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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个人能否学会人生之道，关系到能否过好自
己的人生。学会了人生之道的人，在其人生之路上，

就会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能享受生活并易于
不断地发展自己和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而没能学
会人生之道的人，则往往在其人生之路上总是磕磕
碰碰或捉襟见肘的，甚至犹如行尸走肉，只是碌碌无
为地过着日子。而且，越是在复杂和艰苦的生活环
境之下，就越需要学些人生之道，以便应对好人生的
种种挑战和克难攻坚，并确保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前人已经总结出了很多的人生道理。有些已编
成书籍流传下来了，而且更多的是以谚语、俗语、故
事等形式流传下来的。因而，一个人学习人生之道，

是不必也不可能事必躬亲，然后才得出一个个人生
道理来的，而主要是要学习前人已深刻总结出来的
人生之道，并注意联系实际且努力做到学以致用。

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尚能注重学习其前人已总结出来
的经验，比如他经常引用《尚书》中的句子作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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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写书时的佐证等。而孔子之后到现在又经历了两千多年，社会无疑已大大地
发展和进步了，人们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已更为丰富多彩了。因此，我们在学
习人生之道时更没有理由不去学习前人已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以便把握好自
己并做到与时俱进。

世事沧桑，人间万象。人人都有学习人生之道的必要。为此，我潜心学习和
研究了这些人生之道并诚挚地将此文集向世人推荐。文中较多地引用已深刻总
结和高度概括了人生之道的谚语、俗语等，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促
进人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若能让更多的人便于学会人生之道，尤其是让那些
正处于人生求学时期或正处在人生迷茫之时的人们能够悟出一些人生真谛，以
便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则是笔者的由衷之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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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磨炼心志 提高素质

1．人活着就要有志气

人活着就要有志气，就是说一个人活着就要有
理想、有追求上进的勇气和决心，就要有成就好自己
的种种人生事业的愿望和气概。

人是高级动物。有思想、会劳动是人有别于其
他动物的最大特性。有道是: “人争一口气。”人活
着，就不应落寞和碌碌无为，而应该充分开启自己的
思想和智慧，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劳动技能，

力求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种种人生目标。若人没有一
种要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志气，其
活着就容易像是行尸走肉般的而碌碌无为的了，那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古人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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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这些经验之谈，充分说明了人活着就必须有志气，特别是要干大事者更要
有志气。事实上，人贵有志，有志者事竟成，而且“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
岁”。美国胡达·克鲁斯老太太，她 70 岁才开始学习登山，不怕年事已高，不畏
登山艰难，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她奋勇前行，终于在 95 岁高龄之际登上了日本的
富士山，并打破了登上富士山的最高年龄纪录。这乃是一大奇迹，但这奇迹就是
克鲁斯老太太凭着她的坚强志气创造出来的……无数的事实已充分证明，唯有
有志者才能经受住人生风雨的考验; 唯有有志者才能够形成高尚的志趣和崇高
的品格且可以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唯有志者才能够
真正能够正视自我并不断地超越自我，努力不断地去成就着自己的人生事业，且
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唯有有志者才能够让生命之花美丽绽放且永不
凋谢，能够拥有精彩的人生。也就是说，人只要有了志气，就会有奋进的动力，就
可以去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就能够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从而也就能够赢得
人们的尊敬，而且就是死后还会受到后人的怀念，等等。但如果是无志则不足以
成学，无志则不足以成事，无志则不足以立业，无志则犹如行尸走肉，无志则容易
遭人鄙视……甚至在即将阖眼离开人世之时，回首往事则可能还感叹自己竟只
是碌碌无为白来人世间一场。

可能有人认为，只有做大事者才必须有志气，而只想做个普通平凡的人就不
必有什么志气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想干大事的人是必须有志气的，而且还
要有崇高的志向，而如果只是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之人也必须是有志气的。

