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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花瓣在天空中轻盈地飞舞， 装扮着五彩缤纷的

世界。 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可曾跌倒？ 可曾失意与彷徨？

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方法， 会让你获得启发， 为你的

人生锦上添花， 使你收获生活的真谛。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打交道， 这

就需要我们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 这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

门艺术。 学好了它、 用对了它， 会有助你的成长； 可如不

去学它， 一味顺着自己， 对它避而远之， 就会阻碍你的发

展。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肯定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做

但又必须要做的事， 这就需要我们调节自己， 改变自己的

想法、 态度和处事的方式方法。

枟引导学生为人处世的故事全集枠 共分 １０ 册：

１畅细节决定人生

２畅通行全球的驾驶证

３畅与爱一路同行

４畅在心灵的空地上播种芳香

５畅把浩瀚的海洋装进胸膛

６畅生活赐予的奖赏

７畅最根本的处世之道



８畅用真诚打开心结

９畅好性格成就一生

１０畅微笑是最好的礼仪

要做事， 先做人。 学会做人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前提。

学生时代是我们迈身社会的人生起点， 学会做人， 才不会

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学会做人， 是实现人生目标的最大

资本和最佳的策略； 学会做人， 是世界上大多数成功者的

成功秘诀。 如果生活中的你在处世、 交友等方面还不能游

刃有余， 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在这里你将找到满意的答案。

翻阅书卷， 答案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你会从别人的

故事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 唤醒沉睡的记忆； 从别人的

奋斗中找回曾经的梦想， 点燃希望的火种； 从别人的感悟

中找到成功的诀窍， 扬起理想的风帆； 从别人的性情中找

到真实的自我， 播洒爱的阳光， 从而在愉悦与感动中， 鼓

足勇气， 坚定信念， 阔步向前方迈进。

本套丛书所选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心选编， 值得品读。

在每篇文章后设有 “心灵悟语”， 拉近了作者与读者心灵

的距离， 因而使得本套丛书更富有人文气息和启发性。

本书编纂出版， 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

持。 在此，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们一并表

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等方面， 由于时间短、 经验不足， 可

能有不足和错误， 衷心希望各界人士及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修身敬业故事

　　 “修身” 须严以律己， 与人为善， 坚持原
则； “敬业” 须热爱本职， 服从大局， 奉献事业。



韩信忍辱

韩信幼年时， 家里很穷， 饿极了， 他就四处讨饭。 有

一次， 他两天没有吃饭了， 心想， 河里有鱼， 干脆到河里

去摸几条鱼回来煮煮吃。 来到河边， 他跳进河里。 摸鱼，

谈何容易！ 他本来就饿， 摸了好一阵， 一条也没摸着， 又

急又气。 他回到岸上， 一屁股坐在岸边， 望着几位正在洗

衣服的老奶奶。

有一位老奶奶见韩信疲惫不堪， 脸色苍白， 问： “你

是不是病了？” 韩信摇头。 老奶奶明白了， 说： “哦， 你

是饿的。 我带的有饭， 来， 分给你一半吃。”

一连好几天， 韩信都到河边上来。 老奶奶也每天分饭

给他吃。 韩信心中十分感激老奶奶， 他说： “老奶奶， 谢

谢您给我饭吃。 今后，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 老奶奶一

听， 十分生气地冷笑一声， 斥责他说： “一个堂堂男子，

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难道不害臊吗？ 我是看你可怜， 同情

你， 才分给你饭吃， 谁稀罕你的报答。” 老奶奶说罢， 转

过头去， 再也不看他一眼。

听了老奶奶的话， 韩信心里一震。 他又害羞， 又感

激， 说： “我懂了， 我懂了！” 从此， 韩信刻苦读书， 一

边读书， 一边找些零活儿干， 不再浪费时间。

韩信爱听古人打仗的故事， 爱看兵书， 决心长大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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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率军征战的将军。 他买了一把宝剑， 挂在腰上， 一有时

间， 就舞练一番。

有一天， 他上街办事， 正向前走， 迎面走来了一个小

伙子。 那小伙子长得膀宽腰圆， 一副流氓相。 他有心要侮

辱佩剑的韩信， 就几步跨上前， 挡住了韩信的去路， 大声

喊： “喂， 站住！” 韩信的个子也很魁梧， 他突然被拦，

忙问： “你要干什么？” 那无赖说： “你个头挺大， 看样子

力气也不小， 还佩着一把剑。”

“这不关你的事。”

“哼， 你看———”

