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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聪明难，糊涂更难。
难得糊涂是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
    人生处世，需要难得糊涂，对他人要擅见其长，不拘于其短；对事情能总揽全局，不舍本逐末；在
大事上能够坚持原则，分清是非，顾全大局，头脑清醒，遵守道义，抑恶从善；在小事上则不过多计
较，不小题大做，宽容大度，顺其自然。
这，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智慧。
    难得糊涂不是无原则地放纵，更不是麻木不仁，而是一种暗示和警诫，是一种更高的生活境界，一
种气度和修养。
    在生活中，难得糊涂使做人有人缘，做事有机缘。
难得糊涂不是昏庸，而是为人处世的豁达大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拿得起，放得下”。
难得糊涂意味着不要太执著，要求人在生活中要想得开，看得开，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
在生活中，那些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难得糊涂。
他们遇到任何事决不自作聪明，大发议论，相反他们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生活中左右逢源，活得逍
遥自在。
    要做到难得糊涂，必须要做到“该糊涂时糊涂，不该糊涂时决不糊涂”。
人生难得糊涂，贵在糊涂，乐在糊涂，成在糊涂。
所以掌握了难得糊涂，会使你恍然顿悟，会带给你一种大智慧，会让你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达观和从
容。
    因此，我们特地编撰了《难得糊涂的处世智慧》一书。
本书思路清晰，事例详明，从做人、办事、社交、家庭、职场等多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难得糊涂的运
用技巧。
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本书，对解决人生、事业以及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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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一门学问  贵在“难得糊涂”    不知道而硬装作知道是一种病态  过去事已过
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  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拒才能有所取  正确看待贫富贵贱  不为无法改变的事
而痛惜  执著未必是好事  人生不可患得患失  不斤斤计较就是一种豁达  愚者谋己，智者谋人  撒手悬崖
，全身而退第二章  糊涂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过于欣赏自己的人，永远看不清自己  感恩批评，学会批评  能够把自己压得低低
的，那才是真正的尊贵  固执的人不会明白事理，狂妄的人不会通达情理  有付出，就有回报  立身者当
经受艰苦的磨炼  临危而不惧，处变而不惊第三章  糊涂是悠游处世的方法  得失不必挂心上，乐观豁达
就逍遥  凡事不能太过，太过则招致祸患  妒忌是侵蚀人生的蛀虫  正确对待他人的过失  记住该记住的
，忘记该忘记的  不因得到和失去而或喜或悲  包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有顺有让，处世之道  处事不
惊，必凌驾于事情之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四章  糊涂是低调生存的哲学  藏好自己的舌头  受辱之时
，要勇于忍  出头的椽子先烂  言多者必失  以邻为壑烦恼多  损人定会害己  当取则取，且取之有度；该
予则予，且予之及时  让人一步天地宽  人能百忍自无忧，天天都是好日子  骄矜的人无知，自知的人智
慧  毁谤别人，就是在贬低自己第五章  糊涂是达观生活的态度  “不争”是个好心态  顺境不骄矜，逆
境不颓唐  知足者常乐  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宰相肚里好撑船  降低一份欲望，得到一份幸福  对
不能补救的事，何不使自己知足  对不能纠正的事，何不使其顺其自然  藏起你的锋芒来  以热诚之举，
去戒备之心  吃亏未必是坏事  月有阴晴圆缺第六章  糊涂是大智若愚的聪明  达观权变，进退适宜  该清
醒时要清醒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改变态度，就能改变问题  使好你的烟幕弹  智者看到名利就想到灾
害，愚人看到名利就忘了灾害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学会选择，懂得放弃  强弓发远箭  适时应机，当
为俊杰  适可而止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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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一门学问　　贵在“难得糊涂”　　清代文学家、书画家郑板桥，刻
有一图章，上面刻的是四个篆字，“难得糊涂”。
所谓“难得糊涂”实际上是最清楚不过了。
正因为他看得太明白、太清楚、太透彻，却又对个中缘由无法解释，倘若解释了，更生烦恼，于是便
装起糊涂，或说寻求逃遁之术。
　　历史上，真正达到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意境的还是大有人在。
如苏东坡，他本是一个博学正直的乐天派，可偏偏不为当权派所容，一辈子被贬谪再被贬谪。
东坡居士留有一首名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相信这也是因为他在现实的太多不如意，而迫于无奈的难得糊涂啊！
　　现实的无奈与残酷，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事是不能较真的，更要不起那份认真！
