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凤仪年谱与语录（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王凤仪年谱与语录（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510817526

10位ISBN编号：7510817528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朱允恭 九州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朱允恭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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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仪年谱与语录（上下）>>

前言

出版前言王凤仪先生是二十世纪世界大变革前夕的朴素的思想家。
原为偏僻山沟里的一位农夫，家贫，不曾读书。
因笃尽伦常，义赴友难，乃见性明道。
预知时代的大变革：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创业”世界，将要结束；人是公人、产是公产的大同世
界，即将到来。
于是乃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从此要换世界了！
大同开幕啦！
当时人多不解。
父殁庐墓，更豁然贯通，彻悟了人生的真义，明白了人生什么是真正的苦，什么是真正的乐，苦怎样
能解除，乐怎样能得来，从而立下“翻转世界，重立人根”的宏伟大志。
先生既不曾读过佛经道典，又未学过圣经贤传，生平讲道，完全是由躬行实践中悟出来的。
例如，由于悔过，顿愈疮痨，才发明性理疗病。
因此，欲钻研其学说，必须对其生平事迹有所了解。
三界、五行、四大界，是其学说的主体，指明了人生的正路与人生的归宿；伦理家道，死心化性，是
其学说的重点，阐明了尽人合天、了凡入圣的至德要道。
先生长时期生活在荒僻落后的山村，饱尝乡下人们的饥苦寒酸，尤其对家庭中的苦恼，了解更为深刻
。
经过数十年的体验了解，认识到家庭是人类繁衍的源泉，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位。
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伟人哲士，以至平民百姓，无不生长在家庭里。
欲生出好的子女，必须从家庭彻底转变，欲家庭转变，就必须从夫妇做起，振兴母教，提倡妇女道德
，建立新家庭。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庭的问题。
因此，先生一出山，就创办义务女学，打倒旧“三从”，力倡女子独立，讲究妇女道，这可说是他改
建社会的开端。
继而创办崇俭结婚（原称先天结婚）与储金立业，用以调和天地间的气血（人是天地间的气，钱财是
天地间的血），作为改建社会、缔造大同的两大关键。
夫妇为人伦之始、造化之基，故崇俭结婚是重立人根的基础；公产是新世界的经济命脉和生活资源，
故“立业”的本质，乃是通向大同世界的桥梁。
二者实为 “翻转世界” 的有力措施。
先生风尘跋涉，劝世化人，四十余年，足迹遍东北及华北，蒙化者千千万万，毁家兴学弃产淑世者，
层出不穷。
经常开办几千人的盛大讲演会，听众莫不欣然悦服。
年久沉疴，闻道而愈者，不胜枚举。
自先生明道，从事社会活动起，逝世后，直至其事业解体止，历半个世纪。
所创之事业，除女义学、会体和新农村之外，还设有性理讲演社、安老所、怀少园、学田农场和工读
学校等，总计不下千余处。
先生体力衰弱的晚年，尤以身作则，极力倡导下达农村，集团过家，学会过穷苦生活。
特别着重人们要认真实行，以防沾染城市浮薄之习，使性命伦理普及到广大乡村，树立净底家庭的典
范，实现“立业世界自立人”，从而培育了大同社会的雏形。
时代的巨变，会有力地证明，这正是往大同世界 “播民”呢！
先生从不认师傅，也不收门徒，更不排斥任何宗教。
其讲道，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
有的话是因人施教，所以不能都视之为普遍法则。
例如，嫡庶道，便因时代的进展而失去意义了，但其学说的精髓与主体，是永远行之有效的。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我们平常人，讲到此为止，不讲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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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家齐国自治，身修家自齐，修身之要素，在诚意正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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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凤仪年谱与语录(套装共2册)》最详尽地记载了王凤仪先生的思想。
