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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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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照亮人生道路的灯塔，学生有许多困惑，需要得

到哲学思想的引领。哲学是点燃人生智慧的火炬，学生有必

要掌握初步的哲学思维方法。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本书把哲学与人生结合起来，既是对哲学课

程的重大创新，也是发挥哲学指导作用而开设的一门全新的

德育必修课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坚持从客

观实际出发，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路；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积极在

社会中发展自我，创造人生价值。

    本书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了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

通过案例引入相应的教学内容，由表到里，由浅入深，既便

于教学，又便于学生自己阅读学习，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

极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全面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综

合素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

广大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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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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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路

第一节　客观实际与人生选择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多姿多彩，彼此各不相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既

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世界之中。现实世界构成了人生选择的客观实际，它既影响

和制约着人生的选择，又为人生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我们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

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才能创造和享受成功的人生。

经典案例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小爱读兵书，谈起用兵之道滔滔不绝，连他的

父亲也难不倒他，他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后来秦国进攻赵国，赵王派赵括代替老将廉

颇为大将军。赵括来到长平，先把廉颇的作战计划推翻，盲目按照兵书上的条文去做，

又冒险出击秦军，结果被秦军包围了 40 多天，以致粮草中断，军心涣散。赵括带着一队

人马想冲出重围，结果中箭而死，40 万赵军也全军覆没。这一故事就是成语“纸上谈兵”

的来源。

 谈谈“纸上谈兵”的故事对你采取人生行动有什么样的启发？

经典案例

胡适考取官费留学后，他的哥哥为他送行时说：“贤弟，家道中落，你出国要学些

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整门楣。你去学开矿或造铁路吧，这些学科比较容易找到

工作。千万不要学没有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当时胡适回答哥哥：“好的。”

开船后，胡适在船上想，自己对开矿没兴趣，对造铁路也不感兴趣，干脆采取一个折中

的办法，学有用的农学吧，也许将来会对国家社会有些贡献。他学了一年农学，虽然每

门课成绩还不错，但他对农学实在没有兴趣，于是他决定重新选课。这时他又犯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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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的兴趣？最后他还是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学和哲学。

胡适终于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成为著名大家。若当初他违心地听了哥哥的话，选择了

当时容易找到工作的开矿和造铁路专业，也许胡适将终生默默无闻。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

第二性。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对

事物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对事物的发

展起消极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主观思想和行动。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按规律办事。

毛泽东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科学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实践，在“实事

求是”之前加上“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要打破精神枷锁，丢掉思想包袱，

开动脑筋，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从而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江泽民为

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党和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新

要求，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又加上了“与时俱进”，

从而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事物，这是坚持了唯

物论。然而，一切事物都是不停地变化发展的。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就要反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处理问题。

这就是坚持辩证法。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在对待事物时把唯物主

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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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要深入实际，到群众中

去做调查，掌握大量的、真实的第一手的材料。材料一定要丰富，个别少量的材料

不足以反映全面的情况；材料一定要真实，因为虚假的材料不仅不反映实际情况，

甚至掩盖事实，使认识脱离实际；要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一手材料是从事实直接得

来的，同实际最贴近。不仅如此，对于搜集得来的材料还要做认真的研究。研究要

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进一步确定材料的真伪和价值；二是从材料中引出路线、方针、

政策、计划、方案和办法来，以便去指导人们的实践，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是我们党和国家正确地制定和执行路线、

方针、政策的前提，也是我们每个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立足点。

二、客观实际是人生选择的前提和基础

大哲学家柏拉图曾带着他的七个徒弟来到一块麦地前，对他的徒弟们说：“你们现

在从这块麦地里走过去，挑出一穗最大的麦穗，前提是你们只能挑一支且谁也不准回头，

如果谁捡到了，这块地就归谁。”

“这还不简单！”徒弟们听了，很高兴地说。“好，我就在对面等你们。”柏拉图

到麦地的对面等待结果。于是那七个徒弟就从田地里走到对面，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原

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都以为最大的麦穗在前头，所以一路上总是匆匆向前，结果到了

尽头才知道，其实最大的麦穗自己已经错过——想追求最大却失去最大。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象征着人的欲望永不能满足以及缺乏明确判断的能力。

