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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

里有很多智慧
#

智

慧在人心里如何酝酿
#

一个很重

要的方法就是后天学习
$

子曰
%

&

吾尝终日不食
#

终夜不寝
#

以

思
#

无益
#

不如学也
$'

意思是

我曾经整天不吃
(

整夜不睡地思

考问题
#

但并没有益处
#

还不如

去学习
$

人有理想没有错
#

但仅

停留在空想上就是一场梦
$

人在学习的时候
#

一定要用

心
$

子曰
% &

群居终日
#

言不及

义
#

好行小慧
#

难矣哉
!

'

意思

是整天聚在一起
#

说的都达不到

义的标准
#

专好卖弄小聪明
#

这

种人真难教导
$

由此可见
#

人有

的时候如果不反省
#

议论的东西

可能完全是无用的信息
$

有个小故事
#

一位哲人素来

沉默
#

一天
#

他的一个朋友神采

飞扬地跑过来对他说
% &

我要告

诉你一个特大消息
$'

哲人拦住

他的朋友说
% &

任何消息说出口

之前要过三个
)

筛子
* %

第一
#

你的消息是否真实
+

第二
#

你的

消息是否是善意的
+

第三
#

你的

消息是否真的很重要
$'

其实这

三个
&

筛子
'

就是我们选择知识

的标准
#

只有真实的
(

善意的
(

重要的信息
#

才是值得我们耗费

生命去学习的
#

也只有这样的学

习
#

才能对我们的人生最有价

值
$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样一个

问题
#

孔子生活的时代物质贫

瘠
#

他的思想体系是怎样形成

的
"

其实这个问题在孔子生活的

时代就有人问过
#

卫公孙朝问

于子贡
% &

仲尼焉学
"

'

意思是

你的老师在哪儿学了这么多东

西
"

子贡曰
% &

文武之道
#

未坠

于地
#

在人
$

贤者识其大者
#

不贤者识其小者
#

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
#

夫子焉不学
#

而亦何

常师之有
,'

意思是文王武王之

道
#

并没有失传
#

还留在人们

中间
$

贤能的人可以了解它的

根本
#

不贤的人只了解它的末

节
#

没有什么地方无文王武王

之道
$

我的老师何处不学
#

又

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传播呢
,

一个人如果张开耳目
#

处处皆

是学问
#

孔子的思想体系就是

从他人身上学到的
#

孔子综合

感悟
#

最后形成自己的体系
$

所以向书本学
#

不如向世人学
#

如果有这样一种学的悟性
#

处

处皆可学
$

!%&'()

怎样学
#

向什么人学
#

孔子

曾经说过
&

不耻下问
' #

其实
#

&

下
'

未必就是高下
#

不过是换

一个思维角度
#

换一种思考方

式
$

#$%&

年
#

%'

多位诺贝尔奖

的获得者聚集在巴黎举行一次盛

大的聚会
#

媒体问了这些得奖者

一个共同的问题
#

就是
&

你在哪

一所大学
(

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

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

后来大

家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答案是幼

儿园
$

一位科学家说
% &

我在幼

儿园里学到了凡事要跟他人分

享
#

人要遵守制度和规则
#

饭前

要洗手
#

中午要睡觉
#

对人要谦

逊礼让
#

做了错事要道歉
--'

其实
#

仔细想想
#

假如让我们回

到幼儿园
#

很多道理都会变得很

简单
#

那只不过是一种最朴素的

思维方式
$

有个小故事
#

一个孩子跑回

家
#

兴高采烈地对爸爸说
% &

苹

果里面藏着星星
#

你要多少颗就

有多少颗
$'

说完他拿过一个苹

果
#

拦腰切了一刀
#

苹果的横断

面就是一颗星星
$

孩子横着一片

片切下去
#

爸爸瞠目结舌地看见

苹果里跳出一颗又一颗星星
$

成

人吃苹果从来都是竖着切开
#

所

以不会相信苹果里藏着星星
$

什

么是不耻下问
,

有时孩子的思维

也是值得成人学习的
#

所以不耻

下问不一定要向那些比自己学历

浅的
(

地位低的人请教
#

很多时

候是转换一种思维的方式
$

学习还有一个问题
#

就是怎

样去学
#

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因材

施教
#

所以同样的问题他的答案

也不一样
$

子路问
% &

闻斯行

诸
,'

意思是听到一件事我就要

马上行动吗
,

子曰
% &

有父兄

在
#

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

意思

是不与你的父兄商量
#

不向他们

请教就贸然行动
#

不合适
$

冉有

问
% &

闻斯行诸
"

'

