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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做人要有好心态 

淡泊名利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处处面临着太

多的诱惑、太多的欲望、太多的压力，从而生出太多的烦恼、太多的

痛苦。而一个秉持淡泊心态的人，则少了贪欲，多了清廉；少了喧

闹，多了宁静；少了争斗，多了内省；少了驱名逐利，多了清心寡

欲……始终保持一种宁静自然的心态，从而活得轻松自在，达到一种

美好境界。 

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名利，是做人的重要

智慧之一。 

淡泊是一种豁达的处世态度，是一种明悟的思想境界。行至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是一种淡泊；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

惊，望天上云卷云舒，也是一种淡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同

样是一种淡泊。 

淡泊是一种志向，是一种人生追求。人生百态，迥然异同：或浓

墨重彩、大起大落、轰轰烈烈；或耕读田野、清风细雨、夕阳远山。

激情燃烧是人生，散淡恬静也是人生。淡泊可寄情山水之间，也可寓

意花鸟虫鱼动物。同是飘摇细雨，同是明月繁星，有的人能看到，有

的人看不到，这是一种心境的不同。淡泊是一种人生体验，是一种对

自然万物的认同，是一种天人合一之后的物我两忘。 

淡泊还是一种气度，一种修养。有了淡泊不倨不傲，不阿不妒，

不争不贪。有了淡泊不卑不亢，不拘小节。平平淡淡胸中自有内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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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味，含蓄中自有干天云气。淡泊有自己的淡泊方式，只要你自然、

洒脱、从容，就是淡泊。它没有模式，没有特定环境。不一定要梅妻

鹤子，也不一定要烟雨桃源，也未必不可放歌长啸、壮怀激烈。 

淡泊是自然从容，它不是刻意的矫柔造作，不是伪装的虚情假

意。没有万卷诗书的熏陶，没有万里风尘路后的感悟，模仿的前卫是

那么的苍白无力，夸张的时髦是那么的庸俗不堪，飞扬的个性是那么

的一文不值。也许只有历尽沧桑的成熟才能做到真正的坦然淡泊。 

然而，淡泊又不是碌碌无为。大丈夫自然要拿得起，放得下，有

所为有所不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凄风苦雨后才有彩虹的美

丽，饥寒交迫后才有心情的清朗。万念俱灰那不叫淡泊，淡泊是一种

清灯古卷里与红袖添香同在的洒脱，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从一而终的

从容，真真实实的存在。 

淡泊人生，并非逃避现实，也非看破红尘，而是在踏踏实实干好

本职工作基础上，多一份思考，多一份清醒，堂堂正正，不搞投机钻

营；多一份洒脱，多一份超然，世事我曾抗争，成败不必在我。人生

在世，往往不会一帆风顺，荣辱得失寻常事，喜怒哀乐自然情。不必

为过去的得失而后悔，也不必为现在的失意而烦恼，更不必为未来的

难测而忧愁。只有认识到平淡是真的道理，时刻保持心理平衡，才能

逐步过渡到淡泊的人生境界。 

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提倡“安于贫而乐于道”，是最早的“淡

泊”思想。孔子的高足颜回，人称颜夫子。其家境贫寒，却乐于学礼

习道，在贫困中修身养性，成天乐哈哈的，没有一丝忧惧之心。因

此，孔子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而不改

其乐。贤哉，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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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安贫乐道、苦中求道的做法，会使人产生厌世的情

绪。而诸葛亮的“淡泊明志”说，则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不仅仅要求人们做到不图名、不逐利、不贪享安乐，而且还要有远大

抱负和政治理想，“淡泊”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品性和理想，是为

了实现宏大抱负服务的。 

春秋时的晏婴，官至齐国丞相。虽然身居高位却一直住在一处非

常简陋的老宅子里，齐景公过意不去，多次要求晏婴迁住新居，都被

他谢绝了。这时，齐景公突然想起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把晏婴

以出使晋国为名调出齐国，然后把晏婴的邻居迁走，扩建了新宅。晏

婴回国后，又漂亮又大气的新居已经落成了。但晏婴在谢过齐景公

后，却拆了新居，又按邻居们原来的样子修复了他们的住房，让邻居

重新搬回来。景公无奈，只得同意。 

晏婴身居高位，却如此不贪享受，心系黎民，其高洁的情操，正

是“淡泊明志”的生动体现。 

古往今来，“淡泊明志”者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像魏晋时期的

“建安七子”，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的范仲

淹，等等。他们不计名利得失，心里装着天下和百姓，从而书写了人

生最美的乐章，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与淡泊名利相对的则是不尽的“贪欲”。正像那些淡泊明志的人

