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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喜欢某个人，往往是因这个人的性格能够吸弓l我们，比如说他是一个外向的人，说话率直，做事
通明透彻，开怀一笑，总是给人一种朗如晴空的舒阔；比如说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少言寡语，做事沉
稳有余，与他交朋友，往往会有一种踏实豁然的感觉。
而我们讨厌某个人，也是因此人性格中有令我们难以接受的地方。
比如说，他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说话时往往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做事非常莽撞，与这种人交往，无
异于将友情放在烈火上炙烤，非烂即生，很难把握好尺度；比如说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三脚踢不
出个痛快话，做事优柔寡断，与这种人共事，往往会使人无所适从，费尽心机。
这是我们对别人的感觉，而别人对我们也是一样。
不过，人的性格并不只是这两种，性格本身也并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人性格的复杂和多变，并不是其他人所明了和掌控的，它往往是随着人的出
生环境、成长氛围及其之后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它是一个人为其人的特征与明证，更是一个人存其
世、成其人、就其事的基本依据，甚至用“命悬于此”来形容也并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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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研究一个人的角度向浩如烟海的历史进发，或许会像科学家一样，因为能够正确品出一滴水的味道
，就可以掌握整条河流的渊源，为自己的知识层面和研究方向打开一个口。
    本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将《史记》中一些帝王、臣相、名将、圣贤、名人的性格特征摘出来，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分析研究，将他们一生的角角落落挖掘出来以作评判，希望广大读者能
够从中得到人生的真谛。
        今天的想要明辨是非，领悟昨天的精髓，就必须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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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群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格决定一切>>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品味震古烁今之帝王1.夏代的第一个君主——夏禹人物简介夏禹是史前华夏诸族的共同
领袖，是富有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
因率众降洪有功，受舜帝禅让，为上古夏、商、周诸朝第一位天子。
禹为黄帝轩辕氏之玄孙，姓姒，名文命。
夏禹在位期间，勤政爱民，一秉大公，注重教化，仁爱为本。
他是中国人所知的一位治水英雄，他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贵为天子，保持本色，亲近百姓，吃苦耐劳，为民谋利，是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典范。
吃苦耐劳，治水有功尧在位期间，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那里的庄稼全部被淹了，房子全部被
毁了，百姓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往高处搬。
还有许多地方有害人的毒蛇猛兽，那时人们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
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
首领们都推荐鲧，他就是禹的父亲。
不过，尧对鲧存有一些怀疑。
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了，你试一下吧！
”尧这才勉强答应了。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伏。
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更厉害了。
所以，百姓就搬到地势较高的地区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
他发现鲧办事不力，于是就把鲧杀了，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接替了父亲的治水工作，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
的工作。
他改变了他父亲的治水方案，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大禹除了做指挥工作外，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做出了榜样。
他手握木锸（形状近似于今天的铁锹），栉风沐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辞劳苦。
历时十三年，终于制服了洪水。
不过，由于他常年在外，人也消瘦了，皮肤也晒黑了许多，手上长满了老茧，脚底布满了血泡，腿上
的毛磨光了，连束发的簪子和帽子掉了也顾不上收拾。
百姓见禹如此大公无私，无不流下感动的眼泪。
在禹治水期间，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
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
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
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样，河水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很多土地都变成了沃田，所以，原来集中在大平原边
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
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
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而后代的人为了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为大禹。
并且，传说大禹为了完成治水重任，娶妻涂山女四天便离开家，在外十三年，没有回过一次家。
而且，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也成了千古传颂的佳话。
《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也就是说，禹治水时，刚结婚没多久，为了治水四处奔波，曾三过家门而不入。
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子因分娩在呻吟，还有婴儿哇哇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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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
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
了下招呼，就走过去了。
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
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
大禹治水之所以会成功，除他采取正确的方法外，还有就是他一心为公、吃苦耐劳、身先士卒、不畏
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
