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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飞进①

　　一看到“宽容”这个词，我的脑海里马上就闪现出

了儒家学说中的“仁”和“恕”。

《论语·颜渊》中说道：“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在同一章解释“仁”的内涵时，孔子又说：“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中说道：“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可见，“仁”和“恕”都可以用“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来解释，说明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具有

内在一致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精粹、

最有价值的要义之一，其本质就是，在承认人性相通并

倡导“爱人”的前提下，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体

谅。而这正是“宽容”的主旨所在。宽容，即恕，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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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飞进：《人民日报》科教文部主任，高级编辑，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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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宽容也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民

族所提倡和赞美。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说：“宽

容就像天上的细雨滋润着大地。它赐福于宽容的人，

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著有

《宽容》一书，他在用文艺性的笔法写下反抗无知、偏执

和暴虐的檄文之时，也让人们结识了人类文明进程中

许多伟大、自由而又宽容的心灵，是一部挑战愚昧与极

端观念的佳作。书中写道：“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

所认可的信仰，不应该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念强加

给别人，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与自己不相同的观点。”

由此可知，宽容乃是全人类共同尊奉的思想理念，是人

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宽容需要涵养和胸怀。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

乐，使人生进入一种潇洒的境界。宽厚待人，容纳非

议，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与人

为善，就是与自己为善；与人过不去，其实就是与自己

过不去。只有宽容地对待他人和体谅他人，我们才可

以获得一个放松、自在的人生，才能生活在欢乐与友爱

之中。一个宽容的人，到处可以契机应缘，微笑对待

人生。

宽容也需要忘却。忘记昨日的是非，忘记别人先

前在某种背景下对自己不公正的指责和伤害。学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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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生活才有阳光，才有欢乐。宽容是不斤斤计较，每

个人都会犯错误，如果对别人的错误耿耿于怀，就会形

成成见，戴上有色眼镜，就会限制自己的思维，也限制

对方的发展。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背叛，也并非不可

容忍。能够承受背叛的人才是最坚强的人，更能够赢

得信任，防止或减少背叛。正如马克·吐温的格言所

说：“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踝上。这

就是宽恕。”

宽容还需要“善与人同”。别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

时，要尊重别人而不强求。不应总自以为是，而排斥不

同意见。须知任何看法都有其来由，任何人都会有对生

活的独特看法和体会。“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

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何况我们还要学会从不同

意见中吸取其内含的合理因素，用来丰富自己的思想。

宽容是一种坚强，而不是软弱。鲁迅先生生活在

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他最主张“韧的战斗”，写过著名

的战斗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但是，他也有这

样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宽容

能以退为进，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宽容

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人生的智慧，是洞明世间万象以后

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

宽容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话题，可以用来处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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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最常见、最琐细的事情，如闲言碎语、蝇头小利、邻

里纠纷等。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宽

容，讲求宽容。人人从自我做起，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

才会更加美好和谐。

宽容，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智慧。

作为艺术，它有助于人生成功；作为智慧，它有助于造

就大写的人生。无论作为艺术还是作为智慧，都离不

开学习，离不开对宽容精髓的把握。厉世成、任德孝等

人编写的《宽容———幸福人生的十六堂课》，就为人们

掌握宽容艺术、开发宽容智慧提供了有益的学习镜鉴。

厉世成、任德孝等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怀着仁者之

思，编写《宽容———幸福人生的十六堂课》一书，搜集、

编写了古今中外丰富而生动的典型事例，分为１６类，

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他们的主要观点：人生需要宽容。

编写者不辞辛劳地做这件事，不图名不图利，而是出于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他们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作

贡献的一种自觉行动。这种精神十分可贵，也十分感

人。我相信，厉世成、任德孝等人的一番苦心、一番劳

动一定会得到回报，读了这本书的人也一定会从中受

到深刻而生动的教育。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８日于涵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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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世成

　　两千多年前，大圣人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老师：“有

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回答：

“那大概就是‘恕’吧！”

一个“恕”字，可以独一无二地奉为终身做人的原

则，足见这个“恕”字的分量之重。

恕者，宽容也。

人，每天都与人为伍，共同生活。世界上大概极少

数人会有鲁滨孙那样的“孤岛”经历，但绝不可能有人

一辈子离群索居，踯躅独行。所以，人活在世上，必须

学会与人相处。可以说，与人相处的学问是人生的第

一大学问，而宽恕，应该就是这第一大学问之中至为重

要的一章。

“仇恨袋”莫踢

每当我们浏览报纸抑或关注电视网络，经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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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如下的新闻：