特别涉及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
过于执著的认真，不是人们所赞扬的，相反，大家会把你当成异类,为了所谓的认真得不偿失，把事情
弄得一团糟，把关系都搞得紧张兮兮的，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顺其自然，让眼睛微闭一会儿，休息一下，缓和一下，这不失为上策；甚至为了长远打算，哪怕暂时
忍一忍，受点委屈，也值得。
心中有数（树），就不是荒山。
时候到了，火候到了，对一些咄咄逼人者，不妨来次进攻，玩一次智慧，好让他明白什么叫“难得糊
涂”，说不定他会以你为楷模，大修“糊涂”之道呢！
　　评职称、晋级时，某候选人向你套近乎，讨你个“民意”，你明知道他不够格儿，可又不好当面
扫他的兴，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不哼不哈或嘻嘻哈哈，划“√”时再较真，不失原则。
原则未丢，那人格便不失。
或许当事人会来责问你，这是自讨没趣，你不妨坦诚相告其不够标准的地方；不问那也当没这回事，
自得自乐。
“难得糊涂”是既可免去不必要的人事纠纷，又能保持人格纯净的妙方。
　　“难得糊涂”并不是真的糊涂，而是将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便
于直截了当，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一定的糊涂战术。
确实，有时在处理生活或工作中的一些事情时，没必要说得太明确，对自己和对方都留有余地，不至
于关系太过紧张。
含蓄或装糊涂地表达是中国历来处世说话的上上之策。
　　清朝的嘉庆皇帝，登位后对前代留下的一些遗留问题进行处理，还准备破格提拔几位曾为前朝作
过贡献却被奸臣排挤、打击的官员。
但这破格提拔的事在清朝没有先例，群臣反应不一。
嘉庆皇帝拿不定主意，便问老臣纪昀。
纪昀沉吟片刻，说：“陛下，老臣承蒙先帝器重，做官已数十年了。
从政，从未有人敢以重金贿赂我；为了撰文著述，也不收厚礼，什么原因呢？
这只是因为我不谋私、不贪财。
但是有一样例外，若是亲友有丧，要求老臣为之主事或作墓志铭，他们所馈赠的礼金，不论多少厚薄
，老臣是从不拒绝的。
”　　嘉庆皇帝听完纪昀一席话感到莫名其妙，仔细一想，才点头称许，于是下了破格提拔这批官员
的决心。
　　原因何在呢？
原来纪昀是用模糊之法，提出自己赞成皇帝应该放下包袱，大胆去做的建议。
纪昀的这番话听起来答非所问，但细究起来里面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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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为官清廉，为什么对亲友之丧事主事、作铭所得概不拒绝呢？
为祖宗推恩无所顾忌之故也。
您嘉庆皇帝破格提拔曾为先帝作过突出贡献的官员，也是为祖宗推恩，弘扬先帝的宏德，没有什么不
对的，那还有什么顾忌呢？
这不正和我纪昀为别人主事、作铭不辞让馈赠，好让死者的后人为死者尽孝的道理一样吗？
嘉庆皇帝是聪慧之人，怎能悟不出其中的寓意呢！
　　纪昀为何如含糊其辞呢？
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虽然建议破格提拔这些官员，但不可明说，不管采纳与否，名义上自己都没有
介入，皇帝也好，其他人也好，抓不着把柄；其二，嘉庆皇帝秉性聪明，且一向爱自作主张。
不说吧，自己的意见皇帝不清楚，而且皇帝会不高兴。
倘若说白了，恐有教导皇帝、不自量力的忌讳，起了个反面的作用。
不如用此模糊之法，让皇帝自己“悟”出道理来，既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又迎合了皇帝好自作主张的
秉性。
纪昀此“糊涂”之言，可谓一举两得！
　　“难得糊涂”作为“牢骚气”，原本就是缘由“不公平”而发的。
面对世事的不公，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扭转这种局面，所以只好举起这面“糊涂主义”的旗帜，为自己
遮盖起心中的不平。
假如能像济公那样任人说他疯，笑他癫，而他本人却仍旧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照样酒肉穿肠过，“
哪里有不平哪有我”，专捡达官显贵“开涮”，专替穷人、弱者寻公道！
这种癫狂，半醒半醉，亦醉亦醒，也不失为一种“糊涂”。
这种糊涂真正是看破红尘、参透人生。
所以当你直面现实，要学笑容可掬的大肚弥勒佛，“开颜一笑笑世问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
事。
”如此超然洒脱自是一种境界！
　　不知道而硬装作知道是一种病态　　我国先哲孔子曾经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
”他的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哲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不愿意说出“不知道”这三个字，认为那样
做会让别人轻视自己，使自己很没面子，结果却适得其反。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曾说过：“就我来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以最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进一步开阔视野的强烈愿望。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因面子问题加以隐瞒，不去向别人请教，在别人面前仍然不懂装
懂，那他就是太无知、太虚伪了。
不懂得不要紧，可以问可以学，但可怕的是不懂装懂。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生下来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即使天才也是在不断地学习探索中充实自己
的。
只有虚心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才能不断进步。
否则我们若像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其后果只能是遭到后人的耻笑。
