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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间万苦人最苦。
没钱的时候为了多挣些钱而日夜奔波、挥汗如雨，苦；有钱的时候又眼红那些更有钱的人，为了超过
他们，为了登上各种各样的富豪榜，不惜铤而走险、误入歧途，甚至锒铛入狱，苦。
没有权力的时候为了获取高人一等的权力而投机钻营低眉顺眼，苦；等手中有了点权力，又不甘心受
比自己更有权的人的驱使，于是，不择手段拼命向高处爬，到了高处才发现没了退路，最终惹祸上身
，苦。
钱、权、名本是一口锅里的粥，有了钱有了权岂能无名？
于是，为了虚无的名，为了缥缈的誉，很多人终日戴着面具，沽名钓誉，装腔作势，上演着一出出可
笑而又拙劣的木偶戏，使人失去了原本纯真从容的自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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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万事皆有度，过度谓之[贪]，贪念起则祸害无边。
趋利避害的8条黄金戒律，平安逍遥快乐一生的最大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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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贪欲：是人生一切祸事的源头一念贪私便坏了一生人品以贪图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
，在无形中就毁坏了自己的人品，从而招致别人的怨恨；而不贪不占、舍得割爱让利的人则处处受到
大家的欢迎，并可保一生平安。
孔子在其大作《论语》中也说过：贪于利而行，多怨。
这句话所说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统治者。
如果统治者行事只为自己着想，那么百姓准得遭殃。
所以，贪于利而行，必招民怨。
这是政治层面的解读。
但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不是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
修身而后能平天下，齐家之道和治国也是共通的。
儒家不是单纯的政治哲学或者单纯的伦理学，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人都自私，天经地义。
话是这么说的，可是人毕竟是一种群居的社会动物，是处于人际关系中的动物。
因此，过于“贪于利”还是行不通的。
如朱子注引程子语：“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孔子所说的“利义”的本质，就是说一旦义与利出现了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时，君子和小人的选择
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孔子所希望的是义与利能和谐地统一起来。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社会，或者有这样一个人，谋利完全合乎义，行义也能带来利，那无疑是最理想的
。
但可惜的是，在社会中，义和利往往都是冲突的，致使孔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一个人贪图私利是在所难免的。
有的时候，你的私利或许不会妨碍他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私利的无尽追逐会有害于他人，遭怨
也就难免了。
人争取利义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以义为准则，不仅要满足自己适度的生存要求，还要顾及他人的
存在。
对大多数人来说，完全抛弃私利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完完全全地“放于利”也是很不可取的。
世界之人，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十之八九都是自私自利的，只有十之一二除外，这除外的人，就成
了圣人、巨人、善人，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那十之八九的人，就成为世间过客，一晃即过，成为速朽。
十之一二的圣人、巨人、善人，也不能说他们就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损公肥私，不是惟利是图，十之五六为己，十之四五为人，就很了不起了。
就是十之八九为己，十之一二为人，也是大大的好人、善人了，也会受人尊敬，受人爱戴。
贪图私利，是人的本性；避害趋利，是人的本能。
这是无可厚非的。
自私自利，避害趋利，并不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甚至还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为吃穿而奔波，为富裕而奋斗，为地位而努力，为改变环境而拼搏，为改变命运而追求，只要手段正
当，没有危害他人，有何不可？
可怕的是，世界上，总有那么万分之一二的恶人、坏人、贪官、污吏，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私自
利，惟利是图，而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危害他人、危害社会。
追逐个人利益也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主要基础之一。
孔子并不反对这个观点，他的理想社会并不是由禁欲主义者组成。
但是，孔子也敏锐地看出，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一己私利为基点来行事，就会产生灾难性的恶果。
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主张：“依照私利而行的人，必定会多受埋怨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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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会忘记领导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怎样向世人传播他的平等思想的，让人们对他心目中的上