“贪”是大多数人的毛病。有时候，我们只想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放，特别是现

代社会，有些人什么都不愿放弃，结果却什么也得不到。犹如一头要吃草的毛驴，

面对左右两边各放着的一堆青草犯了难—先吃哪一堆呢？一直犹豫不决的毛驴守

着两堆青草，最后却饿死了。在生活中，人们总喜欢抓住点什么，房子、金钱、名

利……世界五彩缤纷，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可我们毕竟只是凡人，我们想抓住的太多，

而实际能抓住的太少太少。

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放弃和选择的过程。当我们选择好目标时，就要锲而不

舍，以求“金石可镂”，但若目标并不适合自己的发展，或者环境和各种条件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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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蹉跎岁月，徒劳无功，还不如选择放弃，改投别处。班超投笔从戎，鲁迅弃医从文，

都是敢于放弃重新选择的楷模。因此，如果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放弃也是一

种理性的表现，豁达的举动。

有一个小孩，母亲在他玩耍的间隙，拿出一个口琴吹了一首动听的歌曲。他听见后

有心要母亲手中的口琴，又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气球。在左右为难之际，母亲停止了吹奏，

笑眯眯地看着他。

这时，他做出了选择，毫不犹豫地放飞了气球，然后扑向母亲索要口琴。

这一天，他学会了吹口琴，并且获得了对他一生有深远影响的启示：当人们需要做

出选择时，该放弃的就要勇敢地放弃。

之后，他发现自己对音乐的兴趣并不大，于是毅然放弃音乐，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

经济学，并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经济学上。后来他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高手。1987 年，

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就是艾伦·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中有很

多是需要放弃的。放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努力，而是将更加专注于我们感兴趣的

东西，这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大的成功。

我们时刻都在取与舍中选择，我们又总是渴望着取，渴望着占有，常常忽略了舍。

懂得了放弃的真意，也就理解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妙谛。懂得了放弃的真意，

静观万物，体会与世界一样博大的境界，我们自然会懂得适时地放弃，这正是我们

获得内心平衡，获得快乐的好方法。

生活有时会逼迫你，不得不交出权力，不得不拿出金钱，甚至不得不抛下爱情。

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生活中应该学会放弃。放弃会使你显得豁达、豪爽、冷静、主动。

放弃会让你变得更有智慧，更有力量。

然而，放弃并非易事，需要很大的勇气。面对诸多不可为之事，勇于放弃，是

明智的选择。只有毫不犹豫地放弃，才能轻松投入新的生活，才会有新的发现和转机。

三、人生发展的条件

人生的客观实际，还包括个人的主客观条件。这是我们做出人生选择和采取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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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动的根据。人生选择的实现都要受到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要走好人生路，

不仅要了解自己的体质、学业基础、家庭等客观情况的特点，而且还要考虑到自己

的兴趣、性格和能力等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长处。不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就有可

能走弯路。

( 一 ) 人生发展的客观条件

（1）要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20 世纪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是相对论的创立。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分子生物学的成就；核酸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等，这

些都是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上的，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工具和

手段才能实现的。伽利略能在 1608 年认识到银河是由许多星星聚合而成的，他靠的

是望远镜；胡克于 1665 年看到细胞，靠的是显微镜。此外，生产力发展水平程度也

制约着人生发展。瓦特的蒸汽机从设想到现实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从较低层次发展到

较高的层次。

（2）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人所特有的劳动创造力是人生发展的源泉。但是人

的创造力的形成和培养需要经过学习和训练，而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条件又需要社会

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班级环境、工作环境对青少年

的人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二 ) 创造人生发展的必要主观条件

1. 要全面提高个人素质

个人素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

素质等。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整体，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有机

组成部分。无论缺少哪一方面的素质，都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的。

思想政治素质对人生发展具有定向和动力作用。我们要提高自己明辨政治是非

的能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懂得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增强国家、民族、

法制和政策观念，从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使自己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道德素质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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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认真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和家庭美德，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

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人生价值极为重要的内在条件。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知

识在人生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必须掌握一技之长，这样才能在现代社会

中立足，把自己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更好的发展。

身体和心理素质是实现人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心理素质是指一个人

的情感、意志等心理状况，任何人受到外界刺激都会产生复杂的心理活动。

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人生经历简单。面对家长的殷切

期望，社会的激烈竞争，心理负担重，容易形成心理障碍，这势必影响他们的正常

学习和工作，甚至可能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

2. 安心于自己的位置

做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很重要。如果你一直向上看，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下面；