河北保定唐县，一个２１岁的青年，因为宅基

地、建房、倒煤渣等琐事纠纷引发的积怨，残忍地

杀害了伯父全家九人。（《新京报》）

北京延庆县番营乡一农民开车时与一骑自行

车者发生争执。因怨气难消，竟将骑自行车的人

故意撞死。（《北京青年报》）

陕西一饭店老板娘因一顾客在饭店前小解与

之发生争执，气愤之中，喊来丈夫封某伙同他人疯

狂地砍杀了多人。（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中国武

警节目》）

诸如此类的报道不胜枚举，而且一个个触目惊心，

为企求幸福安定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警示人们在物质

文明进步的今天弘扬中华传统道德，倡导宽容是多么

迫切和重要。

很明显，上述案例大多起因于琐碎小事，而这些琐

碎小事的矛盾当事人又不能谅解和宽容。所以他们在

丧失理智以后，贸然去踢希腊寓言中那个愈踢愈鼓，最

后阻死了自己人生去路的“仇恨袋”，既害苦别人，更葬

送自身。

社会上，有些人不懂得在与人相处之中用理智的

缰绳驾驭情绪烈马的重要。他们也不懂得人各有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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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且都会犯错。所以他们在遇到别人与自己过不

去的时候，情绪即刻信马由缰。轻则怒目以对，口出恶

言；重则捋袖揎拳，操戈斗殴；乃至纵欲行凶，酿成

惨祸。

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冲动而又不肯

宽容的人，往往能图得一时的痛快，但于人于己造成的

难以弥合的巨大创伤和损害，却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人”字的含义

我们知道，“人”这个字，由一撇和一捺构成。电视

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主题歌唱得好：“人字的结

构就是互相支撑”。“支撑”，其实就是友爱。人只有友

爱才成其为人。

应该说，在遇到伤害自己的刺激时，大多数人的心

里会泛起怨愤的涟漪乃至滚动仇恨的波浪，但是明智

者却能马上头脑清醒，冷静处事，而决不耿耿于怀。他

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贵”。因为人际恰如

“人”字的“撇”和“捺”，互为支撑依存。所以，交往需要

友爱宽谅，遇事应该设身处地地“把自己看作自己，把

自己看作别人；把别人看作别人，把别人看作自己”。

同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面对磕碰，完全可以心平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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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交流沟通一下，以消除隔阂；或者“糊涂”一点，道

一声“对不起”，回一个“没关系”；当然，最好是能来一

点幽默，从而化干戈为玉帛。所谓“相逢皆有缘，一笑

泯怨仇”。这样，许多矛盾都能烟消云散而人人关系融

洽。反之，如果凡事斤斤计较，睚眦之怨必报，则必然

要烦恼上门，祸患及身。有人说，宽容是人们生活幸福

美好的“安全阀”，这话是很有道理的。那些好斗气爱

逞强的人，因为内心空虚和缺少涵养而不谙此理。可

他们一旦失足酿祸，大多数人事后又都懊悔不已。但

是人生不售回程票，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容易冲动又气

量狭小的人最后都会自食苦果，实在太可悲了。

据说许多欧洲人在临终之时要宽容所有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固然很好，但毕竟来得迟了

些。因为他们已经为怨恨付出了终身痛苦的代价。人

生在世，应该极早明了互相友爱、互相支撑的道理，让

自己的人生自始至终无愧无悔。

“先把宽容挑选出来”

众所周知，人性中最为美好的品德是与人为善。

美国诗人罗斯特说：“与人为善就是宽谅。”可见，宽容

是人性中最宝贵的品性———善良的美好体现。富兰克

４



人生需要宽容｜

林当年就曾告诫孩子：“如果美德可以选择，请先把宽

容挑选出来吧！”

当别人伤害了你，误解了你，当别人有了过错，你

都能理解宽谅，得理饶人，放他一马。这种人性的善

良，历来就是备受人们推崇的美德。

三国时蜀国的宰相蒋琬，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他既能宽容属官杨戏的不敬，又能直面下级杨敏的

尖酸讥讽言词。后来当杨敏因罪下狱时，蒋琬也没有

乘机落井下石，所以，人们誉之“宰相肚里能撑船”。

当然，“肚里能撑船”的不单有蒋琬这样的“宰相”。

古往今来，普通百姓之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例。

据南朝梁时萧子显的《南齐书》记载，襄阳有个叫

韩系伯的农夫，他的一块地与人相邻，于是以种桑树为

界。韩系伯怕桑树遮挡了邻地的庄稼，就将桑树往自

家这边移了几尺。谁知邻地主人见后，竟也移动自家

的庄稼跟进了几尺。韩系伯装作不知，再将桑树往自

家这边挪了几尺。不料邻地主人得寸进尺，又如上次

移动庄稼跟靠。即便如此，韩系伯仍不计较，第三次让

了地。邻地主人终于自感羞愧，于是“还所侵地，躬往

谢之”。

这是忍让宽容的人际和谐之歌。韩系伯移桑体现

了一种人性的高尚境界。这种境界根植于善良，根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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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友爱。有了这份友爱，就能事事想到别人；有了这份

