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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国人的处世圣经，历来被读书人视为必读的经典书籍，人们越来越多地发
现了其中所蕴藏的处世智慧《论语》的魅力在哪里？
孔子的魅力在哪里？
《论语》中又蕴藏了我们今天需要的哪些道理？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穿越千年的时光，回到孔子生活的时代，从中寻找答案。
    本书主要从如何快乐生活、如何成功管理、如何成功经商、职场中如何谋求发展、治学中的成功经
验、交友时好友和损友的区分、如何成功说话、日常生活中如何与人成功交往、如何建立和谐家庭关
系、如何正确对待逆境等十个方面谈其中的处世智慧。
本书多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来对这些道理进行解读，目的在于拉近孔子与我们的距离，使我们更好
地理解孔子的思想。
本书同时结合现实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案例，旨在使我们活学活用，达到一点就通，更好地参悟《
论语》中的处世智慧的目的。
每一句语录后面，均用点睛之笔，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及人生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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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以豁达心态面对人生  乐以忘忧，舒心自在  莫让人生虚度过  放得下才担得起  学会运用自己的
长处  做人要有一颗宽容心  看淡荣辱得失  人生苦短当珍重  快乐人生，和谐相伴第二章  以德服人，以
礼待人  以身作则，树立威信  以诚为本，取信下属  严于律己，方可服众  勤政爱民，上下一心  善于忍
耐，成就事业  招贤纳才，知人善用第三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用积极的心
态面对失败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  不过不及，挑战困境  掌握信息，成就未来  居安思危，蓄势待发  把
握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第四章  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大智若愚，能而不露  抓住机遇，表现自己  广
听良言与人合作  做事不要急功近利  成功在于自己的坚持  不要患得患失第五章  成大事有捷径  勤奋刻
苦，持之以恒  忍受寂寞，知耻后勇  贵于实践，学以致用  学无止境，艺多不压身  天生我才必有用  树
立远大的人生目标第六章  以“和”为贵  尊敬长辈，以孝为先  远亲不如近邻  言传身教，培养子女  把
握角色意识，做好角色定位  尊敬父母，处理好家庭关系  孝悌是仁的根本  宽容是调剂夫妻关系的润滑
剂第七章  练就火眼金睛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要和小人保持距离  真金要靠火来炼  识别益友和损友  
知己知彼，择善而从  有比较才有鉴别第八章  对人不可全抛心  谨慎做人，保全自身  成人之美，广结
人缘  不要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  保持得体的仪态举止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不要时时争强好胜第九章  
口才决定成败  掌握分寸，恰到火候  话留七分，只说三分  分清场合，恰当说话  说话要“有的放失”  
好口才能避祸  沉默是金，言多必失  言之有据，以理为先第十章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坦然面对
不如意的事  坚持自己的信仰  不要被暂时的失利击垮  看准了的事情就去做  摆脱受人排挤的被动局面  
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固守”  顺应变革，坚持操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中的处世智慧>>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以豁达心态面对人生乐以忘忧，舒心自在〔经典语录〕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经典释疑】①燕居：闲居，古代士大夫退朝而居叫燕居。
②申申如也：仪态舒展的样子。
如，形容词词尾，义同“然”。
③夭夭如也：和乐喜悦的样子。
【阐微】孔子说：“在家闲居的时候，仪态要舒展自如，神色要和乐喜悦。
”活学活用一肩挑尽古今愁，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孔子在家闲居时却仪态舒展自如，神色和乐喜悦，过
着无忧无虑的个人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一副愁眉苦脸，严肃庄重的样子。
这是因为他虽然忧国忧民忧天下，但却在个人生活上抱着以平淡为乐的旷达态度，所以始终能保持爽
朗的胸襟，舒展自如的心情。
孔子是一个十分勤奋而机敏的人，他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认为一个人总要有所作为。
孔子的心态，用他的话来说，叫“君子坦荡荡”，他不忧不惧，因为他没有做亏心事。
