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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活着都是要吃饭的，不吃饭没法活，这是硬道理，傻子都懂的硬道理。
但是，人活着，跟猪狗鸡鸭毕竟不同，光有饭吃还不行。
这个世界几十亿人，大概没有多少光喂饭就能满足的，饿的时候都说，给口吃的就行，一旦吃上了这
口，别的需求也就来了。
要恋爱、结婚，跟人交往、沟通，要交朋友、挣钱、唱歌，一句话：要学习，得有精神生活。
即便理想不高，就当个旧时代的农夫，也得有人教你怎样种地，如何喂牛套车，稍微有点精气神，就
会想到出门赶集看戏，有的人还自己学着唱上两口。
　　精神生活，离不开书。
　　我们这个国家多灾多难，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老百姓每天除了吃，不想别的，因为多数时候，
吃不饱。
那年月，孩子进学校读书，除了课本，家长没钱，也不认为有需要给孩子买点课外的书，甚至孩子看
课外书，还会遭到责骂。
在家长看来，那些东西没用，上个学，识几个字，会算个账也就行了。
在那个时代，众多平民百姓养孩子，跟养猪喂鸡没有多少区别。
　　后来的中国人，开始有点闲钱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宝贝多了，除了把孩子喂得营养过剩之外
，也操心孩子的教育。
即便如此，过去的思想境界依然左右着他们，家长们宁肯花大价钱，逼着孩子满世界进补习班，学钢
琴，学奥数，学英语，学画画，学书法，学围棋，学一切听说可以提高素质的玩意儿，但就是没时间
让孩子老老实实坐下来看本书。
跟过去一样，众多的家长认为，课外书没用，耽误孩子学习。
　　就这样，在课本强化和补习班也强化的双重压力下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独生子女，有一半还没进
大学，先折了，什么也考不上，除了打游戏，什么兴趣都没有：另一半考上的，进了大学不少人也开
始放羊，加上大学这些年质量也在下降，因此，即便太太平平毕了业，进入社会，感觉身无长技、无
所适从者至少要占一半以上。
　　这是一个没有人看书的时代。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国家每年的出版物，教材要占到60％以上，剩下不足40％的出版物。
还要扣除10％左右的教辅读物，也就是说，中国的书，绝大多数都是强迫阅读的，真正属于读者出于
自己需求而主动阅读的书，不到整个出版量的20％，跟发达国家相比，正好倒过来。
　　现在国人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素质”，但恰恰国人的素质，不敢恭维，一代代越来越不喜
欢读书的后辈，素质更是每况愈下。
　　课本，给不了人素质，课外补习，也给不了人素质，素质的养成，要靠书，课外书。
人生在世，不是活在真空里，什么事儿都可能碰上，要学会跟人打交道，更要学会跟自己打交道。
如何待人处事，如何交友待客，如何跟人沟通、开展讨论，如何说服别人：进而如何开阔心胸、拓展
视野、修炼心性、磨炼意志、增强自信，尤其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境，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再进一
步，如何看待友谊，看待背叛，如何面对恋情，如何面对失败，如何面对财富，以及失去的财富，这
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学，但是课本教不了你。
课本里，有知识，有技能，但唯独难以陶>台你的性情，锻造你的心性。
素质是一种软实力，一种可以凭借知识和技能无限放大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
缺乏相应的软实力，就像一台电脑，尽管性能良好，但缺乏必要的软件，也一样等于废物。
　　本人从教30多年，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哪怕一个不爱读书的学生日后有出息的
。
人的所有，差不多都是学来的，家庭可以教你，社会也可以教你，但一个有出息的人从中获益最多的
，还是书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会了读书，就有了一切。
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能为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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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想要活得好，活得有滋有味，那么，就得把书当粮食来看。
