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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游记》是一部杰出的神话长篇小说，它创造了一个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其情节和人物看似
荒诞不经，但却引人人胜，仔细回味又在情理之中，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作品的典范之一。
《西游记》中大闹天空、三打白骨精、智擒红孩儿、真假猴王、通天河、火焰山、盘丝洞、狮驼山、
车迟国、女儿国、灭法国、宝象国、平顶山等经典故事，情节曲折、紧张、激烈、出人意外、扣人心
弦。
　　《西游记》问世，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千差万别，有说是劝学的，有说是谈禅的，有说是证道的，
有说是通《易》的，还有的说《西游记》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一部很好看的神话传说，打打杀杀，
进进出出，挺有意思。
一时间众说纷纭。
“读一书则同，议一书者异”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故事。
凡故事，总要讲一些道理，谈一些警示，表达一些观念，以故事喻理示人。
《西游记》也是如此。
《西游记》告诉我们什么呢？
《西游记》告诉我们：“磨难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孙悟空原无什么本事，与其他众猴一样，只会跳树攀枝，嬉笑玩耍。
后来，因其历经四次大磨难，在磨难的学校里最终成佛。
参访仙道，拜师学艺，静下心来学二十年，对一个生性好动的猴子来说，不能不算是一场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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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伴随着这熟悉的旋律，《西游记》的故事已经被我们
熟知。
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的古典小说，它的一大特质就是小说中的神魔世界却正
是现实世界的反映，甚至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值得品味。
本书带着读者去品读、玩味西游故事，读出一番新意：《西游记》告诉我们要善待挫折、不畏困难，
遇事多动脑筋，做事讲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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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通，就须再变——孙悟空斗红孩儿不必缺什么补什么——孙悟空不会坐禅“隐”的力量不着一
字，却尽得风流——猴王隐身盗仙酒管理的艺术——八戒巡山“放下”就是快乐——唐僧心性端正无
欲则安——八戒被绑松林处无德则寡——取经四众得道多助无难则虚——从石猴到斗战胜佛无私则刚
——猪八戒常打退堂鼓激励的力量——八戒智激孙悟空悟性值千金——心有灵犀一点通假的就是假的
，终会被识破——真假美猴王见奇须疑——通天河妖怪作法有才有德，其行必远——孙悟空垂慈救小
童忘记阴影迎灿烂——被贬之后仍自强行百里路半九十——唐僧四众携佛经落水缺陷，其实是完整—
—开包晒晾经文本扬长避短才有精彩人生——孙悟空不善水战忍辱负重才是大丈夫——孙悟空忍辱负
重脚比路长——上天入地美猴王柔力似弓，以柔克刚——孙悟空以柔克刚最短的路不一定最快——智
盗紫金铃联想筑造发明之桥——天竺国孙悟空不识玉兔类比创新——毗蓝婆巧收百眼魔必须加大失信
“成本”——老鼋制造了第八十一难敌友非永恒——碧波潭降魔获宝排忧使人轻松——孙悟空落伽山
诉苦有“实”则必有“虚”——小雷音孙悟空遭难克难并快乐着——孙悟空戏斗黄风怪“太阳每天都
是新的”——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不为欲望所动——猪八戒贪欲遭擒定位太高，自寻烦恼——美
猴王想做玉帝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危机——孙悟空五庄观生祸退是进的开始，输是赢的开始——
小雷音弥勒收妖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金箍棒得心应手解决总是要有的放矢——二郎真君斗悟空每天
进步百分之一——万里之行，从脚下始忍受落差与低就——唐僧师徒从天上跌到地上心系一处事易成
——孙悟空取水解邪胎多长个心眼——妖魔肚里拴根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探无底洞两害之间
择其轻——孙悟空面临“两难”加大生命的力——从弼马温说起小细节决定大成败——孙悟空一调芭
蕉扇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真的成功——孙悟空二调芭蕉扇仁者之勇，雷霆不移——孙悟空三调芭蕉
扇幽默的力量——钉钯与铜锤虚荣要不得——孙悟空显摆惹是非品德也有相对性——杀强盗悟空遭抱
怨人因不懂规律而愚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想象——孙悟空的老家决定是银，