他感到人生是勤奋而快乐的，是乐以忘忧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应该说是复杂的社会环境，但他处处谦虚、恭敬、诚实、
礼让，“内省不疚”，“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今天常常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生活太累！
快乐离我们太远！
其实，不是快乐离我们太远，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和快乐之间的距离；不是寻找快乐太难，而是
我们活得不够简单。
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富翁，背着许多金银珠宝到远方去寻找快乐，可是走遍了千山万水也没有找
到。
一天，一位衣衫褴褛的农夫唱着山歌走过来。
富人见农夫这么快乐，便向他讨教快乐的秘诀。
农夫笑着说：“哪里有什么秘诀，只要你把背负的东西放下就可以了。
”富翁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背着这么沉重的金银珠宝，腰都快被压弯了，而且一路上还提心吊胆，生
怕被土匪抢劫，整天惊魂不定，忧心忡忡，哪里还快乐得起来呢？
如果富人放下行囊，把金银珠宝分发给过路的穷人，不仅肩上的负担没有了，还能够看到一张张感恩
的笑脸，这不是他想要寻找的快乐吗？
为什么要整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而让自己不快乐？
其实，快乐的种子埋藏在我们心中。
当我们能够真诚地热爱生活和热爱他人时，我们的内心就能够感到逍遥自在，从而快乐起来。
在物质世界里，我们仍然拥有精神世界。
如果我们想要完整地表达精神世界的好品质，就必须先领会以下要点：第一，我们必须接受自己拥有
精神世界的事实；第二，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将会成为我们的人生态度；第三，这些想法和态度能经
由人类彼此的交流而发出能量和光辉，从而影响自己和他人。
以喜乐这种精神品质为例，实际上，生活中的喜乐和幸福来自自己的内心感受，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心中去寻找和体会喜乐、幸福的感觉，而且我们还要让这种信仰成为自己的
人生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面对任何人、事、物时，都能保持喜乐。
另外，我们也应该与身边的每个人分享这样的态度，因为在为别人带来快乐的过程中，我们也将获得
更多的快乐。
有人说，当我们把快乐和别人分享时，我们便得到双倍的快乐。
说到底，快乐就是要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精神。
并不是拥有财富和名利地位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相传有一个财主，生意做得很大，每日操心、算计，要么担心长工不给他好好干活，要么担心家里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中的处世智慧>>

钱财被小偷偷走，要么担心路上的货物遭遇劫匪，有时甚至还担心自己百年后万一财产分配不均子女
们闹不和怎么办⋯⋯总之，他每天茶饭不思，没有一天快乐过。
挨着他家的高墙外面，住了一户很穷的人家，夫妻俩以卖茶水为生，老两口无儿无女，家徒四壁，却
整天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快快乐乐。
财主太太说：“我们还不如隔壁卖茶水的两口子，他们尽管穷，却活得很快乐。
”财主听了，便说：“这有什么难，我叫他们明天就高兴不起来。
”于是他拿了一锭50两重的金元宝，从墙上仍了过去。
那夫妻俩发现这从天而降的金元宝，喜出望外，夫妻俩于是茶水也不卖了，先是讨论院子里的金元宝
是从哪里来的，紧接着就开始商议拿这金元宝该干点什么，之后又想万一这金元宝被别人误认为是偷
来的怎么办，随后又想万一有人知道他们家有金元宝前来打劫怎么办⋯⋯总之，他们讨论了三天三夜
也没有得出结果，于是茶不思，饭不香，觉也睡不好，当然再也听不到以往的欢声笑语了。
财主对他太太说：“你看，他们不笑了吧，办法就这么简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金钱未必能够带来快乐，假如人们一味追逐财富、名利，成年累月心劳力竭，
神经紧张，疲惫不堪，尽管锦衣玉食，满屋金银珠宝，也不能拥有快乐。
人生的诱惑太多，如果在各种诱惑面前分不清、看不明，只是盲目，地追逐潮流，身不由己地为名利
而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为功名利禄、锦衣玉食不停地追求，等喧嚣过后，一切归于寂静，才发现
自己的情感被销蚀得千疮百孔，连自己原本拥有的快乐都已经丢失掉了。
快乐源自于自己的心底，是一种与财富、名利、地位无关的精神境界。
现代人为了名利、财富、金钱而疲于奔命，有时候甚至置亲情、个人的健康于不顾，最终丢失了亲情
、透支了身体，生怕失去了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却又逢人便感叹：“唉，活得真累！
”累什么呢？
不外乎是累财累名累地位，累一己之得失、累个人的利益，其结果是连“燕居”的时间都没有了，更
不用说什么“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与其如此，倒不如向圣人学习，甩开个人名利之累，一切顺其自然，保持舒展和乐的心态，平平淡淡
、轻轻松松、快快乐乐过一生。
智慧启迪：做人需要尔观豁达，淡定平和，保持这样的心态，放眼望去，四周尽是美景乐事，领人赏
心悦目，自然就会拥有永远的快乐。