所以，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当然，直到现在，嵩山一带还流传着许多大禹治水的动人故事。
传说，大禹治水时，要在介于太室山和少室山之间的轩辕山打出一条疏洪泄流的信道。
他顾不得回家，于是便与妻子涂山氏约定，以击鼓为号，把饭送到山上。
为了加快挖山的速度，他化作一头神力无比的大黑熊，连推带扒，很快把山挖了一大半。
．正干得起劲时，一块劈山崩裂的石头误触皮鼓，禹妻闻听鼓声，连忙烧火做饭。
当她拖着已有孕的笨身子送饭到山上时，东张西望不见丈夫踪影，却见一头威猛的大黑熊在跳跃奔跑
，吓得她扭头就跑，大禹见到这样的情形，顾不得变回原形就冲向妻子，妻子受到惊吓，顷刻间化作
一块巨石。
大禹大声呼唤着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突然开裂，从中蹦出一个婴儿，这就是
禹的儿子启。
于是后人便称这块裂开的巨石为“启母石”。
西汉武帝游览嵩山时，被这个传说深深地打动，下令要在这里修建一座启母庙。
虽然启母庙现在已荡然无存，但东汉时在庙前修建的启母阙还依然保留着。
从残存的碑文中，依稀可见汉代对禹治水的记述和对启母涂山氏助夫治水的颂扬。
尽管民间传说具有神话色彩，但由此可以看出大禹为治洪水而付出的艰辛和做出的牺牲。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还注意百姓的生计，指导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治水患时就考虑到兴修水利，修
筑沟渠，使其兼具排水和灌溉的功能。
《史记．五帝本纪》说：“（禹）令稷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
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一方面救济灾民，一方面组织农业生产，提倡种植水稻。
《尚书》中有“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即不但疏通大江大河，还开通了田间沟渠。
因此，在先秦时期人们的心目中，禹和后稷同为农耕的始祖，并且，后稷是继承禹的事业。
《诗经·闭宫》说：“（后稷）奄有下国，俾民稼穑。
有稷有黍，有稻有柜。
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论语·宪问》中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可见，大禹教民耕种与治理洪水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大禹的爱民之心。
后来，因为禹治水有功，使他拥有了极高的威望。
舜死后，禹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
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大禹掌握政权后，仍是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埋头实干，他注意农时，致力于沟
洫之利，他的政治势力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
禹居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县）。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已经有了军队、官吏、刑罚、监狱等公共建制，说明我国在这时已出现了早期的
国家。
传说为了纪念战胜水患，禹用当时天下九州出产的铜矿石铸了九个鼎，雕铸上奇兽异禽来代表九州，
成为日后国家政权的象征。
大禹的为人和勤政，有许多故事是令人钦佩的。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惠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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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大禹唯恐他的为人处世、修身治国的道理不明白；对处理国家事务有无不妥当的地方；对自然或社会
一切事物的义理看问题不熟悉；对刑事案件、诉讼监狱的事是否及时办理完善了；对国家社会各行各
业的隐患和忧事是否全明白。
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大禹脑海中浮现。
但是，四方部落和众多百姓离他驻地远近不一，没有多少机会向他当面直言有关问题。
夏禹为了对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和解决问题，把国家治理好，他就做
了一套“揭器求言”的办法和设施。
“揭器求言”就是在门外悬挂钟、鼓、盘、铎、鼗五种乐器。
如果有人来求见他，根据要反映的内容，只要敲其中一件乐器就行了。
他向民众宣布说：“有人要告诉我为人治国的道理就击鼓；讲解事物的义理就撞钟；报告公事办法就
振铎；说明社会忧事就敲盘；要办诉讼案件就摇鼗。
”从此以后，禹在住房里面听见哪件乐器响了，就知道来人要反映哪一方面的事情，提哪方面的意见
。
据说，禹为了接待前来访问的人，经常是“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
意思就是说，吃一顿饭站起来十次，洗一次头发三次手握湿发同人谈话，决不怠慢来访的人。
这个故事反映了禹的为人勤政的精神。
大禹的为人和勤政真是令人钦佩！
而这正是由于他的性格所致！
而且，大禹虽然是一位天子，但传说他非常节俭。
《韩非子·五蠹》说禹忙于为民兴利除弊，以致“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过是也。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
”可谓勤俭无私致极点。
孔子也曾说过：“禹，吾无间然矣。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禹，吾无间然矣。
”由他的饮食菲薄，衣服粗恶，宫殿卑陋，自奉甚为俭约，但对朝政大事、国计民生丝毫不加吝惜，
祭祀办得隆重，礼服十分美观，更注意水利，特别尽力修整田间沟渠，以利农业。
可见，他之所以要节俭，也是为了治国安民。
人物性格分析大禹之所以能统领各氏族部落，并赢得民心，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大禹在位六十年，排除水患，安抚民生，百姓安居乐业。
他公而忘私、不畏艰险驯服洪水的业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作为历史人物的禹，或者后来被神化为宗神；或者以他在本族中的威望作为本族原有宗神的化身出现
，承用了宗神的名字。
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他是起自西北进入中原的夏族部落的一位杰出的首领，是一位勤政爱民的首领
，是一位被后人广为赞颂的杰出首领！
从而，我们不难理解，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能千方百计搜访民情，以身作则，虚心听取他人意见，
他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一定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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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兴替，其局犹在。
品读人物性格之成败，洞察处世为人之真理。
〕 读《史记》品历史人物性格成败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出发探索人生的成败之因，这些精辟而独到的
分析能使我们从中反思出丰富的内涵。
 人类走过几千年，祖辈们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是战乱，使人们流离失所，但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是文化，使人们摆脱无知，但也会禁锢人类的
前行； 是宗教，使人们拥有向心力，但也使人们的双目迷惘； 是科技，使人们生活更加完美，但也
助长人性的贪欲。
我们的未来不可知，但人类的历史是可以回味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世界的轮回。
正如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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