常言道:“人穷志不穷”，意思是说人虽然可以穷困一些，但志气却是不可以没有
的。世事是复杂多变的，人生在世，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难免遇到些困
难和挫折。但如果有了志气，就是再苦再穷再受难，也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决
心。而且，有了志气，则容易做到“穷则思变”，才会作不懈的努力、奋斗或抗争，

也才可能会有翻身的机会。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这么多人，毕竟能做大
事者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做个平凡的普通人。然而，不管
是干大事者还是普通平凡的人，在有生之年，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学习和工作、付
出一定的汗水去换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并且人
人都不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至少是不想在同一个行当里落后于他人，否则，就
觉得是冤枉做人了，甚至还“无颜见江东父老”，感到无地自容。所以，无论你是
做大事者还是做小事者，只要活着都必须有自己的志气。

人们志气的形成虽然有其一定的先天性，但大多还是后天形成的，而且人们
后天的学习、历炼和所处环境，对于一个人志气的形成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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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良好的学习教育环境和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于培养和形成良好的
志气至为重要。因此，一个人要十分注重和珍惜那种种磨炼心志的良好条件和
环境来塑造自己一个良好的志气。

———要注意通过学习来长志气。学习是进步的基础。一个人只有注重学
习，努力去掌握知识了，才能懂得做人的道理，才能长着良好的心志。特别是要
注意去学习一些先进的思想理论，并注意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才能坚定信念，并愿意为信念而奋斗到底，或为实现美好的人生理想和目标而拼
搏到底。要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长知识、长身体、长志气和矫正心志的最
佳时期，也是塑造人的志气的最佳时期，必须特别注重通过抓好学习来塑造好的
志气。

———要注意通过锻炼来锤炼心志。“千锤成利器，百炼变纯钢。”一个人坚强
的意志是必须通过种种锻炼才会形成起来的。一要通过锻炼身体去强健心志。

身体锻炼能使人体的机能活络起来。一个人积极参加身体锻炼了，不但能让自
己的身体健康起来，而且也有利于让自己的心志也刚强起来。二要积极投身到
社会实践中去接受锻炼。社会实践是个广阔的舞台，而且实践出真知。一个人
只有积极投身到各项社会实践中去，才会真正体会到志气的重要性，那常常是需
要凭着一股志气才能把事情干好的，并反过来通过实践的磨炼而更加坚定着自
己的信念和志向了。三要勇于去经受些苦难的磨炼。常言道:“钢铁要在烈火中
锻炼，英雄要在困难里摔打。”逆境能锻造人。勇于接受些苦难的磨炼，更能使人
的意志坚强起来，可以使人愈挫愈坚，愈挫愈强。况且，人们在人生之路上总是
要遭受些逆境的。因而，要注意在不在逆境中沉沦，而在挫折中振作和奋起。四
要永不服输，永不放弃。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在一所大学的结业
典礼上，这次演讲大约持续了 20 多分钟，但在这 20 多分钟内，他只重复着两句
话:“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这就告诉人们:创造人生辉煌，

实现人生价值，需要一种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志气。人们在自己的人生旅途
中，总是难免会遇到些困难和挫折。但当失败接踵而至，挫折如影随形时，就不
该放弃所有的努力，而要有坚强的自信心，即要有百折不回的勇气。说不定只要
再努力和再坚持一下，就可以敲开成功之门了，就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总之，一个人永远只犹如社会肌体中的一个细胞，若没能形成和强化了自己
的志气，就难以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且很容易损害了自己，甚至还会像癌变一
样地侵害到社会肌体的健康发展，从而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累赘。因此，

人活着，不管是想干大事者还是只想做个平凡的人，都应该努力让自己活得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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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因而，都有必要去注重培养和强化那有利于
自我发展并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的良好的志气。

2．保持“平常心”