如果你一直向下看，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上面。如果一直觉得自己在后面，那么你

肯定是一直在向前看；如果一直觉得自己在前面，那么你肯定是一直在向后看。

目光决定不了位置，但位置却永远因为目光而不同。关键是，即使我们处于一

个确定的位置上，目光却仍然可以投往任何一个方向。

只要我们安心于自己的位置，那么周围的一切就会以我们为中心，或是离我们

而去，或是冲我们而来，或是绕着我们旋转，或是对着我们静默。如果我们惶惶不

可终日，始终感到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周围的一切就都会变成主人。

位置本身没有多少差别，但不同位置上的人在审视同一个物体时却往往会有不

同的印象。

一条河隔开了两岸，此岸住着凡夫俗子，彼岸住着出家的僧人。凡夫俗子们看到僧

人们每天无忧无虑，只是诵经撞钟，十分羡慕他们；僧人们看到凡夫俗子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也十分向往那样的生活。日子久了，他们都各自在心中渴望着：到对岸去。

终于有一天，凡夫俗子们和僧人们达成了协议。于是，凡夫俗子们过起了僧人的生活，

僧人们过上了凡夫俗子的日子。

没过多久，成了僧人的凡夫俗子们就发现，原来僧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悠闲自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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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只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便又怀念起以前当凡夫俗子的生活来。

成了凡夫俗子的僧人们也体会到，他们根本无法忍受世间的种种烦恼、辛劳、困惑，

于是也想起做僧人的种种好处。

又过了一段日子，凡夫俗子和僧人们各自心中又开始渴望着：到对岸去。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便想去一个新的地方，生命大抵如此。正是因为太熟悉了，

也便忽略了它的美。当我们到了对岸，才知道原来我们待着的地方，也是那样的美丽。

在演员的位置上时，就要学会表演；在观众的位置上时，就要学会欣赏。社会

是个大舞台，而我们却总是分不清我们到底是在表演还是在欣赏。或许生活本来就

是要我们以观众的心态去表演，以演员的心态去欣赏。这正好能够检验一个人随时

调整与适应的能力。

也许只有处在别人的位置上时，才会理解别人，才会留恋自己的位置。一个既

不理解别人，又对自己的位置毫不留恋的人，就很难在别人的心目中有什么位置。

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不要因自己的位置炫耀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

因别人的位置贬低别人。

处在什么位置上，就在什么位置上寻找意义。

3. 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这是一句刻在古希腊特而斐神庙中阿波罗神的神谕。

老子曾说过一句话：“自知者明。”以下两个故事很能说明自知之明的重要性。

森林中，动物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比“大”比赛。老牛走上台，动物们高呼：“大！”

大象登场表演，动物也欢呼：“真大！”这时，台下角落里的一只青蛙气坏了，难道我

不大吗？它一下子跳到一块巨石上，拼命鼓起肚皮，同时神采飞扬地高声问道：“我大

吗？”“不大。”台下传来的是一片嘲讽的笑声。

青蛙不服气，继续鼓着肚皮。随着“嘭”的一声，肚皮鼓破了。可怜的青蛙，到死

也还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有一位登山队员，一次他有幸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到了 7 800 米的高度，

他体力支持不住，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朋友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

持一下呢？为什么不再往上攀一点高度，再咬紧一下牙关，爬到顶峰呢？“不，我最清楚，

7 800 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也不为此感到遗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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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不了解自己，受到了命运的惩罚；登山队员了解自己，所以他安然无恙。

了解自己，这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现代人大多有一种通病，那就是不了解自己。我们往往在还没有衡量清楚自己

的能力、兴趣、经验之前，便一头栽进一个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比较得来的，

而不是了解自己之后定出来的，所以每天要受尽辛苦和疲惫的折磨。

人如果在生活中总是与别人比较，总是希望获得他人的掌声和赞美，博取别人

的羡慕，那么，他就会慢慢地迷失自己。一个人成天乞讨获得别人的掌声，他的生

活必然是空虚的，久而久之，他的生活就变成了负担和苦闷，而不是充实和享受。

所以，人贵在了解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人做事，那才有真正的喜悦。人彼此

都不相同，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平庸；有的人强壮，有的人羸弱。每个人的性格、

能力、经验也各不相同。我们只有依照自己的潜能去发展，那才有真正的快乐。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一诗中也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自己看不清自己的主要原因，就和身在庐山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是一个