那无赖一指自己的头， 接着说： “你有没有胆量， 把

我的头砍下来？ 我看你不敢。 哈哈哈， 大家看， 他是个胆

小鬼！”

顿时， 这里围了许多人观看。

那无赖又大声喊： “如若你没有胆量杀人， 那就乖乖

地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这时， 看热闹的人中有人喊：

“对这无赖不能客气， 杀了他！”

“给他一剑， 让他知道厉害！”

也有人喊：

“哈， 果然他是胆小鬼！”

“还佩剑呢， 丢人！”

韩信听着这些喊声， 望着这凶煞似的无赖， 心中在思

考应该怎样做。 他可以举剑杀人。 他也可以用剑砍断无赖

的胳膊。 他还可以揍他一顿， 他相信自己的力气决不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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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 可是， 他没有这样做。 在众人哄笑中， 韩信竟趴在

地上， 从那无赖的胯下钻了过去。

吓！ 这可给围观的人提供了嘲笑的材料， 他们指着韩

信的脊梁骨喊： “这小子白长了一身子好筋骨， 个子不小，

可是豆腐做的！”

“从人家裤裆下爬过去， 真没出息！”

“窝囊废！”

韩信并不感到羞愧， 他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信步

离去。

怪吗？ 不。 人们哪里知道， 韩信是胸怀大志， 不屑与

那个没有教养的年轻人争斗。 即使杀了他， 或者揍他一

顿， 又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韩信参加了项羽的起义军， 不久， 又转入刘邦部

下， 成为汉朝的开国元勋之一。 汉王朝建立以后， 他曾回

到过家乡。 如果此时报当年胯下之辱， 那是易如反掌的。

韩信想起当年胯下的事， 他命令部下： “打听一下， 把那

无赖找来！”

很快， 就找到了当年那个无赖。 那个人吓坏了。 连忙

跪在地上求饶： “君侯饶命！ 都怪我年轻气盛， 不学正道，

得罪了您。 小人该死！ 小人该死！” 大家以为韩信会重重

地处罚他， 可韩信却说： “过去的事就不讲了。 你愿意参

加我的部队吗？” 那年轻人说： “当然， 只是不敢妄想。”

韩信说： “如果愿意， 那就任命你当个军官。 职务虽

然不高， 可我相信你愿意为国效力。” 后来， 那青年当了

个小军官， 十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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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韩信： “你是怎样想的？” 韩信说： “当初， 我

不是不敢杀他。 可是， 我杀了他， 没有任何意义。 他是侮

辱了我， 可我想， 这点小事和我胸中的远大志向比， 又算

得了什么呢！ 我不但没觉得受辱， 反倒激励我更加努力上

进。 从这个方面讲， 我还应该谢谢他呢！”

人的一生， 贡献所作所为的意义和价值， 比人

们的预料更多地取决于心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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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俭为荣

在我国春秋时期的鲁国， 有一位很有政治才干的宰

相， 他的名字叫季文子。

季文子出生在鲁国贵族家庭， 他的爷爷是鲁国国君鲁

桓公的儿子、 鲁庄公的弟弟， 名叫季成友。 由于季文子出

身于鲁国上流社会， 能有机会更多地接触鲁国的政治， 因

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华。 他

通晓政治，， 勤于政务， 在他当宰相期间， 辅助鲁国国君

制定了不少对鲁国发展有益的具体措施， 做了很多有益于

鲁国百姓的事， 在鲁国有很高的威信。

季文子在外交方面也很有才华。 春秋时期， 诸侯兼

并， 政治斗争十分激烈， 由于季文子很擅长外交， 使鲁国

在诸侯纷争、 错综复杂的斗争中， 具有一定的政治实力，

季文子也因此在各诸侯国中有很高的名望。

季文子治国有方， 政绩显著， 因而在鲁宣公、 成公、

襄公三朝均担任宰相， 前后执政三十多年。

季文子在鲁国从政的时间长， 官位高， 却十分注重俭

朴律己。 平日里， 他最看不惯那些整日以炫耀财富为荣的

贵族， 尤其厌恶讲排场、 搞浮华的风气。 他家的住房极其

简陋， 平常饮食也总是粗茶淡饭。 在衣着方面， 他不仅自

己平时很少穿丝绸衣服， 就连他家的仆人， 服装也比一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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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家的下人要俭朴许多。 季文子对粮食非常爱惜， 他