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书就是韶乐，只有肉，没有书，肉也不香。
不能说这样的人都有出息，但至少，这样的人才可能有点出息。
　　现在，许多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当然，我想这些家长们，不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住进欧洲的城堡，天天穿着燕尾服，只是希望孩子能有
贵族的气质和教养。
欧洲太远了，中国自宋代以后就没了贵族，但自古就有书香门第。
一个家族，只要几代都有读书人，家藏有几柜子的书，就是读书人家，缙绅人家，这样的人家，教养
、品位、知书达礼，所有的一切，不是血统的遗传，而是从世代的书香里来的。
　　读书要读好书，读能跟那些绝代的成功者、大师们对话的书。
世界上存在过那么多杰出人士，他们的成功为世人仰慕，各有各的理由，个中道理，在他们的文章中
有，但要靠仔细读了之后自己悟。
没有机会追随大师的左右，经大师亲授，但只要读他们的文字，也可以升堂入室。
众多的成功者、大师汇聚起来，变成一本不厚的书，摆在我们的眼前，《“读·品·悟”青少年受益
一生的励志书系》就是这样的一套好书。
古人云：开卷有益。
　　张鸣　　200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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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的中外各界名人关于金钱的67篇精彩文章，为我们全面解读金钱哲学，内容包括名人的
金钱观、金钱对人生的意义、贫穷与富裕的联系、金钱与快乐的关系，以及如何满足自己合理的财富
欲望和一些理财方法等。

　　洞悉金钱哲学，我们方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处理好金钱与人生、财富与梦想的关系，
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幸福，而又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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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吉天，山东青岛人。
青年时期曾就读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河北省工作。
曾担任廊坊师专(今廊坊师范学院)校长、河北省文联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360余万字。
20世纪80年代末，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任教，任文学院教授。
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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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辑　金钱是最好的仆人也是最坏的主人　　钱的极点　　现在无论同谁聊天，无论从哪说起
，都会很快谈到钱。
钱成了当今社会的极点。
　　钱给人的好处是太多了，而且有许多人由于钱不多，而享受不到钱的好处。
人对于得不到的东西就需要想象，想象的规律一般是将真实的事物美化。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大眼睛戴口罩的女士就会想她若摘了口罩，一定是美丽动人。
其实不然，口罩里很可能是一对暴牙齿，人家原是为了遮丑的。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虽是无钱之人，却凭医疗常识，想象钱的功能是有限的，理由从人的生理
结构而来。
　　钱能买来山珍海味，可再大的富豪也只有一个胃，一个胃的容积就那么大，至多装上两三斤的食
物，外加一罐扎啤，也就物满为患了。
你要是愣往里揣，轻则是慢性胃炎，重了就是急性胃扩张，后者有生命危险呢。
更不屑说，长期的膏粱厚味，引起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等。
所以说那些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得了肥胖症，真是要算“公”伤的。
　　钱能买来绫罗绸缎，可再娇美的妇人也只有一副身段，一次只能向世人展现套在身体最外层的那
套衣服。
穿得太多了，就会捂出痱子。
要是一天老换衣服，变成工作，就是时装模特，和有钱人的初衷不符了。
