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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些身影不断地在人们思想中泛起波澜。
他们或悲悯天人，或书卷气质，或执戟怒奔，或狂放不羁，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
”历史是冰冷的，但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人文气息仿若清风拂面，细雨苔桥，让人不禁驻足，仰望，
亦悲亦喜。
　　先哲的思想是人类历史的瑰宝，是引导人们追溯以往，展望后世的灯塔。
而本书将带你从北大这所享誉盛名的学府出发，从1898年开始，历数百年风流人物。
此间风景，是一次心灵的鼓噪，是一阵脑海的喧嚣，是反哺灵魂的汤药。
　　人文的气息，如新摘的茶叶尖，如漫山的杜鹃，如横练的白浪。
带着些许清新，带着些许刺眼，触及蛰伏在内心深处的不安。
《辞海》中对人文做出了最简练的解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而在北大，人文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带上了浓烈的时代气息，带上了燕园的宁静，带上了未名湖的
涛声，使它更加淳厚，更加丰硕，更值得品味。
　　手持半部残卷，一杯香茗，任岁月荏苒，花落成阵，独守一纸墨染，游离在寂寞的边缘，悠然品
茗静谧韵味。
北大的人文气息仿佛少女脸颊上的红晕，历经岁月的渲染，愈加有蕴味。
从清末开始，这里就不断诞生着无数的思想巨子，文化大家。
如章太炎、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钱玄同、马寅初等等，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思想集中在这里绽放、
交锋。
　　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让北大的学术天空异样的自由，新旧人物在这里枪来剑往，猛然间给学识
之地增添了一份肃杀之气，仿佛各派的武林高手在争夺文化的桂冠。
辜汤生要发扬中国人的精神，让四海侧目；章太炎要格致国学，让故老文化再度兴盛；胡适要普及白
话文，让“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国救民；鲁迅要怒斥方遒，让麻木的民族魂苏醒过来。
这些人都在不同的路上奔向同一个目标，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既是北大的精神，也是中国人的精神，更
是人文气息的集中迸发。
　　在大师对垒的刀光剑影中，你能看到人文的精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浓缩。
恍惚间，新时代的开路先锋陈独秀又在和旧思想的守墓人刘文典论战，他们做了一辈子的对手，也做
了一辈子的挚友。
相惺相惜，大抵是中国文人之间最好的诠释了。
　　转过头，迷雾中，好像听到了鲁迅那带着绍兴味的声音：“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再近一些，素有演讲家气质的胡适洋洋洒洒地在畅谈着：“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
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大师们的箴言，如醍醐灌顶，使人幡然醒悟。
　　你倘若问道：“为何此间风景如此隽秀？
”答案有千万种，但万变不离其宗，思想的自由是当中的砥柱。
这种气息，需要你有包容的气度才能融入其中。
本书，更旨在诉说人生的具体追求和境界。
也许，你不能抵达大师的思想高度，但至少你发现了一条通往其间的幽径，你寻到一盏指引你前行不
偏离的灯。
　　红尘有梦，岁月迷离，只有思想才能永垂不朽。
生活的烦琐或许会让你身心疲惫，却不能动摇你对人生价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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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需重视自己，尊重他人，擎着信仰的烛火，怀着感恩的心，淡看世间的功名利禄，恪守君
子风范，包容世间的好恶美丑。
也许，明日便是世界末日，我等也须理性面对；也许，明日就可以平步青云，得财得势，我等也须淡
泊以待。
　　世间几多春秋，冷暖自知，何苦让外物惹了一身的“伤病”，一肚子的“不耐”。
且与我一起跳入这浮着智慧青萍的人文江河中，同古人论道，与大师谈笑，和着岁月的梵唱，一起细
细剖开人生的脉络。
自由人当看自由书，自由书当有自由住，人文是浪漫的，人文是畅快的。
　　生命中诸多变幻，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向你袭来，也许，你早已没了那颗赤子之心，那颗自由
之心。
兴许，思想的源头也被堵塞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人生若在思想上堵塞住了，那么便失了光彩，失了活泛。
一潭死水，岂能助尔为贤良。
不如，翻阅本书，让来自北大，来自亘古的文风，吹开你思想的闭塞，吹散你心头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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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人文泰斗畅言文化、美学、教育、哲学⋯⋯高擎人文精神之大旗，体验独特的人文理念，感
受大师们思想精髓的独特魅力。
章太炎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季羡林怎样看待社会，周国平又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联系当下热点话题
，涉及众多精神领域，谈人文思想、人文素养、人文关怀。
本书借北大人文大师的智慧，深入探寻各个领域里深藏着的人文力量，立足生活、教育、文化、哲学
、社会等各个方面，让读者把握当下，沐浴人文气息，修养人生智慧。
也许你不能抵达大师的思想境界，但你能从中寻到一盏指引你前行的明灯，抵达人生的豁然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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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笑恒：男，畅销书作家，作品畅销大陆、港澳台等地区。