同样的问题
#

子曰
% &

闻斯行之
$'

意思是听

到了就要做
$

公西华听见了很迷

惑
#

不明白孔子为什么给两个人

的答案截然不同
$

子曰
% &

求也

退
#

故进之
+

由也兼人
#

故退

之
$'

意思是冉有遇事畏缩
#

所

以要鼓励他
+

子路遇事轻率
#

所

以要加以抑制
$

这就是孔子的教

育
#

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问题可

以得到不同的答案
$

不同的人在

向世人学习的时候
#

都要扬长避

短
$

学习的方法和内容总是因人

而异
#

只要我们不断地取长补

短
#

完善自身
#

就是一个好的学

习者
$

!$'*+,

说到学习
#

不禁会想到一个

&

苦
'

字
#

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

程中
#

为什么要学
#

孔子有一个

答案
$

子曰
% &

诵
!

诗
"

三百
#

授之以政
#

不达
+

使于四方
#

不

能专对
+

虽多
#

亦奚以为
"

'

意

思是熟读
!

诗经
"

三百篇
#

交给

他政事
#

却不能处理好
+

叫他出

使外国
#

又不能独立应对
$

虽然

书读得多
#

又有什么用处呢
"

这

段话表明了孔子的一个态度
#

就

是学以致用
$

于丹认为
#

在当今

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学历
#

更需要

工作的能力
$

学以致用往往表现在最简单

的地方
#

真正的致用在今天这个

时代不仅考验人的智商
#

而且还

考察人的情商
#

要会变通
$

变通

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很高的层次
#

子曰
% &

可与共学
#

未可与适

道
+

可与适道
#

未可与立
+

可与

立
#

未可与权
$'

意思是可以一

起学习的人
#

未必都能学到道
+

能够学到道的人
#

未必能够坚守

道
+

能够坚守道的人
#

未必能够

随机应变
$

这段话里讲到坚持容

易变通难
#

坚持之后还能通透
#

是学习中一个很高的境界
$

有一个故事
#

两个商人带

着一船精美的陶瓷罐子到大城

市的市场上去卖
$

兄弟俩一路

颠簸辛苦
#

当船快靠岸的时候

遇上了大风暴
$

一场惊涛骇浪

之 后
#

两 个 人 虽 然 保 住 了 性

命
#

一船的陶瓷却全部打碎
$

哥哥毫无办法
#

坐在船头号啕

大哭
$

就在哥哥大哭的时候
#

弟弟上岸到最近的集市上转了

一圈
#

他发现这个城市的人审

美品位很高
#

不管是咖啡馆
(

商场还是家里
#

都特别重视装

修
#

于 是 他 拎 着 一 把 斧 子 回

来
#

把碎罐子砸得更碎
$

哥哥

不明白
#

弟弟笑着说
% &

我们

可以把所有的碎片改成装修材

料
#

同 样 可 以 赚 一 大 笔 钱
$ '

这就是变通
#

有时候思路的转

换是在一种学问做到极致后获

得的智慧
$

人只有在变通中才能根据环

境的不同
#

灵活地运用知识
#

从

而适应社会的变化
#

做一个真正

有用的人
$

然而
#

学习不仅是要

学习知识
#

更要学智慧
(

学品

德
$

孔子提出过一个特别有价值

的观点
#

就是世界上一些好的品

德也是通过学习来进行提升的
#

而且要进行制衡
$

子曰
% &

好仁

不好学
#

其弊也愚
+

好知不好

学
#

其弊也荡
+

好信不好学
#

其

弊也贼
+

好直不好学
#

其弊也

绞
+

好勇不好学
#

其弊也乱
+

好

刚不好学
#

其弊也狂
$'

这个世

界上
#

很多东西过犹不及
#

六种

美好的品德之所以会带来六弊
#

是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我们要经受

社会的挑战和考验
#

要在人际的

交往中去调试
(

变通
#

所以人要

通过不断学习去了解自己
#

跟世

界建立有效的关系
#

完成自我的

定位和制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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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核

心的理念之一
$

在
!

论语
"

中
#

人们可以看见很多关于诚信的论

述
#

而且是作为做人的前提
(

人

生的基础提出来的
$

信誉对人来讲
#

是行走于世

最基本的保障
#

如果没有信誉
#

就缺少了安身立命最根本的条件
$

子曰
% &

人之生也直
#

罔之生也

幸而免
$'

意思是人生要想坦坦荡

荡
#

凭的是为人正直
#

那些不正

直
(

不守信的人
#

不过是凭借侥

幸逃脱了很多灾难
#

磕磕碰碰地

活下来而已
$

那么
#

这样的道德

理念走到今天
#

在百姓生活之中

还有价值吗
"

()

世纪是一个公民社会
#

在

现在的社会中
#

信誉对每一个人

来讲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
$

也许

信誉并不写在你的档案里
#

但信

誉是人的口碑
$

孔子认为
#

正直

诚信的人才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

命
$

儒家将诚信作为做人最基本

的准则
#

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

作为核心价值
#

诚信被传承下来

不光是作为一种道德经典
#

也被

作为了普遍的民间信仰
$

!