层出不穷一样，贪婪的人也不少。本来，人有某种欲望是正常的，欲

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

望太强烈，就会发展成“贪婪”，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 

因此，适当抑制自己的欲望，保持淡泊、知足的心态，才能体会

出无尽的人生乐趣，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一旦过了界，落下的恐怕

就不是“乐趣”了。 



4 

 

然而，大道理人人都懂，真正做起来，并不是容易的。在我们身

边，常常看到有些人为了谋到一官半职，请客送礼，煞费苦心地找关

系，托门路，机关用尽，而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还有些人为了发

财，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去拼搏，而是走左道旁门，违法乱纪，坑人害

己，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有的人放着自己已拥有的东西不珍惜，而

把目光盯向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既损害了家庭幸福，也损害

了自己的健康。凡此种种，实不值当。名利乃身外之物，过度追求就

会得不偿失。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享受乐趣和幸福的方式很多，

值得追求的也不少，为什么丢了西瓜捡芝麻呢？对我们来说，少点名

利观，多点生活情趣，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人生如花草树木，枯荣无常，生命如流星般短暂，岁月如刀剑般

无情。风霜雨雪天经地义，喜怒哀乐人之常情。自己道路自己走，自

己日子自己过，自己的生命还要自己来珍重。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

都是一个奇迹。每一天也都不同，都是一个开始。生命不能选择，生

命的方式可以选择。毫无疑义，选择淡泊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走出不平衡的误区 

面对相差悬殊的世界，人们多少会产生一些不平衡的心理。人与

人之间存在差别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个差距。如果耿耿于

怀，甚至心生嫉妒，容易使人走向极端。事实证明，许多犯罪动因，

都是由于不平衡心理造成的。因此，学会掌握心理平衡，是做人处世

的重要一课。同在蓝天下，人的境遇和生存状态大不相同，于是不平

衡的心理便产生了。长期处于心理不平衡状态的人，既有害自己的身

体，也扭曲自己的心理，直至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致命性的质变。

心理不平衡的人，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极度不安的焦躁、矛盾、激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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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怨天怨地、嫉妒、猜忌，以至不思进

取，心不在焉，发展到了最后，便铤而走险，企图以非法的举措来实

现他们心目中的“平衡”，其结果必然玩火烧身，走上了危险的境

地。 

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不平衡”就是看到别人发了财、升了

官，比自己阔气、威风，从而产生不平衡心理。对那些靠自己的努力

而率先致富的人，人们会投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并试图向他们学

习。而发大财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仍会处于一般状态。在这种情

况下，又有许多人的内心世界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震荡，发生不同的

反应。如果他们借此机会学习人家的长处，然后奋起直追，迎头赶

上，这种不平衡心理未尝不是有益的。但有人却不这样。某人赚了

钱，某人升了官，某人买了车，某人盖了别墅……便触发联想：“我

本来比他们强，可我却不如他们风光体面!”如此一对比，不平衡心

理油然而生；而这种心理不平衡又驱使着他们去追求一种新的平衡。

在追求新的平衡中，他们不择手段，毫无廉耻，丧失道义，膨胀自私

贪欲之心，让身心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中，从而使自己的人生陷入一

种难以回旋的失败之中。 

塞尔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干劲十足、表现优秀，又

有素质，本来应该具有美好的前程。但当他看到老板的亲戚没有他优

秀，却职位比他高、薪水比他多时，感到非常的不平衡。尤其是在他

们趾高气扬地批评塞尔时，塞尔更是愤怒之极。 

塞尔想：自己的能力比他们都强，工作比他们辛苦，忙来忙去，

帮他们把公司发展起来了，还要受他们的气。塞尔越想越觉得不公

平，思想上的警惕闸门在不平衡心理的驱动下倾斜了。他开始搜集公

司的资料与商业秘密，然后高价卖给公司的竞争对手。公司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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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秘密被泄露后，很快就报了警。警察查出是塞尔所为后，塞尔