　　再说人类延续种族、愉悦自身的那个器官吧，更是严格遵循造物的规律，无论科学怎样进步，都
不可能增补一套设备。
假如无所节制，连原装的这一份都进入“绝对不应期”，且不用说那种种秽病了。
电线杆子上的那些招贴纸，是救不了命的。
　　人和动物在结构上实在是大同小异，从翩飞的蝴蝶到一只最小的蚂蚁，都有腹腔和眼睛。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想，而恰恰在这一面钢铁盾牌面前，金钱折断了蜡做的枪头。
　　比如理想，比如爱情，比如自由⋯⋯都是金钱的盲点。
它们可以因了金钱而卖出，却不会因了金钱而被买进。
金钱只是单向的低矮的门，永远无法积聚起情感的洪峰。
　　造物给予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作为补偿，造物给人以无限的精神。
人的躯体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很容易满足的。
你主观上想不满足，造物也不允许你。
造物以此来制约人对物质的欲望，鼓励思想的飞翔。
于是人类在有了果腹的兽肉和蔽体的树叶之后，就开始创造语言、绘画和音乐⋯⋯积蓄了一代又一代
的精华，于是我们有了文学，有了艺术，有了哲学的探讨和对宇宙的访问⋯⋯那都是永无穷尽的奥妙
啊，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会上天入地呕心沥血地寻找与提炼。
　　我们现在是站在钱的极点上，但我们很快就会离开它。
人们在新的一轮物质需要满足之后，回过头来仍然要皈依精神。
　　精神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在远没有金钱之前，人类就开始了精神的求索。
人类最终也许将消灭金钱，但毫无疑问的是人类的精神永存。
　　与你共享　　人要生存，就离不开金钱和物质；但人要活得精彩，活得快乐，就需要有平静的心
境、宽广的胸怀和正确看待金钱、物质的智慧。
金钱，既能刷新你的生活质量，也能吞噬你的身心。
在经营财富的同时，别忘了经营你的精神园地，没有财富修养。
钱就会让你福始祸终。
　　我没有时间又没钱　　我从小就“有钱”。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名人金钱哲学>>

　　我是在台北的台大医院出生的——有钱人的大医院。
　　襁褓时期，我就是小老板——我爸是大老板，我当然是小老板。
　　幼儿园我念“再兴”，当时它是所私立的贵族学校。
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多半不是大官，就是巨贾。
　　一直到我10岁，父母离异，我寄住在亲友家中。
我聪明懂事又会说话，待遇自然还是不差，每个周末都在中山北路的“美军顾问团联谊社”吃炸明虾
，星期天去“青潭”玩人工海浪⋯⋯　　初中三年，我依然念“再兴”，住校三年。
当年，这是少数全校装设空调冷气的学校，包括宿舍。
而且值日生只要管擦黑板，因为有工人会负责扫地拖地，瓷砖地板随时干净明亮到可以躺在上面念书
。
尽管家境在这个时候变了，但是来不及影响我的“有钱”，因为我已经交好的同学、朋友个个都有钱
。
　　高中我念公立的“成功高中”。
考试帮人，我就得到订做的卡其制服；下课后，去“中华商场”后排的皮鞋店帮忙招呼生意，我就可
以免费得到订做的亮皮金边白马靴；只要负责找女舞伴，我就有跳不完的舞会；帮咖啡厅画橱窗海报
，我就可以换得牛排套餐，外加打电动玩具的铜板；帮建设公司的总经理洗车，我就可以吃高级餐厅
的川菜；画建筑墨线图还额外赚得到零用钱！
　　进了大专，念艺术学校的好处是：活动繁多。
活动多的好处是：都有公费让我吃吃喝喝，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的好处是：可以拿冠军得金牌。
得金牌的好处是：有奖品、有奖金、有优待。
优待多的好处是：日子很“有钱”。
　　我在大专的几年之间，跑遍了金马台澎，全部公费。
还坐着商务舱去了欧洲与非洲的11个国家：游山玩水看世界，同时还可以领薪水、拿奖金。
　　打工的兼职工作，让我的作品每天在第一大报连载刊登，老师还开支票帮我买了辆汽车代步。
　　出访期间，我兼职的传播公司还可以让我留职照领薪！
还没毕业，我就成为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开学缴学费还有主任代垫。
　　大专的最后一年，我已经走到幕前开始表演；表演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我就成名；成名的第一年我
就结婚；结婚的第一天我就当了儿子的爸爸；当爸爸的第一年我又当了女儿的爸爸！
你说，我怎么有时间“没钱”？
　　钱追着我跑　　结婚的第一年我就拍广告；广告的第一笔订金，我拿来订了一栋房子；房子订下
的第一年我就转手卖出；第一栋卖出的房子就让我赚了一笔钱；赚的第一笔钱刚好就让我度过服役、
当兵没钱赚的两年！
退伍之前，我订了生平第一辆奔驰车。
还没回到社会上，我已经拿到传播公司经理的新名片。