感动中国
"

有一事例
#

江

西德兴县宗儒村有一个普通的农

民叫王云林
#

(''%

年年初
#

王云

林在救火时不幸牺牲
#

留下了一

笔债务
$

他的妻子陈美丽面对上

有年迈的婆婆
(

下有年幼的女儿

的惨境
#

毅然挑起了重担
#

她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村子里贴了一

张还债告示
#

替丈夫还债
$

还债

告示贴出去后
#

一个月之内
#

债

务金额就超过
*

万元
#

其中将近

+

万元没有任何凭据
#

但陈美丽

全都认账
$

债务有凭
#

良知无价
$

陈美

丽所追求的是自己良心上的安定
#

同时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

诚信不仅是儒家伦理的重要

内容
#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
#

对

于诚信的评价屡见不鲜
$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
#

诚信

是品评人物最基本的出发点
#

从

正史中记载的官员到民间生活的

百姓都无一例外
$

!23456

诚信是一块检验人品高下的

试金石
#

真正的诚信是每一个普

通人都可以做到的
#

不仅立于社

会
#

也能安顿自我
$

那么
#

衡量

一个人是否诚信的标准又是什么

呢
"

子曰
% &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

矣
,

得见有恒者
#

斯可矣
$'

意思

是善人我不可能看到了
#

我只要

能见着持之以恒的人就很不错

了
$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比诚

信还要简单的标准
#

就是能够守

恒
#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有一颗恒

常之心
#

才能保障对别人的信

义
#

如果做不到
#

就会常常陷入

迷惑
$

有一个故事
#

山羊早上起来找

东西吃
#

本想去菜地里吃些白菜
#

谁知看到早晨初起的太阳低低地从

地平线把自己的影子照射得很长
#

心想
%

原来我如此高大
#

改去大树

那边吃树叶好了
$

当山羊跑到大树

下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
#

太阳从头

顶上照下来
#

山羊看到自己的影

子特别小
#

就又跑回去吃白菜
$

等山羊跑到白菜园的时候已经是

傍晚
#

夕阳西下
#

山羊的影子又

拉长了
#

山羊回头一看说
%

好像

我还是能吃树叶的
#

于是又往大

树那儿跑
$

一天的时光
#

山羊在

太阳的迷惑下一口东西没吃着
$

这就像我们的人生
#

有时一种外

在的投射或一种虚幻的假象
#

在

某一瞬间让我们感觉自己比实际

高大或渺小许多
$

一个人的心怎

样保持恒常的判断
#

既不是妄自

尊大
#

也不是轻易妄自菲薄
#

能

做到恒常已经很不容易了
$

所以

守信不一定要做到多么高的标准
#

而是从最基本的出发点出发
#

完

成对自己内心的诚意的建立
$

诚是信的前提
#

一个人如果

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忠诚
#

也很难

对他人守信
$

魏征是历史上进谏

的名臣
#

唐高祖武德九年
#

李世

民决定在全国征兵
$

征兵过程中

由于征兵数量不够
#

就有人建议

李世民
#

如果年龄不足
)&

岁但体

格魁梧也可以
$

李世民认为有道

理
#

就签署了文件
#

文件按程序

到了魏征手里
#

却被魏征退了回

来
$

往返四次
#

魏征坚决不应允
$

魏征对李世民说
% &

军队有没有

战斗力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数量
#

如果你失信于民
#

军队的战斗力

是凝聚不起来的
#

国家的诚信度

也是值得怀疑的
$'

李世民听后
#

不仅采纳了魏征的建议
#

还赐给

了魏征一个金瓮
$

诚信是人与人相互信任的基

础
#

但现代社会急功近利
(

物欲

横流
#

当人面对种种诱惑的时候
#

往往会产生迷惑
$

其实不光普通

人会有这样的反应
#

圣人孔子也

会有这样的困惑
$

子曰
% &

主忠

信
#

徙义
#

崇德也
$'

意思是提升

道德首先要以自己的忠诚
(

守信

作为内心的依据
#

思想的改变必

须要合乎道义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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