的双手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 

在生活中，女孩看到别人比自己漂亮、能嫁个好丈夫；男孩看到

同伴找了个不错的女朋友；大人看到他人的子女上了重点大学；学生

看到同学的父母比自己的父母能耐大，等等，也会产生不平衡心理。

这些存在于普通人心中的不平衡，有时也会使人的心理发生扭曲，从

而走向极端。 

珍妮的要好朋友是一个大美女，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接着交了个

英俊的男朋友，有钱又疼她。珍妮长得也很出色，却找了个相貌平平

的男朋友，心里便产生了异样。她发誓一定要赶上那位要好朋友。于

是便主动和现任男友分了手，千方百计在外面物色英俊的男朋友。虽

然费尽了周折，但结果却一次又一次令她失望。原因不是外面缺少英

俊的小伙子，而是他们要么有了女朋友，要么看不上她。珍妮一不做

二不休，又试图从别的女孩手中抢男朋友，谁知又接连碰了几次壁：

要么被骗失身，要么被情敌痛骂羞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品性不

端”的坏女孩。失望的她，一蹶不振，心情沮丧，最后卧轨自尽。 

不平衡心理，是人生的大敌。怎样才能从这种不平衡的心理误区

中突围出来呢？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1.学会比较 

常言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意思是说，虽然我比某某人差

点，但比另外的某某又强多了，这些人比我更可怜呢。这种比较虽然

有点阿 Q嫌疑，却会获得心理平衡。 

因为不平衡心理本身也是“比较”的结果，只是比较方式不当，

只比上，不比下，只选择比自己好的“参照系”。十全十美的事情，

在生活中并不多见，实际上大多数人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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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生活。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会为此而煞费苦心，以致走上不归

路。只要我们多想一想那些普通人，我们的心理又何尝会有这样多的

焦灼、急躁与失落，甚至是愤愤不平呢？面对着众多普通人，我们的

心灵必然会多一份平静豁达，甚至多一份愧疚。如果我们这样想，还

有什么不平衡的呢？ 

2.心底无私 

心理不平衡主要是私心在作怪，老是觉得自己吃了亏。在当今社

会生活中，各种物质诱惑、特别是金钱美女，令一些人失去理智，忘

记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和起码的准则，在追求心理平衡的过程中，倒向

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这些人身上缺少的就是崇高的信念、伟大的理

想。如果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自知、自明、自

重、自省、自尊、自爱、自警、自励。心里永远只装着别人，就不会

深受不平衡心理的折磨，就能达到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试想，像雷

锋这样乐于助人的人，何曾有过不平衡的心理呢？那些为了国家利益

无私奉献的革命家们，有的连生命都牺牲了，他们又何来“不平衡”

呢？所以，无私奉献，才是治疗不平衡心理的“灵丹妙药”。 

3.接受现实 

面对现实，并不等于束手接受所有的不幸。只要有任何可以挽救

的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但是，当发现情势已经无法挽回时，我们

最好就不要再思前想后，拒绝面对。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说：“心

甘情愿地接受吧!接受事实是克服任何不幸的第一步。”是的，你我

也应该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即使我们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也不能改

变事实分毫；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我们每个人迟早要学会这

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只能接受并配合不可改变的事实。“事必如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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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这并非容易掌握的课程，但却是必修的课程。唯有如

此，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平衡。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许多人理解它的含义，却未必做到。他们以为拥有的

越多，也就越幸福、越快乐。但他们忘了前人说的话：“欲望越小，

人生才能越幸福。”有的人已拥有了许多，却仍然眼盯着还没有的那

些身外之物，一旦什么都有了，仍觉得缺点什么。就这样拼命地捞、

拼命地挣，直到把自己累垮了，还埋怨上帝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如

此一生，乐趣何在呢？ 

满足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

无休止地追求、无限制地满足，对人却是一种伤害。以人们的习性来

看，凡事莫不是越大越好，但人的欲望越大，就变得越贪婪，人生就

越容易导致灾祸。古往今来，被难填的欲壑所葬送的贪婪者，多得不

可胜数。 

在一间很破的屋子里，有一个穷人，他穷得连床也没有，只好躺

在一张长凳上。穷人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想发财呀，如果我发了

财，决不做吝啬鬼……” 