家的马匹， 从不允许喂一粒粮食。

由于季文子厉行节俭， 看不惯贵族社会一些奢侈腐化

现象， 因此， 那些铺张浪费， 爱讲排场的人， 对他很看

不惯。

鲁国有个叫孟献之的大臣。 他的儿子仲孙不懂得节俭

是一种美德。 一次， 他见季文子出入朝廷时常穿布衣， 坐

的马车也十分寒酸， 就耻笑地对季文子说： “大人做宰相

这么多年了， 出出入入连件像样的绸衣裳也没有。 喂的马

不许用粮食， 只许吃草。 大人每天坐着这样的瘦马拉的破

车， 难道不怕别人笑话大人过于小气吗？ 再说： 大人生活

这样小气， 要是让别国人知道了， 说不定还会以为我们鲁

国不知穷成了什么样子了呢？”

季文子听了仲孙的话， 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我以为

仲孙先生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光荣， 什么是气派。 我觉

得， 一个人身处恶劣环境， 懂得节俭， 这是不难办到的；

但一个人身处高位， 物质条件极其丰厚， 还仍能注重节

俭， 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一般人很容易为自己的贪欲所

支配。 但是， 一个真正有道德修养的人却能克制贪欲， 因

为他懂得俭朴能使人向上。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修养、 有

气派、 令人钦佩的人。 我想， 一个国家的大臣如能厉行节

俭， 艰苦奋斗， 上行下效， 这个国家的百姓会很快形成一

种节俭、 奋斗的风气， 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抵御外

来侵略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仲孙先生怎么能说节俭是丢

脸的事情， 是会使国家衰败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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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文子一番有关节俭的话， 语重心长。 仲孙听罢， 一

时无言对答， 只得红着脸走开了。 后来， 仲孙的父亲知道

了此事， 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顿， 并把他关在一间破屋子

中， 让他闭门思过。 仲孙静下心来， 反复思索季文子的

话，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所在。 后来， 他不但不再嘲讽

季文子的节俭， 自己也逐渐改掉了爱讲排场的毛病了。

又有一次， 季文子家中来了一位贵宾。 这位贵宾非常

赏识季文子的才华， 可见他案头的文具过于陈旧， 就非常

惋惜地说： “您的才思怎么能和这些破旧的东西相搭配

呢？” 说完， 他特地为季文子送上了一套非常考究的文具。

季文子见这位贵客送的文具过于讲究， 又见人家一片

诚意， 因而对客人风趣地说道： “你看我居室中哪样东西

能和您这礼物配上套呢？ 我一向用惯了这旧物件， 真要是

一下子用了您这上等东西， 恐怕文思会大减的。 我看您还

是留着自己用吧！” 就这样， 季文子硬是让他把礼品收了

回去。

公元前 ５６８ 年， 季文子因病逝世。 由于他一生追求俭

朴， 他的家人为他入殓的时候， 国君前往探视， 发现随葬

品都是些案头、 橱中破旧的东西， 不禁问道： “家中难道

不舍得拿出些值钱的东西陪葬吗？”

季文子家人听罢， 摇着头答道： “家中实在没有一件

金、 玉等贵重物品。”

鲁君不解地又问道： “为什么不购置些来呢？”

季文子的管家听罢， 含着泪说： “国君， 我家主人一

生节俭， 从不多占国家一文钱， 还常为国事而解私囊，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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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实际上没有积蓄。 如若不信， 这里有账可查。” 管家

边说， 边向国君奉上季文子家的账簿。

鲁君边看， 边感动地点头， 随行的不少官员亲见此

事， 也大为震撼。 此事传至百姓中， 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夸

赞季文子品德高尚。 季文子节俭的美名越传越远。

季文子一生厉行节俭。 他并不是没有条件过更舒适的

生活， 而是把俭朴精神看作是人应具有的一种道德修养。

这在封建社会里， 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优秀品质。 季文子的

故事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 也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俭朴

是一种美德， 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但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

需要什么惊人之举， 而要像季文子那样， 从日常生活中的

点滴做起。 我们有的人随意浪费粮食， 衣服旧了些便不愿

再穿， 这样下去， 俭朴谈不上不说， 恐怕连古人都不

如了。

尽力做好一件事， 实乃人生之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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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俭朴