　　苦，可以一个人苦；福，要和众人分享。
　　退伍的第一年，一星期里有4个小时，我主持的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
（当学生时，打工月入2000元；转进幕前之前，我当编剧、制作人的月入1万元；当兵期间，月入只
剩500；退伍第一年，我的收入又回到月入5万。
）　　第二、第三年，我的节目量增加，演出活动频繁，一个月变成13万。
第四、第五年，节目依然此消彼长，但是行情上扬、单位收入提高的结果，一个月成了40万。
　　第六、第七年，月入60万的同时，屁股开始痒起来了。
我跨了行业、印了名片、开了公司、设了门市、参了展览、做了生意、养了员工。
事情的起头是因为30岁的我开始担心：“万一有一天⋯⋯”　　于是我开设了珠宝工作室。
又因为顾着往日情谊，于是把老同学的信用卡《卡友》杂志顶了下来，顺便又办了一本电玩杂志，一
不做二不休，再办一本婚纱杂志⋯⋯　　刚好在同一个时期，广播频道开放，我又开了一个传播公司
，承揽电台节目制作和广告时段，再顺势将珠宝工作室扩充为店面；地下室干脆再开一家PUB；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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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扩充成为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批和珠宝相关的书籍⋯⋯然后网络兴起，我架起了企业网站；在
珠宝店的楼上又扩增了婚纱摄影公司；在出版社的楼下又增建了珠宝工厂；将地下室改建成为摄影棚
⋯⋯　　在此期间，我还写了两三本书，第一本书有关我的婚姻，一出版就卖了第一名。
所以灵机一动，我结合所有相关的行业，自己组织了多家公司，把与结婚相关的各行各业、各种资源
整合起来⋯⋯再开设商业行销公司，跨足蜜月旅游行程，组织财团法人的公益团体⋯⋯公司变成5家
，员工变成70个。
我和钱玩得不亦乐乎！
　　第八年，市场发生变化，珠宝生意乏人问津；机构换了人，“新官”忙着抓地下室开设的PUB。
这个时期，我开始从“被钱追着跑”变成“追着钱跑”：老婆病了、合伙跑了、生意垮了、身体坏了
、公司关了、员工散了、节目停了⋯⋯在你认为所谓的“黑暗期”里，我却住进了五星级饭店的外交
官套房休养生息，依然很有钱的样子。
　　到第九、第十年，我在两年间退了700张支票——却一张也没跳掉，全部被我补平轧好！
因为我认为我会“有钱”，那一口气始终没有放掉！
　　第十一年，全部的生意都停掉，同时节目也停掉，我一个人坐着商务舱到美国去散心——依然很
“有钱”。
我把这段美国的“忧郁症神奇散心治疗术”写成了《想一想，死不得》。
　　第十二、第十三年，节目回来了、生意又试试看了、朋友多起来了、球打得越来越好了。
在我又开始主持的新节目里，其中一个还叫做很“有钱”的“百万大赢家”！
　　第十四年，我又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一堂一亿六千万的课》！
结果又卖了第一名！
　　第十五年，孩子已经长大，开始赚钱。
我想了一整年，看看自己，还是很有钱，而且感觉越来越有钱！
　　从和“钱”的搏斗里走出来，我又口袋空空开心地过着“有钱”的日子：打了300场的高尔夫球，
做了100场的演讲，又写了3本书⋯⋯还始终养活着一大家子的人！
　　第十六年，今年，新年。
预备，开始！
　　有钱的感觉　　我在20岁的时候，月入2000元也能左右逢源。
到了30几岁，月入75万时也还是会焦头烂额。
你说，到底是2000算有钱，还是75万算有钱？
想要月入2000元？
还是月入75万元？
　　别放马后炮说：“你想月入75万，但是不会如我一般糟蹋钱。
”　　我告诉你，月入2000和75万时，屁股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真有趣，回想走过的40年，有钱？
没钱？
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挺有钱？
　　你问我，“有钱”到底是什么？
答案是：一种你自己去体会的感觉。
　　无论是谁，有多少钱，一定还有人比你多，也有人比你少。
钱比你多的人，未必觉得他有钱；钱比你少的人，也可以觉得他很有钱。
而钱比你多的人，可能过着钱比你少的日子，并且觉得他“没钱”。
　　而我？
我一直都有“有钱”的感觉。
　　要感觉“有钱”其实很简单：钱一直够用就是了。
就算当时不够，也知道会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会来多少。
最好的感觉就是：一定够用！
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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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就要做到“钱的平衡”：花钱和赚钱平衡，能力和收入平衡；努力和成效平