凭借债和打工艰难完成大学学业，跑过业务、做过销售、开过公司。
目前已经出版了《孟非的说话之道》《乐嘉的处世之道》《30岁前跟对人30岁后做对事》《无法改变
事情可以改变心情》等。
其丰富的个人阅历、缜密细腻的笔法和一针见血的笔触，总能给读者带来欲罢不能、直呼过瘾的阅读
体验。
韩坤：男，传统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把深奥的传统国学文化以通俗化、简单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让大众更容易通过传统文化，去解决现代生活中遇到各种的问题，从而受到启发和醒悟。
现已出版《南怀瑾大师的24堂国学课》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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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欣赏他人，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价值
多一些欣赏，少一些挑剔
学会为对手喝彩
功过辩证看，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对他人的意见要表示尊重，千万别说：你错了
尊重别人的选择
学会真诚的关心他人
狂傲不羁之人常常才华横溢
一视同仁，不可因权势而起分别心
第二章?重视自己，懂得顺应自己的真实内心
要有点自己的个性
高贵的灵魂，自己尊重自己
不盲从，做最真实的自己
做事，要遵从内心欢愉的本性
找到自己的优点，确定属于自己的位置
面对各种评价，要有点“充耳不闻”的智慧
一生必爱一个人——你自己
第三章?兼容并包，一个人的气度决定他的格局
不拘一格降人才
对人才不求全责备
对待西方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要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
领导最忌独断专行
接受监督也是一种气度
多一些磅礴大气，少一些小肚鸡肠
第四章?忠实信仰，信仰是指航明灯更是精神支柱
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没有信仰，幸福在哪里
相信美好的存在
其实，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
潜意识的神奇魔力
多给自己正面的力量
信仰宗教，不是相信宗教
没有信仰的民族很危险
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叫爱国
自杀，信仰迷失的悲剧
第五章?思想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倡导民主，不搞“一言堂”
宽容对待反对者
敞开胸怀，给大家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
接纳有个性的人的存在
让思想百花齐放
打破条条框框，拥有开放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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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推崇理性，以理性面对生活的一切
疯狂的人一定不明智
目中无人，必酿大祸
凡事皆有好坏两面
忍无可忍，就重新再忍
保持真性情，理性并非不动感情
如何管理你的负面情绪
释放压力，善待自己
顺境、逆境，淡定是王道
第七章?内心向善，慈悲心方能渡一切苦难
幸福来自于别人需要你
善事，不一定是有钱才可以做
慈悲心生，蚍蜉颜开
存善念，行善行
悲悯之心济苍生
把恩情刻在石头上，把仇怨写在沙滩上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玫瑰有刺，要接受事物的瑕疵
以博大的心量稀释一切痛苦烦忧
包容不完美，才有完美的心境
第八章?看淡名利，不为名所累也不被利所困
淡泊名利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这么多
莫在名誉里寻找安慰
五色令人盲，物欲令人狂
精神的贫穷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悲
知足者，富也
聪明的人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
第九章?时时自律，自我约束方得自在
君子慎独
志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给自己一个空间忏悔曾经的过错
人的价值，在遭受诱惑的一瞬间被决定
别成为惰性的奴隶
遵守诺言就像保卫你的荣誉一样
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
第十章?勤于反思，反思过往之事活在当下之时
吾日三省吾身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多反省自己，少责怪他人
有过则改，善莫大焉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躬身自省方能立事
不会评价自己，就不会评价别人
不悔恨过去，不荒废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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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esson 1　　多一些欣赏，少一些挑剔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
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会斤斤计较。
　　——周国平（北京大学毕业，著名哲学家，作家）　　北京大学的校徽由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设
计完成。
“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
正面站立的人像。
　　1916年12月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蔡即请鲁迅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