行动是金——石猴变成美猴王无智何以成功——孙悟空智过灭法国不找借口找方法——孙悟空是个好
员工平庸不要紧，千万别自作聪明——唐僧不是个好领导不自信就不能成功——猪八戒无大出息知足
者常乐——沙僧有个好心态勤奋是天资萌发的种子——白龙马吃苦耐劳清心、自律、修养——《西游
记》与佛理做人要有仁爱之心——《西游记》与儒学造就自我——《西游记》与禅机研究变化，以变
应变——《西游记》里变化有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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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要不通，就须再变——孙悟空斗红孩儿　　六百里钻头号山有一个妖精叫红孩儿，号称圣婴大
王，是牛魔王的儿子。
他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神通广大。
红孩儿也想吃唐僧肉，但见到唐僧周围有孙悟空兄弟三人护持，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摇身一变，变做
七岁顽童，赤条条身上无衣，用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松树梢头上，口口声声只叫：“救人！
救人！
”　　唐僧闻声动了慈悲心，非得要悟空救那妖精。
悟空火眼金睛，当然认得妖精，但他不敢再动手打了，因为若一棍子打死了妖精，唐僧非念紧箍咒不
可。
悟空动了心计，转换思路，假意听从唐僧的命令，背起妖精走路，想寻机会再算计妖精。
这也是悟空思路的高明之处，悟空若像对付白骨精那样对付红孩儿，不但灭不了妖精，自己却要倒霉
。
策略上的变通是必要的，许多情况不变通一下，就无法实现目标。
人不能光走路，走路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孙悟空背着红孩儿，找了个机会狠狠将他摔得像个肉饼，不料，红孩儿出神走了，随即在半空里
弄了一阵旋风，走石扬沙，将唐僧摄走，无影无踪。
孙悟空来到洞口叫阵，红孩儿斗不过，于是念了咒语，口里喷火，鼻子迸出浓烟。
悟空见妖怪的烟火飞腾，寻不见那怪，看不见洞前的路，只得抽身跳出火海。
　　孙悟空因妖精口鼻冒烟，不敢再去硬攻，于是转变战术，想以水克火，请了四海龙王，率众水族
，向妖精之火喷下雨来。
可是龙王下的雨只能灭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泼得？
这雨似火上浇油，越泼越旺，悟空又大败而归。
　　孙悟空第二次转变战术，让八戒去南海请观世音，不想让妖王将计就计假扮观音，擒了八戒，悟
空又输一着。
　　孙悟空第三次转变战术，变了个包袱，躺在洞外。
小妖将包袱背进洞中，悟空又变作苍蝇，探得妖王要请牛魔王赴宴吃唐僧肉。
悟空钻出洞外变了个牛魔王，大摇大摆地进了山洞。
不想这妖王十分机灵，竟识破了牛魔王是个假的，悟空此计又败。
　　孙悟空第四次转变战术，亲自去请观世音菩萨，菩萨用计收服了红孩儿。
悟空为了战胜红孩儿，四次转变战术，才转败为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不通，就须再变。
用一种策略或方法，久攻不克，就要分析这种策略、方法是不是“对症”，若不对症，再于下去也是
枉费工夫。
　　人生路上，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发现路走不通了。
“走不通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经常性的；对于众人而言，又是普遍性的。
为什么路会走不通呢？
有的路本来走得好好的，可是由于外界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路断了，只好想办法找路、换路；有的
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费好大劲往路上挤，却挪不动一步，很耽误事；有的路是近路，却错了方向
；有的路是别人的路，却不是自己的路，不适合自己，结果半途而废；有的人目标太散，东走西走迷
了路。
　　没有出路就必须另找出路，凭借什么去找呢？
虽然离不开自信、毅力、能力，但是更需要变通，才能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而找到出路。
人的头脑非常灵活，思路也很多。
例如交谈，当人们觉得这样说不妥当时，就会换另一种说法，而且换过之后，往往说得更巧妙、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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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换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换一种思路。
既然能够换一种方式说话，那么同样可以换一种思路走路、做事、做人。
当我们用旧的方法、旧的习惯做事行不通时，就要考虑换一种方法，换一种思路，说不定这么一换，
就换出一条阳光大道。
　　做任何事，当我们无能为力，感到没有出路时，不能总是按老规矩、老观念、老习惯、老脑筋去
办，而是要“变”，变则通，不变则永远不通。
要多考虑能不能从另一面人手，能不能换一种思路，能不能改变一下固有的做法。
变一次若还不行，就须再变，思路的变化是永恒的。
