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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一阵有媒体称，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走低，国学热潮也渐渐变淡，国学大有淡出人们视
线之趋势。
笔者以为，这纯属是无稽之谈。
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几千年文明的传承，怎会因一个电视节目主导其兴衰！
只能说人们对国学的追捧渐趋理性了，而越是理性地对待一种事物，这种事物的生命力则越长久。
 2009年6月lO日上午，国子监文化节正式开幕。
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免费发放了4万本《论语》。
这一举动引起了市民和一些外国朋友的巨大热情，一度引发&ldquo;争抢&rdquo;。
《北京青年报》、《北京法制晚报》等多家媒体对此活动进行了大力报道。
 同一天下午，央视《开心辞典》主持人王小丫代表&ldquo;开心学国学&rdquo;特别节目拜访了国学大
师季羡林先生，对于&ldquo;开心学国学&rdquo;这一央视节目在普及国学知识上做出的大胆尝试，季
羡林先生表示出高度的赞赏。
 这两件事均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百家讲坛》虽然不再受追捧了，但其重新唤起的社会大众
对国学的热情却方兴未艾！
 事实上，国学的魅力已经深入人心，国学的影响已经延伸至普通百姓当中。
 前一段时间，我们出版了《听南怀瑾大师讲国学》一书，正是在一些人以为国学已不再受人重视的时
候，这本书却受到极大的欢迎，发出去不到一月，各大书店便销售告罄。
读者纷纷来电来函，希望能够再多多推出这样既增长国学知识，又增长人生见识的好书。
由此来看，人们并没有淡忘国学，而是对国学的学习有了更高的要求。
更多的人希望通过一种简单有效、通俗易懂的方式学国学、用国学，更多的人希望将我们的传统文化
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了满足读者朋友对国学知识的渴求，为了丰盈读者朋友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我们再次给大家奉
上一道精神盛宴&mdash;&mdash;《品国学，论处世》。
本书联系历史、人文、现实社会，以深邃的洞察力、深刻的笔调来诠释经典之作的精神意义，并与当
代的人情世态进行对比观照，使读者一下子站到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度去把握现实的社会人生。
同时，本书帮读者打破了古文晦涩难懂的障碍，对一些经典语句做了全新的解读，能细细品读的人必
会受益匪浅。
 国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浩如烟海，并不是一本书所能概括得了的，我们仅以《品国学&middot;论处世
》作为与读者的牵线之作，希望能借此书找到我们与读者之间心灵的共鸣，并因此激励我们共同在国
学经典的海洋里探索求真，发现更多有益于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食粮。
　　编者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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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满足读者朋友对国学知识的渴求，为了丰盈读者朋友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我们再次给大
家奉上一道精神盛宴&mdash;&mdash;《品国学，论处世》。
《品国学论处世》联系历史、人文、现实社会，以深邃的洞察力、深刻的笔调来诠释经典之作的精神
意义，并与当代的人情世态进行对比观照，使读者一下子站到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度去把握现实的社会
人生。
同时，《品国学论处世》帮读者打破了古文晦涩难懂的障碍，对一些经典语句做了全新的解读，能细
细品读的人必会受益匪浅。
 国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浩如烟海，并不是一本书所能概括得了的，我们仅以《品国学论处世》作为与
读者的牵线之作，希望能借此书找到我们与读者之间心灵的共鸣，并因此激励我们共同在国学经典的
海洋里探索求真，发现更多有益于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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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美善成为作恶的挡箭牌居功至伟，仍需&ldquo;夹着尾巴做人&rdquo;功成名就，抽身须趁早兵
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为人处世切记谨言慎行脚踏实地，成功才会如期光顾恃富而骄无异于自掘坟墓
要想过得顺遂，掌握好&ldquo;曲则全&rdquo;的原则见小利求速成，终酿苦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传承节俭这种美德，我们责无旁贷好处不能占绝，给别人留条退路刚柔相济，才会无往而不胜要想有
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得到人心就得到了制胜的根本孝顺讲究的是真心实意不是不争，而是要争
得合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于乐境空口说白话怎么能算有本事有道德
的人一定会有自己的朋友敏而好学不够，更要不耻下问宽容别人就是给自己创造机会天才如果不勤学
也难成大事&ldquo;雪中送炭&rdquo;好过&ldquo;锦上添花&rdquo;为官不能太通达，糊涂也得看时候好
的教育方法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谦虚退让的人看似在吃亏，实际上却是在受益从细节之处识人更准确不