鲁迅于8月7日将设计完竣的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即被采用。
后又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始重新使用，现使用的北大校徽系以此为基础修改的。
　　鲁迅设计的这枚北大校徽，其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便于制作圆形的徽章。
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个人，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
象。
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意味。
此校徽也突出了北大“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在艺术处理上，这枚徽章构图简洁大气，线条流畅规整，蕴意丰富。
用设计对象的文字构成图案，是徽标设计的常用手法，但高明的设计者用文字构成能够表现徽标内涵
的图案。
鲁迅这枚校徽的设计，就达到了这一境界。
　　校徽突出一个办学理念，即大学要“以人为本”。
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
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
出于蓝胜于蓝。
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
许多毕业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
并蓄”的精神。
　　北大以人为本真正的起源，从蔡元培开始，每一任校长无不任人唯贤，无不以学生、教授的共同
利益为治校基础。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上，北大招收学生和教授都是以才能第一，单项突出即可。
数学考了零分，但在文学方面大有潜力的罗家伦，就被胡适和蔡元培力排众议招入了北大。
胡适看到的便是罗家伦的文学功底和悟性，罗家伦后来的成就果然未让他失望。
　　《列子》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言有一天，秦穆公对伯乐说：“您的年纪大啦，您的子
孙中有没有可以派去访求良马的人呢？
”　　伯乐回答：“良马可以凭借观察体型外貌和筋骨来鉴别，但是想要得到天下稀有的骏马，必须
能够发现马的内在神气，这股神气却在良马若有若无、似明似灭之间。
我的子孙都是才智不高的人，只能教会他们辨识良马。
大王，我有一个一起挑担子搂草喂马的朋友，名叫九方皋，他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
请让我引他来见您。
”　　秦穆公召见了九方皋，并派他外出找马。
过了三个月他回来报告说：“已经找到一匹好马，在沙丘那边。
”　　秦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
”　　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　　秦穆公派人去沙丘取马，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
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召来，问他说：“实在是糟糕，你给我介绍的那位相马人连马的颜色都区分不
清，他怎么能为寡人寻到骏马呢？
”　　伯乐长叹了一口气，说：“九方皋相马竟到了这种地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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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他比我高明不止千万倍的地方呵！
九方皋所看到的是马的内在神机，观察到它内在的精粹而忽略它的表面现象，洞察它的实质而忘记它
的外表；只看他所应看的东西，不看他所不必看的东西；只注意他所应注意的内容，而忽略他所不必
注意的形式。
像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包含着比鉴别马本身还要宝贵得多的意义。
”　　后来马送到了，果然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
　　相马形同相人，看的不仅仅是表面，面如冠玉或者鼠目獐头都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才，是否值
得重用的标准。
我们要看到的是人的内在神韵，而不是表面的光鲜。
古代名相晏子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依然纵横诸侯国，出使楚国，巧计二桃杀三士，舌
战群雄，为齐国的延续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貌不惊人，甚至遭人嘲笑，但是晏子仕齐三朝，无人敢言，连孔子也时常称赞他。
　　《管子？
霸言》篇中论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它首先被政治家发现在并用在治国上，齐桓公接受了管仲“以人为本”的理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利民
政策，国家很快就昌盛起来，争得了春秋时代第一个霸权。
统治者的“以人为本”是追求统治稳定的前提下，向着强大进发的，而我们追求的“以人为本”更多
的是一种人生智慧。
　　齐国的国君能够重用晏子，看重的便是他的才能，丞相虽然是国之重臣，但并不以貌取人。
我们常说要以人为本，就是需要我们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理解问题。
　　多一点欣赏，少一点挑剔，容人之心须宽，责人之心须罕。
　　Lesson 2　　学会为对手喝彩　　一个不愿意为别人鼓掌喝彩的人便已经是痴呆的开始。
　　——翟鸿燊（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学研究传播者）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
很耐人寻味。
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在人们心