友爱，不仅在琐碎小事上甘吃亏，肯忍让，即使是在遭

遇人生最大的伤害和打击时，宽容仍然会是他们的

天性。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国内多家媒体上有这样一则感人的

报道：邯郸市峰峰矿区一位叫梁建红的母亲，她唯一的

爱子在结婚大喜日子的前１０天，因为５００元工钱的纠

葛被工友捅死。梁建红痛不欲生，可是，为了给年轻的

凶手留一条生路，这位生性善良的母亲竟然不顾亲友

的强烈反对，进京为凶手求情……在庄严的法庭上，凶

手当庭跪地哭叫她“妈妈”，就连法官、检察官、凶犯家

属及辩护律师也都无不动容泪下。

世上有真情，人间有大美；感天动地是宽容，感天

动地是爱心。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

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胸怀。”

人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但一个无比善良的人的心，一

个无比宽容的人的心，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的心却装得

下整个世界。

睿智者的“退一步”

有道是“进一步山高水险，退一步天广地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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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发生矛盾时，“进一步”是指加剧矛盾升级的冲动

行为；而“退一步”则谓头脑冷静的宽容忍让。可见，这

里的“进一步”并不是进步和胜利，而“退一步”倒恰恰

是理智和成功。老子在《归元章》中说：“守柔曰强。”意

思就是在一些冲突发生的时候，能够守住柔顺的人，才

是真正的强者。宽容的人往往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全

局。他们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能忍常人所不

能忍，容常人所不能容。

秦末的韩信在蒙受“胯下之辱”时，并未图一时的

扬眉吐气，砍了那个肆意凌辱他的市井小人。“江海不

与坎井争其清，雷霆不与蛙蚓斗其声。”他不仅当时默

默吞下了这奇耻羞辱之苦酒，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

他富贵还乡之时，竟然还要“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

以为楚中尉”。韩信所以有如此超凡的忍耐力和包容

性，就是因为他胸有鸿鹄，志存高远。可以肯定，要是

韩信没有当时那压住烈性的从容“退一步”，就不可能

会有他后来将兵百万而建立奇勋的“天广地宽”。

“六尺巷”的故事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清康熙年间

的大学士张英在得知邻居侵占他家宅地后，未动肝火，

更未依仗权重势大压人，而是头脑清醒地写了一首“让

他三尺又何妨”的短诗劝解家人友爱睦邻、宽容退让，

因此而被感动的邻居不仅不侵占张家宅地，反而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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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退后三尺。张英的“退一步”成就了一段宽容谦让的

千古佳话。

《说文解字》曰：“忍，能也。”所以，必要的示弱，不

是软弱；必要的妥协，不是消极退缩。这是一种清醒，

它体现了宽容者的人生智慧和恢宏气度。

“饶人”和“自饶”

有人总认为，忍让是无能，宽容是吃亏，退却是失

败。说到底，他们不懂得“退也是进，失也是得”（《菜根

谭》）的哲学道理；他们没有看到，忍让宽容，是在予人

“赢”的同时，也在为自己，为自己所奋斗的事业书就一

个非常了不起的“赢”字。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没有计较“一箭之仇”，宽恕了

曾经要取他性命的政敌管仲，并听从鲍叔牙的建议，任

命管仲为上卿，还尊之为“仲父”，放手让其改革。齐桓

公的宽容，最终让他自己登上了“春秋第一霸”的宝座。

同是春秋时期，在楚国的一次庆功宴上，楚庄王得

知有一个赴宴将领趁烛灭灯黑对自己的爱姬非礼而被

摘下帽缨时，不仅没有震怒，还故意在掌灯前让所有的

赴宴者摘下帽缨，巧妙地保护了醉酒非礼的将领唐狡。

在不久后的战斗中，正是这位被宽恕的部将舍身报主，

８



人生需要宽容｜

救了楚庄王的性命，为楚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美国第１６任总统林肯的继母曾经给林肯讲述过

猎人班卜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猎物争执故事。由于

班卜把分明属于自己的猎物让给了印第安人，后来，本

是对手的印第安人成了班卜的救命恩人。

俗语云：“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就是“得理饶人”，

也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这里“饶人”的“饶”字，本

意是富有。“饶人”，就是让别人富有。宽容作为一种

美德，体现了马克·吐温说的“把香气留在了踩扁自己

的人的脚上”的紫罗兰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但也正如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的，宽容者以德报怨，最终得到的是

“饶人”自“饶”的双赢美好结果。这，大概也正是“善有

善报”的最好注脚。

“知者乐，仁者寿”

稍有点知识和头脑的人都知道，人活在世上，最需

要的不是百万亿万的家产，不是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

而是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幸福快乐属于精神范畴。

一个人没有精神负担了，心情才能轻松快乐。一个能

够忍让宽容的人，因为他的爱心多于怨恨，所以心无芥

蒂，豁达乐观，每每有一种战胜自我的轻松感，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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