了解情况时不要随便下断语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即是落伍能容纳相反的意见才能彰显领导者的风度
办事客观公正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工作能不能做好，态度好坏很重要领导行得正，下属就不会走得歪持
之以恒是成功之本话说得漂亮的人不一定有好德行用人做到&ldquo;适才适用&rdquo;才算是真本事做
人做事要守本分做事要问该不该，不问眼前的效果瑕不掩瑜是真理，看人不能以偏概全&ldquo;过而不
改&rdquo;才是真正的过错真正有德行的人绝对不能道听途说自信没有错，过于自信却容易误事眼光放
长远一些才能成就大事充实自己是获得发展的前提死要面子只能获得表面的风光，心却要时刻受折磨
后生可畏，要多培养提拔年轻人洁身自好才是真君子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彼此都受益权威也有出错的
时候，该指出来就指出来君子爱财无可厚非，取之有道就可真正的学问到了最高处是&ldquo;无
知&rdquo;找好突破口，抓住自我超越的良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不要
让物欲、功名之舟超重摸透对方所想，让自己的言行有的放矢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烦恼全由心境乱苦
难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平生只会说人短，何不回头把己量自己先站起来，然后辅助别人站起来做事恰到
好处，才是最好人微言轻&ldquo;巧&rdquo;开口安逸诚可羡，自由价更高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自作聪
明害人终害己抓得越紧，失去得越快不要把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既然错过了太阳月亮，
就不要再错过星星知识技能没大小，全靠你的智慧运用人人都是看自己可爱，看别人就不行生命
在&ldquo;沉潜&rdquo;过后就会腾飞心无旁骛，一门深入仁义是长远的利，是大利种种妄想无止息，
一棺长盖抱恨归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劝人宜疏不宜堵自立自强是冲破困境的唯一出路不能听
信一面之词不要让人才失于&ldquo;人妒&rdquo;之中说话并不简单，祸患有时就是由说话引来的时刻
具有忧患意识才能永远处于安全的境地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间读书要读进去更要跳出来明智地放
弃是对心灵的一种解脱菩萨就在人世间，就在社会里要想治好国，先得治好家深谋远虑，除祸患于未
然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学会明哲保身不是庸俗，是智慧面对诱惑，要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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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用无为的方式处事，实行不言的教化，万物兴起而不首倡。
生养万物而不占有，培育万物而不倚仗，功业成就而不居功，因此他的功业不会泯灭。
 康有为先生晚年在上海天游书院讲授国学时曾感慨，天地间的万物虽然为人类的生存在不辞劳苦地劳
作，但却不贪功，不自恃，不自夸，因此使人们更尊敬它，更能深刻体会到它的无私与伟大。
 然而，现实社会中，很多人可能因为自己取得了一些业绩、对别人施了一点恩惠、为公司做出了一些
贡献，就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四处炫耀，处处以功臣自居，非要别人感恩戴德才肯罢休。
殊不知，这种居功自傲的做法不仅对自己的发展无益，而且还会为自己惹来无穷麻烦。
 南北朝时，贺若敦为晋的大将，自以为功高才大，不甘心居于同僚们之下，看到别人做了大将军，唯
独自己没有被晋升，心中十分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决心好好干它一场。
 不久，贺若敦奉调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打了个胜仗之后，全军凯旋。
他自以为此次必然要受到封赏，不料由于种种原因，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十分不满。
 晋公宇文护知道后，十分震怒，把他从中州剌史任上调回来，迫使他自杀。
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ldquo;我有志平定江南，为国效力，而今未能实现，你一定要继承我
的遗志。
我是因为这舌头把命都丢了，这个教训你不能不记住呀！
&rdquo;说完便拿起锥子狠狠地剌破了儿子的舌头，想让他记住这血的教训。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贺若弼也做了隋朝的右领大将军，但他没有记住父亲的教
训，常常因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
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却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
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下狱。
隋文帝杨坚责备他说：&ldquo;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的心太猛
；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
&rdquo;因为贺若弼有功，不久也就被放了。
但他还不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 &ldquo;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
谊亲切，连国家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