王凤仪老善人（1864～1937年）是位清末民初人士，中国民间的杰出思想家、教育家。
他一生提倡义学，尤其是为女子办义学，累计创办了四百多所学校。
他所到之处，宣讲伦理道德，本位在于家庭的伦常道，他将之归结为“夫妇道、父子道、兄弟道、婆
媳道、姑娘道”等等，教导人们各尽本分，正己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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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允恭，字循天，他于1913年七岁时见到王凤仪，在义学中读书。
十八岁到廿六岁，服务于安达县喇嘛句子的学田部及“务本学校”，在寒暑假中听王凤仪讲演，记有
《请事斯语》一卷。
自1932年起，跟随王凤仪周游各地讲演，记有《侍坐随笔》十二卷。
他又收集其他人的笔记九卷。
朱允恭将这些笔记加以整理成为《王风仪先生年谱》，记到四十二岁时止。
之后朱允恭陆陆续续的整理王凤仪后半生的资料，直到1967年，方才完成整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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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年谱王凤仪先生纪念碑文语录第一篇三界第二篇五行附录五行性各论与运用第三篇四大界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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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十四岁在王树德家牧牛，连做三年。
自述当时工作情形道：我给人家牧牛时，恐怕睡着了误事，给同人磕头，求人招呼我，好早点起来。
每天除了放牛以外，东家奶奶还叫我喂几头猪（肥猪、母猪、小猪等，故须分喂）、烧几铺炕、喂几
条狗、挡鸡架和猪圈门子。
她吩咐以后，我就尽力去做，绝不使东家操心。
放牛时，不曾打伤一牛，孕牛和病弱的，另外牧放。
生息时，若遇冬季，就把牛犊抱入伙房里，因此，牛孳生很多。
先生那时就留心人生之真义，把世人可喜可忧的事都看破了。
自述道：我十四岁时，看见我祖母割大烟，我的叔伯姐姐和我祖母吵骂，我伯父在旁边听着，并不管
他的女孩。
我心里想道，人当生儿孙时，旁人都要道喜，像我祖母得我伯父和我叔伯姐姐那样的儿孙,又有何喜可
贺呢！
我从这以后，对于人所喜的，我不以为喜，对于所忧的，我不以为忧。
先生因此就念念为老人着想，自述道：我十四岁给人家牧牛，我有时回家，母亲给我饽饽，我不吃。
母亲问我因甚不吃，我说，因我吃得太饱了。
我的意思，我若吃了，我母亲必要疑惑：东家的饭食不好，我儿子必然不得饱饭吃。
总要天天地惦念。
所以我绝不吃。
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戊寅十五岁先生家贫，知道母亲做鞋困难，所以赤脚放牛。
一天，东家有事命往亲家去，他想回家穿鞋，怕母亲作难，就赤脚走了。
归来告母，母亲数责说，你不穿鞋去，人家不笑话我吗？
先生默然。
先生自幼好怜悯小朋友，自述道：吴国政八岁，给他外祖母放羊，我和他一同放，天天到一起，我比
他大六岁，我很可怜他、照看他。
以后，他下工就去住烧锅（指酿酒的作坊），也是放猪，渐升为糟腿（旧时酿酒徒工），一年能挣三
百吊，我做一年只能挣七十吊。
我对他说，你不会过日子，后来他果然穷了。
过日子要不过到佛国去，就算不会过日子。
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己卯十六岁是年与同邑二道沟白守坤订婚（守坤戊辰正月二十三日申时生）。
自述道：我兄弟四人，只有我帮助我母亲做活，我会纺线、扎鞋底子，做姑娘活。
我最老实，光做活不作声。
老白家看我诚实，就托媒订婚，没给许多聘礼。
同志李义生（九月十三日，时母年三十九岁，系三家王氏女。
义八岁丧父，父业农，掘煤洞陷，救出死。
义二十二岁娶妻王氏，系先生之族人）。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一岁在锦县十里台张家做活。
这年还是恐受族人讼事的牵连，所以到张家做活。
初到时托张表兄给找做活的地处，表兄问：“你打算多少钱做？
”先生道：“这话说的！
我托你找活，你看我值多少钱，就给我找多少钱的活吧。
”表兄道：“我看你好了值三十吊。
”先生道：“你就照那些钱给我吧。
”表兄道：“三十吊你就做吗？
”先生道：“那可不是怎的！
你看我值那些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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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表兄家工人已雇全了，他与家人商议，以为便宜，就把先生留在他家做工了，上工就接班赶车