衡，负担和成就平衡；期望和结果平衡，你和大家都平衡。
　　平衡最美　　想象不到那种意境吧！
学学每一个只顾着吃喝玩乐的小孩子。
严格地说来：所有的小孩子里，没有一个人有钱！
也少有哪一个小孩知道，自己到底算有钱还是没钱？
但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样的快乐——穷爸爸和富爸爸所能提供的快乐与财富之间没有任何关连。
这是因为孩子们容易做到“平衡”：需要和获得平衡，想法和实际平衡。
我们应该学学孩子。
　　除了“平衡”让我觉得“有钱”，我还生气蓬勃、神采奕奕地觉得我“有钱”，因为我一直在“
赚钱”。
“赚钱”的数字多寡并不重要，是“赚钱”的感觉使你觉得自己有用；是“赚钱”的过程使你觉得自
己存在；是“赚钱”的期盼使你觉得充满希望；是“赚钱”之后你就可以实现心愿、拥抱梦想！
　　“那不能赚钱的人怎么办？
”像是高龄长者、家庭主妇⋯⋯不能赚钱？
省钱也是赚！
透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使得家计变轻、钱变好用、物超所值，这一样可以显现出你的价值！
　　“那还不会赚钱的小孩子怎么办？
”孩提时代，是学习和建构金钱观念的黄金时期，金钱观，是最容易在孩子身上浮现出来的。
如果能让孩子们在孩提时懂得珍惜所有、学会礼尚往来、愿意与人分享、分摊群体劳务、体会共同喜
悦⋯⋯你就会看见他们少埋怨、多平衡、易开心、常喜乐。
真正爱钱的孩子，不会变坏。
除非是你我教错了——那也难怪，因为你我也没人教。
　　还有一件一直没变，一直让我很容易体会“平衡之美”的事：我的排骨饭。
我想它可以当作一个好例子，让你体会我所喜乐的“有钱”感觉。
　　我的排骨饭　　有炸排骨可以吃，一直是我觉得自己“有钱”的重要依据！
　　我一直爱吃排骨饭，武昌街的“江浙好味道排骨大王”一直是我的最爱。
　　7岁到15岁，在学校打饭时期，我最爱吃的也是炸排骨。
“再兴排骨”一吃9年。
结婚后，家里饭桌上的炸排骨，依旧是我的盛筵丰馔！
　　小时候，为了去吃糖醋排骨，全家人从罗东一路散步到三星乡。
　　坐火车回罗东时，站台的火车便当，或者是“福隆火车站”木盒便当的排骨饭是旅程重点。
　　到已经被火烧掉了的“中华体育馆”看篮球赛，只要忍到比赛第四节，场外的排骨便当就会从4
块降价成1块。
　　念高中时半工半读，经常一天只能吃一个排骨盒饭，犒赏自己的意味深浓。
　　念大专之前摆地摊，在“蜜蜂咖啡”吃排骨套餐就是豪华享受。
　　进了演艺圈后，大鱼大肉的机会多了，我还是觉得吃排骨饭最开心。
　　昨天，我唯一吃的一顿正餐就是“君悦排骨”的酸菜排骨饭。
等一下写完这一段，我还要去“九如”吃排骨菜饭。
　　小时候的排骨饭2.5元，现在的排骨饭30元——物价涨了，满足不变。
说也奇怪，从还不会赚钱到月入2000元时，我都爱吃排骨饭。
到月入75万时，我还是爱吃排骨饭。
　　那么赚那么多钱干吗？
更何况回想起来，这一生当中就属月入75万的那一段日子，我最吃不到心爱的排骨饭！
赚比较多的钱真的就比较快乐？
在排骨饭这一件事上，我看未必！
　　现在的我，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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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要停笔，把女儿叫起床，拉她陪我去吃排骨饭！
此刻我口袋里的钱，多到够我抬头挺胸吃10个！
怎么样，有钱吧！
　　英国财经主播狄克·史宾西斯：“找到能让自己满足的道路，钱才是钱！
”　　与你共享　　常言道：知足者常乐。
然而生活中却总有人不惜代价地追逐着所谓的财富与金钱，在永无止境的物欲中失去了快乐，迷失了
自我。
其实，人生得失之间从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我们无须为得不到一定数量的财富而惋惜，更不能因为
执著于金钱而失去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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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钱本身是中性的，谈不上善恶，毛病不是出在钱上，而是出在对钱的态度上。
可怕的不是钱，而是贪欲，即一种对钱贪得无厌的占有态度。
　　——周国平　　一本让青少年认识金钱，学会正确对待金钱的书　　钱是一种力量，但更有力量
的是有关理财的教育，钱来了又去，但如果你了解钱是如何运转的，你就有了驾驭它的力量，并开始
积累财富。
　　——罗伯特·T·清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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