这时候，上帝从穷人的身旁出现了，说道：“好吧，我就让你发

财吧，我会给你一个有魔力的钱袋。” 

上帝又说：“这钱袋里永远有一块金币，是拿不完的。但是，你

要注意，在你觉得够了时，要把钱袋扔掉才可以开始花钱。” 

说完，上帝就不见了。在穷人的身边，真的有了一个钱袋，里面

装着一块金币。穷人把那块金币拿出来，里面又有了一块。于是，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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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断地往外拿金币。穷人一直拿了整整一个晚上，金币已有一大堆

了。他想：啊，这些已够我花一辈子了。 

到了第二天，他很饿，很想去买面包吃。但是，在他花钱以前，

他必须扔掉钱袋。于是，他拎着钱袋朝河边走去。 

他又开始从钱袋里往外拿钱。每次当他想把钱袋扔掉时，总觉得

钱还不够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穷人完全可以去买吃的、买房子、买最豪华

的车子。可是，他对自己说：“还是等钱再多一些吧。” 

他不吃不喝地拿金币，已经快堆满一屋子了。同时，他也变得又

瘦又弱，头发也全白了，脸色腊黄。 

他虚弱地说：“我不能把钱袋扔掉，金币还在源源不断地出来

啊!” 

终于，他累倒了，活活累死在堆满金币的房间里。 

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我们的身边，那些对金钱、地位

和财富永不知足的例子却不胜枚举。有人为了满足自己无限度的欲求

而钻国家的空子、贪污受贿；有人为了物质的享受而断送自己青春；

有人为了自认为无所不能的钞票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有人为了

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扰乱他人、损害他人；有人为了自己更高级的物质

享受而出卖人民的利益，用人民的血汗换取自己的享乐……这样做人

的后果只有一个：身败名裂，遭人耻笑。 

有一个国王，家财无数，却郁郁寡欢，于是他就派手下的一个人

四处寻找一个快乐的人。这位国王命令道：“等你找到那位快乐的

人，就把他带回来。” 

这个人不辞辛苦，寻找了好几年，也没有找到一个快乐的人。终

于有一天，当他走进一个最穷的地方时，听到一个人放声歌唱。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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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他找到了一个正在田间犁地的人，他问犁地人：“你快乐

吗？” 

“我没有一天不快乐。”犁地人答道。 

于是，国王的使者就把他此次使命的意图告诉了犁地人。 

犁地人不禁大笑起来，又说道：“我曾因没有鞋子而沮丧，直到

我在街上遇见了一个无腿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必为自己的一时贫穷而担忧，生活是无止

境的，贫富是现实的存在，当你比上不足时，也许还有许多人比你更

贫穷!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此忧伤。用一颗豁达的心，坦然地看待

自己的生活，富不骄、穷不馁，用歌声装点自己的每一天。 

生活中，常见有的人也许并不特别富足，但他却快快乐乐，成天

曲不离口；望着自己拥有的一切，脸上常常现出满足的笑意。而又有

另外一些人，即使已经生活在幸福中，却还是感觉不满足；望着已拥

有的一切，老是像缺了点什么，于是又马不停蹄去获取。人的差别为

什么这样大呢？ 

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我”存在两面性，一面是主体的“我”，

即自身的我；另一面是客体的“我”，即社会的我。主体的“我”，

是自身意识控制的“我”，即“我”要按自身的意愿去行动；客体的

“我”是社会规范的“我”，即社会要求我如何如何。可见，主体的

“我”与客体的“我”是一对统一体。当二者相矛盾时，就会带来心

理压力；当二者和谐时，心理发展则很顺利。 

然而，现实中主、客体的“我”不相一致的时候居多，人们总是

有不少欲望和意念是社会不能给予满足和实现的。这就需要调节和控

制。一般说来，人是在自我状态中活着的。人如果控制了自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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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为所欲为，走向成功。人如果被自我状态所控制，就会失去目

