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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焦虑症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大树理论，也就是
根本问题。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大
家有没有发现，近两三年知识付费的APP
软件极为盛行。

现在在职场里边达到一定收入的人，
他会突然间有严重的知识焦虑症，比如感
觉原来的知识储备不够，然后买大量的网
络课程，每天都在听、并且推荐朋友听。为
什么呢？他不是要学习，而是为了缓解一
种情绪。大家都感觉到这个时代发展得很
快，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所以有点惶
恐，他想继续再往前行、进一步的发展，需
要有人给他策划、给他领航，然后开始出现
知识焦虑症。本来你是没有的，但有人不
断告诉你，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一
些知识付费APP应运而生。

现在整体大的消费模式是先营造一个
你的心理需求，然后他再给你推产品，整个
时代都是这样。比如商场，过不过 2 月 14
有什么？结果他把这个搞得很好；双11是
节日吗？不是。结果弄到现在双11你不去
买点东西，好像就不正常。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商业化时代，知
识也被商业化。商业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什
么？比如你到商场买一件西装，你选择的
永远是结果。换句话说，你选择的是商
品。他不会告诉你，这件衣服是怎么做的，
怎么样选布料，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是商
业的一大特点。同样，当知识变成一种商
品，你获得的是终端的结果，这个知识如何
产生的？他不会告诉你。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中小
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的区别吗？就是中小学
老师绝对不允许自编教材。他是传播知
识，所以学生学得好坏在于他的知识储备，
他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大学老师是知识
的生产者，大学老师如果拿一个一成不变
的教材去教学，是不合格的。你拿别人的
教材来教，是剽窃，大学老师是自编教材
的。所以从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阶段，研
究生、博士叫研究。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
方法，就是根据结果推导前因，光知其然是
不行的，是通过结果推导它的所以然。

知识分级

把大家现在学“结果”的现象还原到一
个具体的事情上面，容易明白，叫大树理
论。比如一棵树，有根，有干，有枝，有叶。
叶是结果。我们绝大多数听到的知识，就
相当于每天在捡树叶。有一个词叫碎片化
知识，说白了就是碎叶化的知识，你获得的
都是知识的终端，你获得的永远只是树
叶。所以每天很忙，好像早上刷个牙的时
候听了一下，真切地知道了一个东西，又捡
了一些树叶。

树叶的特点是什么？你获得的它很真
实，也有用，比如偶尔可以夹到书本里面做
一个书签。当一片树叶一旦和树枝脱离，
它就会迅速腐烂变质，没意义了，树叶本身
不再生产，不会因为你弄了一堆树叶回家
埋到地里，第二年还会再长出来。

如果树叶要获得生命，唯一的办法就
是和枝联系起来。你要想把树叶繁茂一
点，其根本在于解决树根的问题。根深才
能叶茂，但是我们恰恰是不知道树根在哪
里。

所以学知识是通过叶子，然后看到每
一个枝，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枝枝叶叶
还不是大的问题，最主要是回到干，然后回
到它的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知识可
以划分为几个层级：

第一，碎片化的知识，这是知识的最终
端。比如柴火弄回家，一般的树叶不禁烧，
火也比较小。

第二，枝的问题，分支。现在绝大多数
专业工作者在做枝的问题。比如书法学，
你在书法学里面主要是研究草书的？草书
里面你主要研究张旭？这叫枝的问题，能
研究到这样已经是不错了。

第三，主干问题。从叶回到枝，回到
干。最简单的说法，拿一根树枝烧锅，燃烧
值要比树叶高。如果你获得的是树干，这
个树干就可以做个家具，它的持续性、永久
性要比枝、叶来得长远。那么最好的办法
是什么？

第四，根，知识的根本问题。比如一株
树，我从中间把干去掉，只要树根保持得很
好，只要获得了这个知识，你能从根部再出
发。所以解决了根本问题，你可以长出来
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知识的大树。根本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哲学问题。

所以知识包括:根本的知识、主干的知
识、枝的问题和叶的结果这样四个层次。
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知识是怎么样子的，你
在学的时候，就知道抓重点，抓根本问题，
就不再是去遍地捡树叶。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大树理论里面
的知识分级。

本源问题

第二，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一般情况
下，绝大多数人是从叶开始学的。从叶来
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获得的永远都是终端
的结果。怎么办？你就要想办法把每一片
树叶找到它的枝所在、它是长在哪个枝上
的，然后由枝与枝之间、如何回到树干上
面，然后回到树根上面，这样就把你的知识
给它系统化了。通过树叶和树枝、和树干、
和树根，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让你明
白我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找出来的结
果。也就是通过结果找到它的系统性，找
到它的因果链。这个时候你的学习也就会
超越常人的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知识的时候要强
调知识是一个系统，而不能是一个碎片。
系统就是这个根长出来这么一个干，分出
枝，每个枝长出叶，把这个给它梳理清楚。
脉络一清楚，你就可以提纲挈领。从掌握
知识的角度来讲，你也会事半功倍，而且你
这个知识不容易死掉，即使碎片化的东西
去掉了，到时候还可以再长出叶来。这是
大树理论的第二个层面。