　　常常有“以不变应万变”之说，又有“以变应变”之说，这两句话都是妙语金言，但二者从字面
上讲又相互矛盾，到底谁是谁非？
其实二者都对，只不过适用范围不同而已。
“以不变应万变”是指心态而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稳定的心理状态对待外界的变化
，心旌不乱事不乱，遇险不惊事不惊。
“以不变应万变”是指对人的心理素质而言，以不变的冷静心态对待人生的苦辣酸甜、宠辱沉浮的变
化。
　　“以变应变”，是指做事的战略、战术、方法、技巧、途径，人变我变，环境变我变，时变我变
。
“以变应变”是变通。
如果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用一套固定的模式和方法、程序去应付，企图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的锁，
用一种药治疗所有的病，那不碰钉子才怪。
在找出路时，讲究以变应变，岂能“以不变应万变”？
　　与其在一个终日举债、不死不活的企业里混日子，拿可怜的一点工资，不如求变，另辟天地。
大多数人下不了这个决心，毕竟开天辟地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的惰性常常使人安于现状。
下岗了，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变。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从此在梁山当上了“五虎上将”。
有些人下岗后，闯世界，办公司，成了气候，变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　　有的人明明在某一岗位上不合适，根本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却因为安于现状而凑合着干，结
果磨了锐气，白耗了才华。
在这种情况下，变比不变强，早变比晚变强，非要等到不变不行时再去变，说不定已无能为力，心有
余而力不足，想变也变不成了。
　　在一个平庸上司的手下做事，不但学不到半点东西，而且上司还不懂装懂地瞎指挥，确实是件痛
苦的事。
假若你的上司真是个无能的人，你还等什么呢？
赶紧择木而栖。
《三国演义》中的陈宫在没有谋略的吕布手下做事，明知没有出路，却偏偏死跟吕布，这是愚忠。
最后，陈宫成了吕布的陪葬，可惜了他满腹经纶。
如果在平庸的上司手下工作，而且实在没有出路，那就应当另谋高就。
　　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指出：“我们正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变化，那些没有为适应未来变化做
好准备的人，必然遭受未来的冲击。
”当我们生存的外界环境变化，既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机遇，也有可能带来威胁时，我们对此反应迟钝
，将会丧失机遇，甚至面临危机。
　　有些人不是不知变通，而是舍不得已经走过的路，舍不得已经投入的成本。
明知路走错了，再走下去也未必有好的结果，却不肯回过头来，结果硬撑着走下去，越走越是枉费工
夫。
　　“路在脚下”这句话固然不错，因为走路靠脚，事业靠干，守株待兔是没有出路的，白日做梦，
梦醒之后，依然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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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走路并不完全靠脚，还要靠眼睛识路，靠脑子找路，才有可能走自己的路，走正确的路，不至
于空耗脚力而一事无成。
　　走人生路、事业路的人们，不能只是低头拉车，不去抬头看路，不能不知变通之道，不能过分信
奉“路在脚下”这句话。
不必缺什么补什么——孙悟空不会坐禅　　车迟国有三个国师，都是妖怪，分别叫做虎力大仙、鹿力
大仙、羊力大仙。
虎力大仙非要与唐僧他们赌坐禅。
国王道：“国师差矣，那和尚乃禅教出身，必然先会禅机，才敢奉旨求经；你怎与他赌此？
”虎力大仙道：“我这坐禅，比常不同：有一异名，叫做‘云梯显圣’。
要一百张桌子，五十张作一禅台，一张一张迭将起来，不许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驾一朵云
头，上台坐下，约定几个时辰不动。
”　　国王就问道：“那和尚，我国师要与你赌云梯显圣坐禅，那个会么？
”悟空闻言，沉吟不答。
八戒道：“哥哥，怎么不言语？
”悟空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若是踢天弄斗，搅海翻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但说坐禅，我却
输了，我哪里有这坐性？
”唐僧开言道：“我会坐禅。
”悟空欢喜道：“却好！
却好！
可坐得多少时？
”唐僧道：“定性存神，在死生关里，也坐两三个年头。
”于是，此番比赌，最终唐僧得胜。
　　孙悟空本事那么大，上天入地，七十二般变化，变什么像什么，一个筋斗云就是十万八千里，可
是他不会坐禅，八戒、沙僧也不会坐禅，坐禅是另一门功夫，并不好学。
如果孙悟空学会坐禅，那本事不就更大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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