春秋时代末期， 齐国有位有才能的宰相， 他的名字叫

晏婴。 晏婴是我国古代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 他在当齐国

宰相的时候， 为齐国的富强， 为减轻当时齐国百姓的负担

和痛苦， 做过不少好事。 由于晏婴在齐灵公、 齐庄公、 齐

景公三朝时， 都在齐国做高官， 所以他又被人称为齐国的

“三朝元老”。 别看这位 “三朝元老” 在齐国居官的时间

长、 地位高、 有名望， 但他在生活上却从不追求奢华， 日

子过得相当节俭。

一次， 齐景公为了奖赏晏婴治国之功， 把晏婴找来，

决定把齐国的平阴和棠邑这两块地方赐给他。

这两个地方是相当富足的， 在当时有些人想要还得不

到呢， 可晏婴却不肯接受。 他态度诚恳地对景公说： “国

君我不敢接受您的恩赐。 我认为： 当官的， 首先应为君主

和国家着想， 其次才应为自己着想。 现在百姓的生活贫困

不堪， 他们已经对朝廷和官府有了怨恨情绪， 我们为臣的

不顾及这些， 还在拼命地追求自己的享乐， 这会使百姓更

加无法忍受， 对公室的怨恨也会更加深的。”

齐景公见晏婴的话句句在理， 态度又十分诚恳， 也就

没有再坚持。

又一次， 晏婴正在家中吃饭， 突然景公派人到晏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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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晏婴得知这位使臣还没吃饭， 便把自己的饭分出一半

请客人吃。 结果客人没吃饱， 晏婴也没吃饱。 使臣回宫

后， 便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景公。 齐景公听后十分感慨地

说： “晏婴家里这样穷， 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是我的过

错啊！” 说完， 他当即派人带了一大笔钱给晏婴送去， 让

他作为招待宾客的费用。

可晏婴又是坚决不收。 他对送钱的人说： “这钱我晏

婴不能接受。 我为朝廷做官， 已经按官位得到俸禄了。 我

的生活并不穷， 这些钱您还是拿回去还给国君吧！”

齐景公见晏婴既不要封地， 也不要钱， 心里实在有些

不过意， 他就命令手下人一定要想办法说服晏婴， 让他把

这钱收下。 于是齐景公手下的人又去了晏婴家两次。 他们

左说右说， 一会儿说晏婴的功劳比一般大臣高， 一会儿又

说晏婴现在的生活有些过于俭朴了， 因此晏婴应该把这钱

收下。 可晏婴就是不肯收， 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者陈述

说， 自己的地位高， 就更应该在生活上注意俭朴， 这样才

能给官员作出榜样， 从而使国政更加清廉。

来者见晏婴实在不肯收钱， 就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晏

婴， 说这是齐景公的命令， 我们如果没有执行好， 是要受

到国君怪罪的。

为此， 晏婴亲自找到景公， 对景公拜谢道： “我的家

并不穷。 因为有您的恩赐， 我的亲族、 朋友都得到了不少

好处， 我们已经很感激您了。 您千万不要再给我什么其他

钱财了。 您还是用那些钱财去救济百姓吧！ 他们得到了您

更多的恩赐， 是会更加感激您的。 如果您硬要把这些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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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我， 我是很难办的。 我把它们分给百姓吧， 那是做了

以臣代君来治理百姓的事， 一个忠臣是不能这样做的； 如

果我收下了它， 又没有什么用， 那我就会像个装东西的筐

子、 箱子一样， 成了守财的人， 一个公正廉洁的大臣， 也

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 你还是别硬把这些钱塞给我， 我

是不会做看管财产的傻事的。”

晏婴说完， 向景公行了个礼， 就要告辞。 这时， 齐景

公慌忙上前拦住晏婴， 对晏婴说： “您说的话句句都对。

可是， 先君在世的时候， 朝中也有一位很有才能的大官，

他的名字叫管仲。 管仲一生为齐国做了不少好事， 他的威

信也很高。 可桓公封给他五百个村社， 管仲并没有推辞，

而是很乐意地接受了， 这说明⋯⋯”

“这说明什么呢？” 齐景公的话还没说完， 晏婴便把

话接了过来， 对景公说道： “俗话说： 智者千虑， 必有一

失。 我觉得这话正是说管仲先生的不足。 他一生的确为齐

国做了不少好事， 可他的生活却过于奢华。 我觉得管仲先

生在这一点上是做错了。” 说完， 他再次拜谢齐景公， 拒

绝了钱财。

齐景公见晏婴硬是不肯收钱， 也没办法。 他总是听到

周围的人讲晏婴生活十分俭朴， 于是便决定亲自去晏婴家

观察一下。

一天， 景公专找了个吃饭的时间， 来到晏婴的家里，

他故意不让随从报告， 自己径直走到晏婴饭桌前。 这时，

晏婴正端着一碗糙米饭在吃， 饭桌上只放着两盘菜： 一盘

鸟肉， 一盘青菜， 而且量还相当少。 齐景公看到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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