平常，就是通常的，不特别的。从这个词义上去理解，一个人要保持“平常
心”，就是在为人处世时，要善于随时随地做到从容不迫，不骄不躁，在种种学习、

工作和生活的重压或变故之下，能够始终做到泰然自若，处变不惊，不为荣辱所
累，不为起伏所困，始终保持从容自在的心态。

要知道，这世界是丰富多彩而千变万化的。人的一生，通常只是数十个寒暑
而已。人如何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呢? 虽然，一个人是不可能随意掌控着自己的
命运，但是太多数人还是可以通过选择和安排自己的人生之路来过好自己的自
己生活。诸如“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外云卷云舒”，一个人如果能够始终保持着
“平常心”，就容易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快乐而有意义。

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享受到的“乐”和遭受到的“苦”又是
不可能尽是相同的。而且人们对于那“苦”与“乐”的认定也是没有个统一的标
准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取决于人们各自的心态而已。由于人们的心态不同，人
生观也不同，对于苦乐的感受和认定也就不同甚至相反。如有一些人视繁重的
体力劳动为苦，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视其为乐; 在某种情况下视为烦恼痛苦的事
物，而在另一种境况之下可能又被视为充满乐趣的东西了。而且在一定条件之
下，一个人的观点还容易发生变化。比如，同样处于困苦和挫折中的人们，有些
人能够把那困苦当做一种历练，把挫折当做一种教训乃至奋进的动力。结果很
快走出了困境，并到达了胜利的彼岸。而有些人在面对困苦和挫折时，就显得心
灰意冷，一筹莫展了，以至精神全都颓废下去了，结果在心里总是觉得那是苦不
堪言的且又不会解脱，从而也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诸如此类的具体事例不胜枚
举，在此不再赘述。因此，一个人只有善于以“平常心”去面对生命的无常与生活
的多变，才会享受到充实而美好的人生。

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处于各种各样的
境况之中，为了正常地过着日子，都是需要保持“平常心”去面对它们的———

当一个人处于顺境和得意之时，则通常是令人开心的时候，也是容易使人飘
飘然。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时更容易骄傲自大甚至得意忘形而忘乎所以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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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利于人的心身健康，也还有容易影响到人自身的继续发展了。但如果这时
候能够保持“平常心”，就能够防止产生骄傲的情绪，杜绝种种得意忘形之举。从
而可以做到再接再厉，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人生事业。

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或遭受挫折，感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使人产生消极失望
的情绪，甚至思想颓废起来，没了斗志，或要去做“破罐子破摔”的傻事了。但如
果这时候能够保持着“平常心”，就能够把失败当作成功的基石，把苦难当做是锻
炼人的心志，从而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可以沉着地应对那种种不如意之事，并
让自己及时振作起来而能够更奋勇地前行了。

在你富裕安康的时候，是有条件去享受生活和追求安逸了。但这又容易使
人产生惰性并不思进取。而保持“平常心”就可抑制那贪图享乐的欲望和解除懈
怠的情绪，并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做到“居安思危”，从而确保自己可以得以
继续不断地前进着。

在你贫困潦倒的时候，容易使人产生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感觉而不能自拔，

或容易被困难所吓倒了。而保持“平常心”，就可促使你冷静思考着对策，并树立
起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可以做到“贫贱不能移”，且往往还能够找出早日摆脱
贫困的好办法来。

要保持“平常心”，而且让其成为一种“常态”，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只
有具备了一定的修养后才可以做得到的。因而，这就要注意培养和加强自己的
思想修养。若没能做到这样，那保持“平常心”就只是一句空话了。为此，还需要
从以下几方面去着力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要知道，一个人正确的人生观应该是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一个
人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就必须自觉自愿地学习并努力掌握好社会的核心价
值观的理论和思想，自觉学习和遵守社会公德，确保自己的人生观与时代要求吻
合，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持一致。

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私心欲望。常言道: “心底无私天地宽。”保持“平常
心”，就要善于树立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培养好朴素的大众化
情感。努力消除极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影响，并注意树立起先人后己、

先公后私的思想意识;努力做到淡泊名利，遵纪守法，不做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
之事情。要知道，财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在生活上要实际一些，要知足常
乐而不可贪得无厌。

要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和各种社会活动，以愉悦心情、忘掉痛苦，以确保
自己能够永远保持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所需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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