莫让人生虚度过〔经济语录〕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经典释疑】①立：只在社会上立身处世。
②耳顺：指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了。
③不逾矩：不超越规矩。
即使随心所欲，也不会超越规矩，说明世上的规矩，已完全内化在自己的身心中。
【阐微】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三十岁知书识理，能够立身处世，四十岁时对自己的言
行学说坚信不移，五十岁时懂得世事的发展，都是老天的安排，六十岁时一切的话都能听得进去，七
十岁从心到身，自由动作，不会超越规矩。
”活学活用孔子用简单的话勾勒了自己的一生。
从中也大体显示了一个成功的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少年时代要发奋学习；30岁左右
成家立业；40岁左右应该树立坚定的信念；50岁上下应该明白世上的一些当然之故和必然趋势；60岁
时要达到声人心通的境地，对各种意见都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70岁时对社会的法则运用自如，精神
进入自由王国。
儒家把实践仁、义、礼、智的价值观念视为顺“天命”，即看成自己必须承担而决不能推卸的做人的
责任。
能知天命，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就不会有失落感、忧愁感，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烦
恼，也不会因社会的动乱、生活的甘苦、个人的荣辱、生命的安危而扰乱自己的人生追求，孔子的一
生都在朝这个目标奋斗。
孔子的一生，都在寻求政治主张的实现，并积极从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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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开办私学者。
他从而立之年起就开始从事教育。
他35岁去了齐国，见到了齐景公。
由于受大臣晏婴的阻止，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37岁返鲁。
他从51岁起，先是做了鲁国的县官，最后官至鲁国的最高法官，并代理丞相。
55岁到68岁这l4年问，奔走于卫、宋、陈、蔡、楚等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政治主张。
之后，退而继续从事教育。
直到73岁去世。
孔子15岁时，即已立定人生志向，以学问立身，人当少年，便已设立了人生的远大目标。
孔子30岁立足于社会；40岁时，对前途充满信心，开始超越一切迷惑，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孔子并非天生的圣人，亦非早年开悟，而是先设定人生目标，然后为之奋斗，百折不挠，勇敢突破，
以致有成。
孔子73岁的生命，可说是由一连串的不顺遂所构成，但他对生命的珍惜，对生活的热爱，使其始终保
持有乐观的心态，坚强的意念，即使面对重重的阻碍、挫折、打击、刺激，乃至生死关头，也不能使
他放弃初衷，无法阻止他勇往直前。
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说30岁要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张爱玲说的“成名要早”。
人生短暂，要依志向和兴趣尽早确定一个有益于社会进步、思想文化进步、科技进步的职业，心怀进
取自强，有所规划，倾力而为。
要努力做到向长者学经验，向年轻人学新知，不断锤炼和完善自己，当人到40岁时，才能做到“不惑
”，40岁是对自己的言谈行为都坚定不移的年龄。
睿智超常的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50岁，也就到了顺应事态发展的年龄了。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人到60岁以后，就会变得完全通情达理，年轻时对别人说自己的坏话常会感
到刺耳；自己也常意气用事，对别人的意见，什么也听不进去；常抱有成见，主观地偏听偏信，只能
听进一个方面的话。
孔子一生听到的逆耳之言是很多的，子路给他挡驾了不少，子路死后，孔子说：从我得子路以后，“
恶言不闻于耳”。
耳顺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表明了一种欲望的消退。
也就是说，人到了70岁，还有什么呢？
即使随心所欲，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更不要说什么超越法度和越轨的行为了。
这是一种在经过之后的洒脱，放弃之后的快乐。
这段语录是孔子一生治学的深切感受。
而不同的人根据自身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来品味孔子的这段微言大义，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
生活的艺术就在于何时应该把握，何时应该放弃。
对于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应该珍惜。
我们应该虔诚对对待生命的每一天，珍惜每一个小时，抓住每一分钟，但又不能抓得太紧，有时候，
也要学会放弃。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受到挫折，但也从中得到了锻炼。
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存在。