大树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根本问
题来源于什么？所以下面是一个本源问
题。

从一个源头然后出来一个根本，根本
长出来干和枝，然后生出来若干叶子。那
么本源问题是什么？前面是一个系统化的
知识，到这里，它会更深入一步，就是这个
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大家知道一棵树是
怎么长起来的？比如一般情况下的树，差
不多是买一棵树根或者买一根树苗来栽，
但是人家专门有育树苗的，任何一棵树，比
如核桃树赖以成为核桃树的那个核心、那
个根据，最早是不是有一个核桃仁？那么
最早如果我获得了一个核桃仁，我把它埋
在地里，要考虑的是什么问题？你有这么
一个种子，叫仁儿。你要让它发芽，是不是
要选择时间？选择土壤？然后水分、阳光，
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是天时、地利，核
心部分的这个仁儿，是人和。种子是一颗
好种子叫人和，天时是时间选择好了去种
它，然后地利是有利于它的土壤，把它们合
起来，然后种子开始发芽、生长、茁壮，就像
带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好像有点坏习惯，给
他纠正过来，小树苗分枝多，要给它剔掉。
这个过程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孔子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无邪”也是《论语》里千古争论不休

的话题。它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
仁儿，往外发的时候直接发出去就行了，这
个叫直。一个仁儿能够直着长上去，它才
能够长成一棵大树，如果给它压一块石头
在上面，它长不成大树。就是当你发现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跟平常我们讲天赋一样，叫自性。所以
这个时候就从哲学问题转化成宗教问题。
你要考虑你的自性，你得知道你是什么样
子。

明心见性

昨天我跟一个刚过成人礼的小孩说，
你自己喜欢什么，这个很关键。只要你自
己喜欢的事是正当的，是“思无邪”的，是发
乎你的本心的，慢慢往前面长就行了。家
长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土壤），当他突然

“思有邪”的时候，像树长着长着会长出一
个个支桠，眼看乔木要变成灌木了，家长这
个时候用我们亳州话说，拿刀给他剔一剔，
把旁边的枝枝叶叶要忍痛割爱给它去掉，
这样才能保证它是一个乔木。

所以自性很重要。因为不同的树木，
它所需要的时间、空间和土壤是不一样
的。但首先要把这个种子选好，所有宗教
讲的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让你的自性
显现出来，叫明心见性。

如果你明白了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
么？我是为了别人，显得自己很聪明、有才
智、很俏皮、很新潮，还是要回到我的内心
里面来，我到底是想干嘛？我有什么样的
特长？我有什么样的爱好？这样你就和周
围一切东西没有关联了。否则，你是活在
别人的眼里，会活得很累。

当我说了个笑话是为了引起别人笑的
时候，别人没笑。怎么办？北京人说，只好
自己胳肢自己，让自己笑，这就过得很惨。
如果你是一个核桃，就不要去向往那个
杏。你看这个杏迎风飞舞，桃李春风的真
漂亮，唉叹我这个核桃怎么满脸皱纹，那就
麻烦。因为这个世界让你成为一个核桃，
核桃有核桃的功能，核桃有核桃的价值，你
没有必要像杏或者桃。

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老是向着外部
去活，不考虑自性。看着某某某挺好，就想
跟他比；那个人打扮得很新潮，就想去学新
潮；那个人现在有个最时髦的东西，我必须
去追赶。人因追逐于外物而丧失掉自我，
这个世界甚至对他都没意义，因为他把自
己给弄丢了。

所以我们讲大树理论，其实是谈“自
性”，即宗教问题；然后进入到枝和干，这个
叫科学问题；然后进入到根本问题，其实也
就是哲学问题。

明白了知识分级，你就可以想办法避
开碎片化的知识，找到它的根本知识，然后
从这里面找到它的内在的系统性，把它梳
理清楚，通过这些学习找到自己的自性，你
就可以安身立命，就会不焦虑。你看什么
东西都是喜欢的，因为你保持着你自己，你
会发现这个阳光不是只照桃树，也照到我
这棵核桃树上面；空气中有水分，桃树吸
收，核桃树也照样吸收，这个世界一切都变
得那么合理，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给
你准备的，最终你获得的是一种真正的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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