目中，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立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
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
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非同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时代，文
化见解之差异、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不得不说两人在学术争
议上实属英雄惜英雄。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
刘师培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作罢。
月余，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课已停下，陈独秀多次看望病中的朋友。
11月10日，刘病逝，陈义不容辞，主持了刘的丧事。
一棺在室，万分凄凉。
刘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生有一女又不幸夭折。
膝下无儿无女，又无亲属同住，其夫人亦因此精神失常。
身后事如此这般令人目不忍睹，当陈独秀在丧礼上总括刘师培的一生时，在场师生都为之潸然泪下。
陈最后用康有为的诗结束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在场的同仁和朋友都忘却了他一生的“善变”，看着灵堂上由陈独秀手书的挽联，静静地默哀。
　　陈独秀和刘师培亦敌亦友的关系一直为人津津乐道，陈刘两人都是一生充满争议的人，他们在政
治和学术上的各自标新立异实属罕见。
但是，更令人敬佩的便是两人在当时残酷的时代背景下依然保持良好的友谊，并且能够互持互助，互
相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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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是否能够做到为对手喝彩，尊重对手呢？
　　为人喝彩是舍，人为我喝彩是得，舍得之间才能有所成就。
孟子有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最高的德行就是友爱善良的对待他人。
而放到这里可以衍生出在竞争的时候，不妨给对手一些鼓励，当对手做出好成绩时，不妨给点掌声，
既能体现你的大度，又有机会化敌为友。
　　陆抗，字幼节，吴郡吴县人。
三国时期吴国名将，陆逊次子，孙策外孙。
元兴元年（264年），孙皓继位，加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
　　陆抗在吴国边境和魏国名将羊祜两军对峙，但是两人惺惺相惜，使者互通往来，陆抗称赞羊祜的
德行气量，即使是乐毅和诸葛亮也不能超过。
　　有一次，陆抗得了很严重的病，羊祜就派人给他送药，陆抗当场就服下了药，没有一点疑心。
当时陆抗的部下大多劝谏陆抗，陆抗说：“羊祜岂能是毒害别人的人？
”　　陆抗常常告诫他的士卒说：“羊祜一味推行仁德，我一味推行暴政，这样没有交战我们已经屈
服了，应该各自保住界限，不要去追求小的利益。
”孙皓听说边境上讲和，就责问陆抗，陆抗回答说：“一个乡里，不能够没有信义，更何况是大国呢
？
我不这样，正是彰显德行，对于羊祜没有什么伤害。
”　　陆抗和羊祜一生相识相知，陆抗死后，羊祜才上表攻吴。
此二人既是对手也是朋友，成就了一段英雄惜英雄的美名。
其实，对手并不一定要全力贬低，那样只会自我降低身价，一个实力雄厚的对手往往是你人生奋斗中
的最佳试炼拍档。
他不会一下子把你彻底击垮，也不会被你一下子打败，和对手一起成长，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人生需要一个对手，才能始终进步，高处不胜寒，金庸小说里的高手独孤求败，一生难逢敌手，
最终寂寞饮恨而死，不得不说是悲剧的一生。
棋逢敌手当珍重，尊敬你的敌人，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一丝优势。
　　三国时期的周瑜，天纵奇才。
因为在他的心里总是没有别人的位置，不允许别人占据他的舞台，或者说不愿与人共同奋斗、共享成
果。
诸葛亮比他技高一筹，周瑜每次和他斗法、斗智皆处在下风，而又不能开导自己，最终怀着“既生瑜
，何生亮”的恨意吐血而亡。
　　而诸葛亮的另一个对手，司马懿却糊涂一时，聪明一世。
他每次和诸葛亮打仗大都败得一塌糊涂，甚至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还装神弄鬼吓唬了他一把。
然而，司马懿每次失败都会说同一句话：“吾不如孔明矣！
”与周瑜相比，司马懿活得更舒坦，也更睿智。
他承认对手的实力，变相的宽慰自己，使自己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再度站起来，最后还把曹氏一族赶下
了政治舞台。
正是因为他这种承认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尊重对手，为对手喝彩的心态，以及宽阔的胸襟让司马懿在
军事上永不言弃，在政治上风生水起。
　　我们须学习司马懿、陆抗这种胸襟，把对手当成值得尊重的人。
当对手完成了漂亮的一仗时，心里太多的怨念、妒恨是毫无用处的，不如大方一点，给些掌声，宽容
一些，给点喝彩。
真正的对手是一生的敌人也是一生的朋友，藐视对手不也在藐视自己吗？
值得尊敬的对手即使打败了你，也不会摧毁你的信心。
　　为对手喝彩，这不仅仅是一种君子风度，也是人生经历的一项重要体验。
对手，是实现成功的另一半。
就像喜欢下棋的人都愿找强手过招，不愿意陪弱手干耗时间。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大人文课>>

棋逢敌手才能锻炼棋艺，尊敬对手才能棋高一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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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北大百年的智慧积淀，人文世界的思想精髓，引领时代进步的潮流。
　　2、谈人文思想、人文素养、人文关怀，为奔跑在路上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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