其实，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坦率地说不知道，反而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尊重。
　　有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会讲五种语言，读书很多，语汇丰富，记忆过人，而且还经常去各地
旅行，可以称得上见多识广。
然而。
老教授从来不摆架子，卖弄学问，他为人相当谦逊可亲，每当人们问到他所不了解的事情时，他从不
回避地说：“我不知道。
”也不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搪塞，而是建议去查阅有关资料，以作思考。
老教授的这种诚实，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心理学家邦雅曼·埃维特曾指出，平时动不动就说“我知道”的人，不善于同他人交往，也不受
人欢迎，而敢于说“我不知道”的人，则显示的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精神。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难得糊涂的处世智慧>>

埃维特还说，如果我们承认对某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的考证或诚实相告自己不知道。
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会大大地改善。
这就是他竭力倡导的态度，做好了，受益匪浅。
　　凡是聪明的人，都有勇气承认“没有人知道一切事情”这个事实。
他们面对不了解的事情能够坦然地说自己不知道，随后就去寻找他们所欠缺的知识。
承认自己不知道无损于他们的自尊，对于他们来说，“不知道”是一种动力，促使他们积极采取行动
，进一步了解情况，求得更多的知识。
　　正因为人的心理通常是隐恶扬善的，所以人们会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宣扬自己所
知道的事情。
有时候，为了隐藏自己的弱点和无知，人们喜欢摆出一副不懂装懂的姿态，殊不知这样反倒给人一种
浅薄的感觉。
　　有一次，一位外国人去旁听一位美国加州大学著名教授的演讲。
课上教授提出他做的老鼠实验的结果。
此时，有一名学生突然举手发问，提出了他的看法，并问这位教授假如用另一种方法来做，实验结果
将会怎样？
所有的听众全都看着这位教授，等着看他如何回答这个他根本就不可能做过的实验。
结果，这位教授却不慌不忙，直截了当地说：“我没做过这个实验，我不知道。
”　　当教授说完“我不知道”时，台下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
　　一般人都有不想把自己的弱点彰显在别人面前，都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化身，于是对“不
知道”这三个字是避之又避。
但这是一个误区，用一层伪面具包裹着自己，自己也活得压抑交不到真正知心的朋友。
难道“不知道”三个字说出后就有灭顶之灾吗？
事实恰恰相反，有时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坦率地说不知道，反而可以增加人们对你的信任和亲近。
因为直截了当地说不知道，会给人留下非常诚实的印象，并且敢于当众说不知道，其勇气足以让人佩
服。
很自然地人们会信任你这个人，这无疑给你赢得了巨大的“财富”。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学问上的精通是相对的，认知上的缺陷是绝对的。
世上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才”，尽管人们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聪明而不自以为是，并且善于向别人请教的，才能成才。
敢于承认对有些事情、道理“不知道”，正是求得“知道”的基础；“不知道”的强说“知道”，自
作聪明，自欺欺人，最终只会贻笑大方。
　　有个美术评论家总是大吹大擂，凡事不懂装懂。
有一天，这个评论家受一位知名人士邀请。
这位名人家里来了许多美术界的权威，他们畅所欲言，谈笑风生。
　　一会儿，主人拿来一幅画说：“这是我刚买来的毕加索的画，请诸位评论一下。
”　　于是，那个不懂装懂的评论家马上站起来说：“色彩华丽，线条鲜明，果然是毕加索的画。
你刚拿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是毕加索的画了。
”　　主人听完，再仔细看了一下画说：“真抱歉，刚才我介绍错了，这不是毕加索的画，而是米开
朗琪罗的作品。
”　　“什么？
米开朗琪罗的？
”　　顿时，在座的各位看着那个评论家捧腹大笑。
评论家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不要不懂装懂，所以孔子才会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求知最忌自欺欺人，不懂装懂。
而实际上，生活中这种自欺欺人的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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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充斥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
如果单讲读书那不过是自己学不到真东西，对别人也不至于有什么害处。
所以，我们绝不要低估了不懂装懂的危害。
因为它完全可能由一种个人品质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贻患无穷。
　　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老老实实做学问，踏踏实实干事情吧！
　　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　　对于过去的错误，我们不应耿耿于怀。
一方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要总停留在过去，过去的成功也罢失败也好，都不
能代表现在和未来。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对于禅学也颇有研究，他所作的《禅堂》一诗就暗藏着深刻哲理——
　　万籁俱缘生，窗然喧中寂。
　　心境本洞如，鸟飞无遗迹。
