。书卷里除了高蹈超脱的
哲性，还存有某种隽永、慎密的理性思维。

品读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其实就等同在剖析作者内在的精神
形态。《小窗幽记》这本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其所言
诉的思想有着深蕴的文化内涵。直至今天，仍发人深省。它
犹如一只遥远年代里斑驳的青铜器，泛着诗意的苍绿；又如
同一个潇逸之士，着一袭禅者的布衣，披着清冽的寒辉，啸
吟，且徐行，在岁月深处吟唱着乌托邦式的精神操守之曲。

其中最喜欢的是陈眉公辑录在《小窗幽记》中的这句：宠辱
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这是明人洪应明的一副对联，洪应明是《菜根谭》的作者，
所以，它最早的出处，应是《菜根谭》。

一直以来，就喜欢这幅对联，在年少懵懂的时候就喜欢。这
幅对联典雅华丽，看似淡然却深奥，一读起来便会蔓延一种
心绪和情怀。人生山长水长，需要一种空灵的东西来给自己
以心理暗示，方能笑看流光飞舞，不觉人生苦寒。

“闲看庭前”三字，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
冬”之意，闲字又有一种随心的不经意。而“漫随天外”又
显示了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花开花落”、“云
卷云舒”境界高邈，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
在是异曲同工之妙。

一副对联，短短二十四个字，却深刻道出了人生对事对物、
对名对利应有的态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得之不喜，失
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如此，才能心境平和，淡泊
自然；方能达观取舍，笑看人生。



现代人大多活的很累，精神与心灵不堪重负。金钱的诱惑、
权力的纷争、宦海的沉浮，让人殚心竭虑，是非、成败、得
失，让人或喜，或悲，或惊，或诧，或忧，或惧，一旦欲望
难以实现，一旦所想难以成功，一旦希望落空成了幻影，就
会失落、失意乃至失志。而克服这种失落、失意、失志，需
要靠内心的调试来平衡，从而达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的自在状态。

当代大德赵朴初先生在了悟生死之后，去世前写了几行字：

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挂牵。

——三十二个字，充分体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精
神内涵。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花开则荣，花落则败。不
以一时荣耀而忘形，不以一时屈辱而自弃。淡泊名利，无欲
则刚。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禅悟生死，逝水无痕。生
亦乐，死勿悲。心如流云，顺其自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所处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也在
急速变化中。面对这复杂多变的环境，我们不禁要喟叹，现
在不仅做事难，做人更难。处世之道，就是为人之道，今天
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就得先从如何做人开始。明白怎样做人，
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待人接物才能通达合理。《小窗幽记》
极具内秀，是一部促人警世，言短旨远的人生哲言小集。全
书始于“醒”，终于“倩”，虽混迹尘中，却高视物外；在
对浇漓世风的批判中，透露出哲人式的冷隽，其格言玲珑剔
透，短小精美，促人警省，益人心智。它自问世以来，不胫
而走，一再为读者所关注，其蕴藏的文化魅力，正越来越为



广大读者所认识。

小窗幽记读后感篇五

也门近一个月里似乎有了许多闲暇的时间，也可以做些闲事。
《小窗幽记》也算得上常记心头，起源就是去年暑假时在书
院杂志上看到本书的选段，就一句"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
世法不必尽尝；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珠宜当独朗"，颇
合当时处境，似有所感。之后看过电子版之后，觉得还是纸
质的舒服，就打算买本书，到书店一看，有倒是有，但翻译、
评注太啰嗦了，还是看原本有味道。

准备打印下来，但也没有打完，放假时间也多了，就抄写下
来吧，也可以边抄边读。这段时间过年回家一趟，看书抄写
的时间也被分割开来，加之有时游戏也耽搁了许多，五万余
字竟然抄写许久才完成。抄一遍看一遍之后，写点感想。首
先从体裁上划分，该书属于格言警句类小品文，"小"当真是
窗子尺寸小，或者是因为句子短小吧，少则几字，最多百余
字，平均就十余二十字。然而积少成多，全文五万多字也成
中等篇幅，因此并不小。我是很少读中篇或者长篇小说，还
好是小品。"品"则是因为其中滋味需要细细琢磨，不是草草
看过就能理解。这也符合闲暇时的读书要求：一字一句的慢
慢读，一心一意的仔细品，以此消磨时光，但不至虚度时光。

然而纵观抄写读取的过程，其实是相差许多，为了赶进度，
句子多是快速看过，至于味道，除极少数有所感触，大多是
淡淡的，这也符合常规：越是心动，越是不得到。虽然该书
分为12卷，每卷都有个题记，但卷题和正文的关联总是显得
那么的模糊，甚至可用牵强附会形容。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
理解其内在的联系，或者就是"小品"的特色。

为了不使抄写仅仅是抄写，下面勉强对每卷做作个小结和分
述。卷一集醒题记中"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
于声色车马"也是相当程度的刻画了人的原动力：欲望。大一



学管理学讲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也是相当细致描述了人的需
求或者说欲望。而以六根六尘六识也很精到。

该卷中，"费千金而结纳贤豪，孰若倾半瓢之粟以济饥饿；构
千楹而招徕宾客，孰若葺数椽之茅以庇孤寒"讲"财"；"仕途
虽赫奕，常思林下的风味，则权势之念自轻；世途虽纷华，
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讲"权"，"神人之言微，
圣人之言简，贤人之言明，众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会
心之语，当以不解解之；无稽之言，是在不听听耳"、"寒山
诗云：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知，虽然不应对，却是得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