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读长短经 夜读道德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读长短经 夜读道德经>>

13位ISBN编号：9787506477260

10位ISBN编号：7506477262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中国纺织

作者：张凌翔

页数：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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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读长短经 夜读道德经>>

前言

白天，我们奔波在这个纷乱嘈杂的世界上，为梦想而拼搏，为事业而奋斗；夜晚，我们回到那个属于
自己的小窝，远离尘世的喧嚣，回归宁静，回归自然。
人生在世，必须正确地处理出世和入世的关系。
人们平时所津津乐道的权术、谋略、诡辩、心机。
都是待人处世、建功立业所必须接触甚至面对的。
但一个人不能入世太深，否则久而久之，当局者迷，就会陷入烦琐的细枝末节之中，把实际利益看得
过重。
过分地注重现实，会导致精神世界的荒芜，从而难以超脱出来冷静全面地看待问题，这样也就难有什
么大的作为了。
这时就需要有点出世精神，就像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要做一番休息调整一样。
出世就是我们要适当地给自己留出思考的空间，抛开尘世的私欲杂念，超越功利，透视人心，冷静地
反思自己，找回真实的自我，不要让自己迷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
《长短经》是唐代学者赵蕤编写的一本纵横学著作，亦称《反经》。
所谓“长短”，就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正反相生之意。
而所谓“反”，并不是造反谋反，而是反其道而思之，进行逆反推理，摆脱思维定式和单向思维，提
倡开拓性思维，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独立辩证地去思考问题。
《长短经》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它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并
把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融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深入地剖
析君臣谋略的利害得失，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
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不失为“入世者”打拼天下、扬名立世的顶级范本。
《道德经》是春秋末年老子所著。
虽然篇幅不长，却是字字珠玑，博大精深，涵盖了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方方面面。
老子凭借一双犀利的眼睛，看穿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经过高度的提炼和总结，逐渐形成了这套宝贵
的智慧之学。
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能从《道德经》中找到相应的智慧法则。
处世、经商和为官，可能是很多人经常考虑的问题，但是，有时候需要静下来思考一些东西，《道德
经》就是这样一本令人心旷神怡、豁然开朗的枕边书。
可以说，不学道，不足以处世！
不学道，不足以经商！
不学道，不足以为官！
《道德经》中的道是指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与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
《道德经》是我国古典文化的优秀代表，修身处世的“东方圣经”，是第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
学的巨著。
这部旷世奇作，贯穿历史数千年，流传至今，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出世
哲学的巅峰之作。
我们常说：“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其实，出世与入世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完善我们的人生。
这部《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的编撰就是教导人们应以《长短经》中所讲述的方法处世，同时以《
道德经》中所阐述的心态做人，从而达到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境界。
这也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编著者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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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常常谈及为人处世，那么到底应该怎样为人和处世呢？
这部由张凌翔编著的《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编写的。