标，变得压抑无助，走向失败。 

而自我满足，就是自我控制的一种表现。他虽表现得近乎懦弱无

能、无欲所求，实际上，他是以一种乐观的、包容的心去迎接现实，

使自己能够轻松地去迎接面临的挑战。 

对现实和已拥有的不满足，这无异于给你本来已经很沉重的生活

再添一重负。如果没有知足常乐的态度，当周围的某人最近又发了一

笔大财时，你就会向往，并决心超过他；当某位同事有了什么样的房

子时，你也想要比他更高级的别墅；当邻居的妻子有了金项链时，你

就觉得你的老婆也应该有，而且最好是钻石的……而当所有的这些不

能得到满足时，你就会陷入严重的心理不平衡，或者为了得到它们而

忘记做人的基本准则和规范，最后不是生活变得愈加沉重，愈加没有

情趣，愈加感到压抑；就是因为用非法手段去拥有它们，导致法律制

裁。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为什么不控制自己的物欲，宽容地面对现

实，做个充满欢乐和满足的人呢？ 

生活中充满诱惑，它无所不在，而且常常令人难以抗拒。然而，

欲望是无境的，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如果你一直觉得不满足，那

么即使你拥有了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伤心。”即使我们真地拥有了整

个世界，也是一日吃三餐，一晚睡一张床。正如喜剧演员赵本山在小

品里所说的：“拥有房屋千万间，都是临时住所；那两尺见方的小匣

子才是永久的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何苦再去拼命追求那些多

余的东西呢？何苦再用这些欲望抹杀我们的快乐本性和幸福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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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颗平常心 

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世，拥有一颗平常心非常重要。当处于顺境

时，保持忧患意识，勿失踏实诚恳、勤劳节俭的作风；处于困境时，

仍要神闲气定，保持清醒、超脱的头脑，采取措施，力争去超越和突

破。懂得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患得患失、永远放弃不

下的呢？ 

所谓平常心，就是既能不甘人后、积极进取，又能虚怀若谷、大

度包容，面对各种世事万物泰然处之的那份心态。平常心告诉我们：

不要傲慢，也不要丧气；不要骄奢淫逸，也不要自轻自贱；我们只是

一个普通人，是亿万人类的普通一员而已。 

在迈向成功的过程中，有的人因赚钱而累积许多财富，从而迷失

了自我，要么自以为本领高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要么私生活奢

侈糜烂，灯红酒绿、夜不归家。 

同样，有的人在创业过程中，因遇到困境而挣扎，甚至导致破

产，从而也迷失了自我，要么束手无策、惶惶不可终日；要么不敢面

对问题、解决问题，只是怨天尤人、借故逃避。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没有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成与败。实际

上，对于人生事业的开炻，我们完全应该以平常心应对。当我们处于

顺境时，仍应保持忧患意识，勿失踏实诚恳、勤劳节俭的精神，以更

强大的力量造福社会；当我们处于困境时，仍要心神安定，保持清

醒、超脱的头脑，分析造成困境的原因，针对根源采取适当的因应措

施，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地去超越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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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一颗平常心非常重要。一个人有了平常心，

就会对生活心平气和，对工作心平气和，谁也挑唆不出心中的那些浮

躁、傲慢和不可一世的东西来。 

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辞

去大陆军总司令职务，不当国王当农夫，回到了蒙特维尔农庄当他的

种植园主，重温“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生活”。

嗣后，即在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华盛顿又主动辞去总统职务，不搞

终身制，可以说，华盛顿的任职与辞职，都是为国为民，不存在为个

人索取什么利益，充分体现了一个伟人的坦荡心怀和崇高品格。1782

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一些阶层和集团都主张华盛顿效仿英国

政体——一君主制，“登基”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华盛顿统

率的军队也表示支持。对此，华盛顿表示愤怒和坚决反对。他挥笔疾

书：“让我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对你们的国家还有一丝尊敬之情，如

果你们还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或者你们还尊重我的

话，那么就从你们的头脑中彻底清除这种念头。我认为这个念头包藏

着可能降临我国的巨大灾难。”1783 年 12 月 23 日，华盛顿即在安

那波利斯正式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返回到蒙特维尔农庄与家人

团聚，恢复了一个平民的身份。美国独立后，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

和奴隶主联合专政。当时，软弱的联邦政府毫无实权，国库空虚，负

债累累，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广大人民

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

涨。1786 年秋，在独立战争发源地的马萨诸塞州爆发了一场谢斯农

民起义。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正濒临混乱和毁灭的边缘。为此，

华盛顿决定再度出山。1787 年，华盛顿主持制定宪法会议。1789 年

2 月，华盛顿又以他的特殊地位、荣誉和声望，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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