帝五体投地。
然而，当他拥有了权力后，他的自私自利却让老百姓痛苦不已。
他大兴土木，奢华腐化，终于使拜上帝教成为异端邪说⋯⋯老百姓依然在贫穷、疾苦中挣扎。
人生来有向往幸福、追求富贵的权利，但为了自己的权力去侵犯他人的权力就变成了罪恶。
人性中有一种恶就叫做贪婪，而这贪婪就是自私自利的源泉。
因为贪图私利，他们把他人的一切踏在了脚下，作为通向利益的桥。
迫害、谋杀、诬陷⋯⋯为了这种目的，他们几乎不择手段。
因为这种贪图私利，世界上出现了“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我们不得不感叹人性
的可怕。
去掉贪图私利带来的纷纷扰扰，这个世界会以最真最美丽的形式展现在你面前。
有更值得你去寻找的伟大，它的名字叫适度。
贪图私利是人的原罪之一，既应得到宽恕，也须加以约束。
它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走了极端，失了平衡，就会产生与造物目的相反的效果，反而给自身带来毁
灭性的灾难。
载舟之水亦可覆舟。
贪欲不去 会让人走向祭坛在《庄子列御寇》中，这个关于祭祀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去拜会宋王
，宋王赐给他车马十乘，他回来后就在庄子面前炫耀。
庄子说：“河上有一个穷人家，依靠编织苇席为生。
他家的儿子潜入深渊，得到一枚价值干金的宝珠，父亲对儿子说：‘用石头把这宝珠砸了吧！
价值千金的宝珠，必定出自深潭中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轻易地获得它，一定是正赶上黑龙睡着了。
倘若黑龙醒过来，你还想活着回来吗？
’如今宋国的险恶，远不止是深潭；而宋王的凶残，也远不止是黑龙那样。
你能从宋王那里获得十乘车马，也一定是因为宋王睡着了。
倘若宋王一旦醒过来，你也就必将粉身碎骨了。
”庄子这个讽刺是多么辛辣！
你以为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吗？
其实那只不过是睡着了的黑龙给你的一点蝇头小利罢了，一旦它醒过来，你要遭受的说不定就是粉身
碎骨的灭顶之灾！
后来有人聘请庄子做官，庄子对于富贵看得就像浮云一样淡，他对使者说：“你见过准备用作祭祀的
牛牲吗？
用织有花纹的锦绣披着，给它吃草料和豆子，等到牵着进入太庙杀掉用于祭祀，再想做个没人看顾的
小牛，还可能吗？
”他对官场上的是非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一旦去做官，也就是把自己送上了祭坛。
表面上有锦衣玉食，可是一旦有了贪念，想要获取更多，便免不了贪赃枉法。
而一旦贪赃枉法，便免不了做伤天害理的事。
而一旦这样做了，就会泥足深陷，等到最后就是想脱身也不可能了。
就算能当个清廉的官员，也有可能会遭到别的贪官的忌恨，会想方设法陷害你的。
等到东窗事发被抓捕归案的时候，那也就是人头落地之时。
到时候什么锦衣玉食都没有了，就算想重新过穷日子都不可能了。
所以，为什么要为了被杀掉之前的那短短一段时光的锦衣玉食就把自己送上祭坛呢？
庄子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拒绝了从天而降的高官厚禄。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够拒绝从天而降的名利呢？
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小牛披着锦绣、吃着草料和豆子的风光，但是看不到它被宰杀作为祭品的悲惨。
即使是看到了，大多数人也会认为如果自己是那头牛，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厄运的。
这就是人们由于利益驱动而造成的短视，也是现在弥漫在各色人群中的只注重“短期利益”的行为。
因为只注重“短期利益”，所以最终是不是会遭受被宰杀的命运，对于人们来说好像并不重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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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是与非。
也许是因为科技的发展，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相信灵魂与轮回，认为只有眼前的享受才是真实的，
这样也就缺少了一些道德的束缚，以前常说的“百年大计”会让他们觉得太漫长，不可思议。
而过去人们常想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代人更想着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顾好自己就
够了。
所以，大量盲目且短视的行为屡见不鲜，不仅在是名利的追求上，还体现在人们对待生存环境上。
谁都知道资源是有限的，谁都知道地球的环境在恶化，谁都知道应该珍惜水源，可是乱扔垃圾、浪费
资源、抓捕珍稀野生动物、用它们的毛皮做衣服⋯⋯这些行为仍频繁地上演。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知道是一回事，可是那个知道太遥远了，是明天的，明天要发生的现在看不到，所以可以当
作永远不会发生。
只要自己今天可以拧开水龙头不关，就有水可以用，哪里会有多余的心思去考虑自己的后代子孙是不
是要生活在一个水比黄金贵的环境里呢？
正是这种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自私、短视的行为，所以想要人们像庄子一样，清醒地意识到突如其
来的名利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险，并且果断地拒绝，那真是太难了。
见到利益就想得到，而且越多越好，这是人们通常的心理。
在春秋末年，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
他是个名不符实的人，不仅没有智慧，而且蛮横无理、贪得无厌。
智伯本来拥有很大块土地，但还平白无故地魏宣子索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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