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进程。
我们的父母通过我们延续他们的生命，我们又将通过下一代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我们创造的价值，我们塑造的美好形象将会永远流传。
不要让你的生命白白浪费，不要像追求物质那样追求思想，因为思想将赋予生活以意义，它具有永恒
的价值，它同物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放弃那些不适合自己去充当的社会角色，放弃束缚你的人情世故，放弃伪装你的功名利禄，放弃徒有
虚名的奉承夸奖，放弃患得患失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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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下心来，用足够的精力和智慧来发掘自己的潜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明确自己应该追求的目标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把人生划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和心境。
在努力达到人生目标的同时去体悟人生，不要让太多的无关的人事功名来消耗我们的光阴和智能，不
要过分去追逐名利。
华罗庚说：“时间是由分秒组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就来。
”是否珍惜时间对一个人的发展和成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不懂得珍惜生命，不充分利用时间来发展自己，在时间面前他永远是个弱者，它不懂得珍惜生
命，成功也就抛弃了他。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
”而鲁迅先生，则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
现代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每天勤于作画，没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
在他作画的60多年中，据说只有两次间断，10天没有动过笔。
一次是他63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几次不省人事，另一次是64岁时母亲病故，他因过度悲伤，没有作画
。
85岁那年，有一天他连画4张条幅，已经很累了，可他仍然坚持再画一张。
画毕，他在条幅上题写这样的话：“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一张补充之，不叫一
日空闲过也。
”齐白石在艺术的道路上十分珍惜时间，珍惜生命。
他不停地辛勤耕耘，不为功名利禄所累，放弃了一些该放弃的东西，一心扑在绘画上，一心追求自己
的事业，乐在其中，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绘画成就。
齐白石的一生应该说是快乐的一生。
智慧启迪：懂得珍异生命，合理安排和充分利用时间来成就自己事业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
放得下才担得起〔经典语录〕哀公问社于宰我。
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般人以柏，周人以粟。
曰，使民以粟”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经典释疑】①社，土地之神，此指祭祀时所立的木制牌位叫做神主，是神灵的依附。
②宰我，孔子的学生。
姓宰，名予，字子我，鲁国人。
从《论语》中对宰予的记载来看，孔子感到他几乎一无是处。
最后他到齐国做官，与田常一起作乱，被灭了族。
孔子以此为耻。
③说，解释，说明。
④遂事，顺势已在办理的事。
遂，顺当。
【阐微】哀公向宰予问社祭的情况，做神主用的是什么木料。
宰予尊敬地说：“夏王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粟木，说是要让老百姓害怕得战战兢兢。
”孔子听了说：“已经完成了的事就不要再解释了，正在顺势办的事就不要再劝阻了，已经过去了的
事就不要再追究了。
”活学活用孔子不满意宰我关于“使民战栗”的解释，因为它不符合德政爱民的思想。
但周代又确实是用栗木做的土神牌位，所以孔子不好正面批评宰我，而是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既然已
经过去了的事，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不管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孔子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弃而不咎的宽大胸怀。
有些东西，我们尽管很不愿意放弃，但为了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该放弃时还得放弃。
放弃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弃心中积攒下来的烦恼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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