&rdquo;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ldquo;我用高熲、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
众人面前放肆地说&lsquo;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
&rsquo;言外之意是我皇帝也是废物不成？
&rdquo;贺回答说：&ldquo;高熲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了解他们，我也确实说过他
们不适合担当宰相的话。
&rdquo;这时因他言语不慎，得罪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怕受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
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说：&ldquo;大臣们对你都十分厌烦，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自己寻思可有活命的道理？
&rdquo;贺若弼辩解说：&ldquo;我曾凭陛下神威，率八千兵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的
功劳的分上，给我留条活命吧！
&rdquo;隋文帝说：&ldquo;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熲说：&lsquo;陈叔宝被削平，问题是我们这些功臣
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
&rsquo;高熲对你说：&lsquo;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
&rsquo;是吧？
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
 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何必再提呢？
&rdquo;贺若弼说：&ldquo;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赏我一条活命。
&rdquo;此后他再也不攻击别人了。
隋文帝考虑了一些日子，念他劳苦功高，只把他的官职撤销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品国学.论处世>>

 贺家父子两代人，均因居功自傲而招人主厌烦，一个被处死，一个被撤职。
他们可以说是居功自傲而结局悲惨的典型。
有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
在君主面前，不管臣子立下了多么大的功勋，都不能骄矜自夸，居功自傲，那样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
杀身之祸。
 常把功劳、成绩挂在嘴边的人，在他自鸣得意、自我陶醉之时，无形之中是在为自己继续成功设置一
道道障碍，因为居功自傲不仅会招来同事们的嫉妒、排挤，上司的压制，而且自己也会放慢前进的脚
步。
这样一来，眼前的辉煌却成为事业滑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
 而有德行的君子往往对自己严格要求，不会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他们常常对自己的言行反省再三，
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谨言慎行，也才会避开一些麻烦。
 后汉隐帝时，大将郭威曾任两军招慰安抚命。
他领兵平定以李守贞为首的三镇（河中、永兴、凤翔）割据后，回到了开封。
 郭威入朝参拜后汉隐帝，皇上对他进行安慰，并赐予金帛、衣服，玉带等一大堆奖品，郭威一一加以
推辞，道：&ldquo;为臣自领命以来，仅仅攻克一座城池，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况且我又领兵在外，而镇守京城，供应所需，使前方不缺粮，这都是朝中大臣的功劳啊。
&rdquo;后来，后汉隐帝又提出加封郭威为地方藩镇，郭威还是不受：&ldquo;宰相位在臣上，未曾分
封藩镇，还有节度使也有功劳&rdquo;。
后汉隐帝越发觉得郭威淡泊名利，十分难得，打算再赏赐他，郭威第三次推辞道：&ldquo;运筹策划，
出于朝廷；发兵供粮，来源藩镇；冲锋陷阵，出于将士，功独归臣，臣何以堪之！
&rdquo;郭威反反复复推辞，将功名归于大家，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做法。
他这么做，不仅免遭上下左右的嫉妒中伤，而且在朝廷中留下了好名声，真是&ldquo;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rdquo;！
 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ldquo;夹着尾巴做人&rdquo;这句话，特别是在取得了很大业绩的时候
，不要因为骄傲而把尾巴翘到天上，要懂得谦虚，戒骄戒躁。
只有这样，自己的事业之树才能常青！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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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怀瑾先生说：&ldquo;一个人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忘掉了生死去拼命，博得成功而成名，那还算
容易。
但是，在人生的途程上，零割细刮地慢慢走，有时真受不了，会有恐惧之感。
在这个时候能够不恐惧、不忧愁、不烦恼，有始有终，就是了不起的人&rdquo; 如何成为那个&ldquo;
了不起的人&rdquo;呢？
古老的国学典籍里有太多指导人们为人处世的思想精髓，我们精心编选，化古奥晦涩为平易晓畅，如
若能细细咀嚼，灵通运用，相信你就是那个&ldquo;了不起的人&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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