道理。要使自己对自我有自知之明，还得让自己跳出自我的小圈子，站在旁观者的

立场来分析和评价自己。鲁迅先生曾说过：“我有时解剖别人，但常常更严格地解

剖自己。”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越明确，所表现的行为将越适合本身的情况，我们的表现也

会越自然，越能给旁人一个正确的印象。同时旁人根据那些印象来与我们交往时，

将不致引起什么困难。就我们自己来说，对本身有一个明确了解之时，也等于有了

一个做人的准绳，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能表现颇为一致的姿态与行为模式，

别人也知道该怎样和我们来维持适当的关系。

4. 不过高估计自己，不过低估计别人

拓展阅读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叫袮衡的人，他第一次见曹操，就把曹营中勇不可当的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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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远虑的谋士，都贬得一文不值。他贬低起人来，如数家珍，如“荀彧可使吊丧问疾，

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

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

饮酒食槽，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惇称‘完体将军’，曹子孝呼

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

祢衡称别人是酒囊饭袋，称自己却是“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

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当曹操录用他为

打鼓更夫时，祢衡击鼓骂曹，扬长而去。对这种人，曹操自然不会收留。祢衡又去

见刘表、黄祖，依然边走边骂，最后被黄祖砍了脑袋。

狂妄与无知是联系在一起的，“鼓空声高，人狂话大”。举凡狂妄的人，都过

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他们口头上无所不能，评人评事谁也看不起，总

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中，只有自己最好；在他们眼里，自己好比一朵花，别人都

是豆腐渣，不是吗？

有的人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无人可比，同时代的文学大家、

科学巨匠全部不在话下；有的人学了几套拳脚，自以为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到处称雄，

颇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势。然而，狂妄的结局就像祢衡那样，是自毁，是失败。

人们常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自己有无本事，本事有多大，别人

都看得见，心里都有数，不用自吹，更不能狂妄。没有多少人乐意信赖一个言过其

实的人，更没有一个人乐意帮助一个出言不逊的人。不论是庄子还是老子，都劝人

要以谦抑为上，不可自作聪明地显示、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不

被人妒忌，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拓展阅读

战国时，齐国有个姑娘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有两家人同时送来聘礼给她家，向她父

亲求婚。

东面人家的儿子长得又矮又丑，可是家中富有钱财；西面人家的儿子呢，倒是一表

人才，只是家境贫苦。姑娘的父母左右盘算，还是决定不下来，便把女儿唤到堂上，叫

她自己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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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见女儿低头红脸，一副羞答答的样子，便说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就袒

露手臂表示一下吧，喜欢东家儿子，就袒露右边；喜欢西家儿子，就袒露左边。”

姑娘怔了半天，把两边的手臂都袒露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父母惊诧地问。

“我……”姑娘忸忸怩怩地说：“我想在东家吃饭，在西家住宿。”

在现实生活中，人就必须要面对现实，根据身边的环境和自己的条件，实际地

选择自己的生活。不脚踏实地，不切实际地做出选择和行动，再美妙的愿望与追求，

最终还将是一无所获。

5. 经营自己的长处

人生的诀窍就是根据自己的定位经营自己的长处。这是因为经营自己的长处能

给你的人生增值，经营自己的短处会使你的人生贬值。富兰克林说的“宝贝放错了

地方便是废物”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生的坐标系里，一个人如果站错了位置——用

他的短处而不是长处来谋生的话，那是非常艰难甚至可怕的，他可能会在永久的卑

微和失意中沉沦。因此，对一技之长保持兴趣相当重要，即使它不怎么高雅入流，

但可能是你改变命运的一大财富。选择职业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你无须考虑这个职

业能给你带来多少钱，能不能使你成名，重要的是，你应该选择最能使你全力以赴、

最能使你的品格和长处得到充分发挥的职业，从而把自己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经

营出有声有色的人生。

四、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道路

拓展阅读

邓肯上高中时，校长对他的母亲说：“邓肯或许不适合读书，他的理解能力差得让

人无法接受。他甚至弄不懂两位数以上的计算。”母亲很伤心，她把邓肯领回家，准备

靠自己的力量把他培养成才。然而邓肯对读书不感兴趣。

一天，当邓肯路过一家正在装修的超市时，他发现有一个人正在超市门前雕刻一件

艺术品，邓肯产生了兴趣，他凑上前去，好奇而又用心地观赏起来。不久，母亲发现邓

肯只要看到什么材料，包括木头、石头等，必定会认真而仔细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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