，一连赶了四年。
初到时，张家当客人招待，小孩们都呼表叔；上工后，便视同佣人，到吃饭时，孩子们招呼道，做活
的吃饭啦！
先生嗔他们轻视人，竟引起悟道的动机。
自述道：我做活时人呼我为“做活的”，我想道，是谁给起的名叫“做活的”呢？
我一气悟了三个月。
到最后的半个月，虽有对面人说话，可以看见他嘴唇动着，也知道他发出声音来，但好像在几里以外
似的，所以不能接言。
悟了好久，知道是天给命的名，“名者命也”。
既是天命，必有天理，既是天理，必有天道，把天道尽了，就是天德，得着天德，准享天福。
天道是什么呢？
悟了好久，才知道，是要做得活了，不但自己活了，还得把人家活了算，打算把人家做活了，得叫人
家佩服了，就是道。
既得之后，天天乐，贪黑也乐，起早也乐，饭菜好歹，或早或晚，绝不挑剔。
吃饭米太粗，那小伙计一劲叨咕，我说：“你看人家东家都吃这个饭呢，咱挑眼就不合理了！
”因为以志做人的人，只求人宾服算，哪能挑剔人家呢！
我和伙友们一同装粪车，我撮一锹，满能抵他们两锹，所以我总是早些装完。
我看赶车的上坡时，他打前套骡子一鞭子，骡子一尥蹶，辕马站下，车就误住啦。
我看得明白，我说：“我替你赶一趟。
”下坡时，我打骡子两鞭子，那骡子就赶紧地走；上坡时，鞭子一摇晃，就拉上去了。
车伙子便把车交给我了。
东家奶奶看着我样样都能，就夸奖道：“王老二可以啊，真是满台转啊！
”由此，真得到东家全家的佩服了。
工作时，还注意村中的各家的行事。
自述道：我在二十一岁时，见村中有兄弟分家的，拿刀动枪互相争杀，我就暗暗想道，他为什么争呢
？
他争得来的财物交给谁呢？
想了一天，忽然明白了：啊，这是分家的世界，分了家就不要老人，只有女人他可忘不了，准得带着
，他争得来的财物都交给妻子呀！
那时正在抬粪，我就大喊着道：“我非当个格子样的人（即特别人）不可！
”伙伴们瞅瞅我，他们不知我说的哪里话。
主人张某是先生的表兄，较先生年长四十余岁。
在少年时，因为避难，曾久住先生家。
他知先生曾祖事故甚详，得暇便讲与先生听，久之便引起先生的志。
自述道：我在张家做活时，常听我表兄说我曾祖、祖父、父亲都读过书，而我曾祖尤有写好字的名声
。
我一天学也未上过，可以说目不识丁，将来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呢？
想到这里，非常惭愧，因而立志，我无论怎样贫苦，非令我儿子入学读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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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凤仪先生生于清末，幼家贫，不曾读书，为人佣工。
通过长期社会实践，深切地领悟到：欲社会好，必须有良好的国民，欲有良好的国民，须有良好的教
育，但家庭教育是人生全部教育中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教育。
良好的家庭教育，必须有良好的母亲，而良母的形成，必从姑娘的教育开始。
所以凤仪老先生于清末民初时期，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创兴七百多处女子义学，遍及东北和华北部分
地区。
    在创兴女子义学同时，凤仪先生阐发了改进社会、移易世风、欲做完人的性命伦理学说和性理疗病
法，已是近代史和哲学史的一部分，值得世人重视和研究。
本书内容经由朱循天先生记录与整理，是凤仪老先生一生言行最完整的纪实。
    余与循天相识，远在一九四一年，余妻潘静如曾参与循天先生创建的亮中新村工作。
本书的原始资料，在五十年前(一九四二年)我曾看到过，是用毛笔工整地写在印有方格的稿纸上，装
订成册，盖有十多册之多，放在循天先生的书架上。
    这些原稿有些人主张应即出版，以广流传。
朱先生认为时机未到。
盖当时人民团体和宗教活动受日伪政权严密控制，诚恐遭致篡改，失去凤仪老先生的语气与原意。
    一九八九年，余向刘秀琴(循天夫人)问候，并在名片上写了“循天遗作，可带来印书”几个字，因
得循天长子式乾带来《年谱与语录》全部原稿，印制成书。
余能替循天先生实现出书之愿，实是人生一大幸事。
    式乾坚嘱余写序。
兹谨略述这些第一手资料，何以迟到今天始能公之于世。
并向为此书问世而尽力的门一平女士致谢。
    张恺升谨述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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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凤仪年谱与语录(套装共2册)》是他的弟子朱允恭所编。
直到1967年，才完成整部著作，是公认的王凤仪先生一生言行最完整的可靠版本。
1992年，朱允恭的朋友张恺升在美国旧金山将朱允恭的原稿影印本用正体字排版，1994年由台北的若
水善书流通处在台北印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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