　　这首诗是柳宗元被贬之后所作，前两句诗的意思是：大自然的一切声响都是由因缘而生，那么，
透过因缘，能够看到本体；在喧闹中，也能够感受到静寂。
后两句意思是说心空如洞，更无一物，所以就能不被物所染，飞鸟（指外物）掠过，也不会留下痕迹
。
它不仅写出了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学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可以说人的一生是由无数的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断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风马牛毫无关联的。
说人生是连续的片断，无非是人的一生平平淡淡、无波无澜，周而复始地过着循环往复的日子；说人
生是不相干的片断，因为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属于过去，在下一秒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忘掉过去
的不幸、忘掉过去不如意的自己。
　　在雨果不朽的名著《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冉·阿让本是一个勤劳、正直、善良的人，但穷困潦
倒，度日艰难。
为了不让家人挨饿，迫于无奈，他偷了一个面包，被当场抓获，判定为“贼”，锒铛入狱。
　　出狱后，他到处找不到工作，受尽世俗的冷落与耻笑。
这些促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贼，顺手牵羊，偷鸡摸狗。
警察一直都在追踪他，想方设法找出他犯罪的证据，以便把他绳之以法，但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脱
了。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饥寒交迫，昏倒在路上，一个好心的神父把他救回了教堂。
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是贼了，无可救药了，于是趁神父睡着，把神父房间里的所有银器席卷一空。
不料，在逃跑途中，被警察逮个正着，这次可谓人赃俱获。
　　当警察押着冉·阿让来到教堂，让神父辨认失窃物品时，冉·阿让绝望地想：“完了。
这一辈子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
”谁知神父却温和地对警察说：“这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
他走得太急，还有一件更名贵的银烛台忘了拿，我这就去取来！
”　　冉·阿让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警察走后，神父对冉·阿让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重新开始吧！
”　　从此，冉·阿让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他搬到一个新地方，努力工作，积极进取。
后来，他成功了，一生帮助受苦受难的穷人，做了大量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冉·阿让正是由于摆脱了过去的束缚，才能重新开始生活、重新定位自己。
　　人们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同样，当年的辉煌仅能代表我们的过去，而不代表现在。
昨天的辉煌已成过眼烟云，明天的成功在向我们召唤，诚然这需要我们以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今天
的世事，放下昨天的包裹与荣耀，在今天轻松的奋斗。
这是最佳的状态，但现实往往是人们不懂放下负担，结果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位大学教授特地向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禅师南隐问禅，南隐只是
以茶相待，却不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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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客的杯子，直到杯满，还是继续注入。
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停地溢出杯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于是说道：“已经溢出来了，不
要再倒了！
”　　“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
”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呢？
”　　人生就是如此，只有把自己“茶杯中的水”倒掉，才能让人生倒入新的“茶水”。
　　生命的过程如同一次旅行，如果把每一个阶段的成败得失全都扛在肩上，负重而行，那今后的路
只能越走越窄，直至死角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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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难得糊涂是一门让你在各种场合应对自如、以退为进、不动声色地获得成功，又不致遭人妒忌的
学问。
 要做到难得糊涂，必须要做到“该糊涂时糊涂，不该糊涂时决不糊涂”。
人生难得糊涂，贵在糊涂，乐在糊涂，成在糊涂。
所以掌握了难得糊涂，会使你恍然顿悟，会带给你一种大智慧，会让你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达观和从
容。
本书思路清晰，事例详明，从做人、办事、社交、家庭、职场等多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难得糊涂的运
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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