《长短经》中的治国之术、用兵韬略和权变之谋，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们提供了
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是人世者的处世宝典；而《道德经》中的为人之道、修身方法则给后人带来了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智慧，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定位自己，是出世哲学的精要真髓。
通读《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必将使你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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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知人知面更要知心【原典】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
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
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
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
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
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
必有处也。
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
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
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
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
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
笃行信道。
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
此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
行中规绳。
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
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
富则天下无菀财。
施则天下不病贫。
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
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
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立日月。
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
此圣者也。
【译文】所谓庸人是指：胸无大志，不求声名，谈吐中缺乏有教养的语言，既不能选择贤明之主赖以
托身，又不能以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目光短浅，不识大局，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随波逐流毫无
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是指：胸中有目标，行动有计划。
虽然没有穷尽道术的本义，但也能言所据；虽然不能遍行百善之美，但总有可称道的善行美德。
智慧并非多多益善，贵在精通；说话演讲也并非多多益善，贵在抓住要领；做事也不必贪多，贵在明
了做事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道理既明，言而有行，行而有果，这样，人的志向就如同性命与形体关系不可动摇一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所谓君子是指：出言忠诚守信，不避忌讳，充满仁义之举而面无夸耀之色，思路清晰、通情达理，而
语言谦和、行动果断、信守原则、自强不息，看起来超过他们很容易，但终究不可企及。
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人是指：德不超越礼法约束的范围，行为合乎规范，其语言足以令天下的人效法而不会引起人
们的诋毁，其道德思想足可以用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道德的本体，引导百姓致富而百姓不以不正当的
手段夺取财货，引导人们施舍，天下人不因此而忧贫。
这样的入就是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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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圣人是指：其德足可以同天地相类比，变通无穷，洞悉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协和万物顺应自然
。
奉行符合道德的统治方法，使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情和才能，他圣明的统治可与日月同辉，教化的
推行若有神助，百姓不知道他的道德，即使时常见他的人也不知道正是自己的邻人。
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解析】任何人想成为一个企业的领袖，或者在某项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
种鉴别人才的眼光，能够辨识出他人的优点，并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利用他们的这些优点。
越王派大夫子余监造船只，船造成了，有一个商人要求做掌船的舵手，子余不愿用他。
商人离开越国到了吴国，由王孙率引荐拜见吴王，并且说越国大夫不会使用人才。
后来王孙率和他在江边察看船只。
突然，江上飓风大作，江中的船只乱撞，他就一边收船一边指着船对王孙率说：“某某船将要沉没，
某某船不会沉没。
”结果全被他说中了。
王孙率更认为他有奇才，就将他荐举给吴王，让他做了船长。
越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埋怨子余错失了人才。
子余说：“我并不是不了解他，我曾经和他在一起相处过，这个人好吹嘘，并说越国的人没有比得上
他的。
我听说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总是自以为是，向来善于阿谀逢迎；说别人不如自己的人，对别人的观察
必定精心，而对自己的省察却愚昧不明。
如今吴国重用他，将来坏他们事的必定是这个家伙！
”越人不相信子余的话。
不久，吴国攻打楚国，吴王派那个商人操纵大战舰“余皇”号，飘浮过五湖而驶出三江，在迫近扶胥
口时，沉没在那里。
越人这才佩服子余有先见之明，并且说：“假如这个人没有沉船而死，那么子余大夫将受到失去人才
的诽谤，即使是有皋陶那样贤明的法官在世也不能使他得到公正的评判啊。
”鉴别人才不可偏听偏信，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光看其表面，听其言谈口若悬河，便认为此人就是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识人必须看其本质，不可被他的表面现象迷惑，这样才能不妄用小人，不错过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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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我们常说：“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其实，出世与入世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完善我们的人生。
这部由张凌翔编著的《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的编撰就是教导人们应以《长短经》中所讲述的方法
处世，同时以《道德经》中所阐述的心态做人，从而达到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境界。
这也是《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的宗旨所在。
白天，我们为梦想而拼搏，为事业而奋斗；夜晚，我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回归宁静，回归自然。
人世与出世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完善我们的人生。
《日读长短经夜读道德经》就是引导读者以《大学》中所讲述的齐家治国之法来处理各种事务，以《
中庸》中所阐述的人性修养来提升自身德行。
辅相成，从而帮助读者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出世和入世有时修就像白天和黑夜，只有衔接得自然，才能够建功又修身。
《长短经》是唐代学者赵蕤编写的一本纵横学著作，被后世尊奉为小《资治通鉴》。
它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并把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融
为一体，成为“人世者”打拼天下、取得成功的指导用书。
《道德经》是春秋末年老子所著，虽然篇幅不长，却是字字珠玑，博大精深，涵盖了社会、自然和宇
宙的方方面面。
《道德经》是我国古典文化的优秀代表，修身处世的“东方圣经”，是第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
学巨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读长短经 夜读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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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