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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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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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结友爱

　　团结同学， 与人真诚交往是优良品质和健
康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 尤其与人合作的意识
尤为重要， 这种合作意识与从小与同学之间的
团结友好交往中。



齐景公欲速不达见深情

齐景公 （？ —前 ４９０）， 名杵臼， 春秋时齐国国君，

公元前 ５４７ 年一前 ４９０ 年在位。

这一年， 齐景公到少海出游。 游兴正浓的时候， 突然

有人从国都赶来报告， 说： “国相晏婴得了重病。 如果国

君不能马上回京， 恐怕就见不到他了！” 景公听了， 急得

不知所措。 半天， 才回过神来， 命令最好的马车夫韩枢驾

着最快的骏马繁驵 （ ｚǎｎｇ）， 立即赶回京都。

韩枢使出了浑身的节数， 繁驵奔驰如飞。 顷刻之间，

已行了数十里路。 然而， 景公仍觉得车子太慢。 他夺过了

韩枢手里的鞭子和缰绳， 亲自驾驭起来。 嘴里还不住地叨

念： “晏婴啊晏婴， 我的好爱卿， 我说什么也得见上你一

面！ 平仲啊平仲 （晏婴的字）， 我的好帮手， 我就要赶到

你的身边！ 繁驵啊繁驵， 都说你是千里马， 原来却是这般

模样！ 像你这样迟缓，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晏婴！”

其实， 繁驵很懂人情， 像知道国君的心思， “呼哧”、

“呼哧” 地喘着， 简直不是在跑而是在飞。 然而， 景公仍

感觉它跑得很慢， 甚至觉得根本没有前进。 景公失态地喊

道： “下车， 下车！” 韩枢不知是怎么回事， 煞住车子。

只见， 景公径直向京都方向跑去⋯⋯

马跑得快呢， 还是人跑得快呢？ 当然是马啊！ 虽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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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像小孩子似的办了 “傻” 事， 欲速则不达； 但是，

病中的晏婴如果知道了他的国君如此为他犯 “傻”， 不知

该怎样感激涕零呢！

齐景公身为齐国国君， 心里能这样装着他的臣子， 这

是怎样深重的君臣之情啊！

卿相得不到大家的拥护， 是国家的危险； 大臣

不同心合力， 是国家的危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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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牙和子期

春秋战国时， 有个楚国人姓俞名瑞， 字伯牙， 在晋国

做官， 很善于弹琴。 枟学记枠 中曾有： “伯牙鼓琴， 而六

马仰秣”。 有一年， 他到楚国去办事， 顺便回家探望多年

未见的亲友。

伯牙坐的船开到汉阳江口， 因遇大雨无法继续前进，

停泊在一座山脚下。 过不多时， 雨停了， 江面上风平浪

静， 天空出现一轮明月。 面对如此优美的景色， 伯牙兴致

大发， 对书童说： “点一炷香， 把琴拿来， 我要弹琴。”

伯牙接过琴， 调好弦， 专心地弹了起来， 弹了好一阵， 他

猛一抬头， 发现岸上的岩石下面， 有个人影， 一动不动地

站着， 他吃了一惊， “啪” 地一声， 一根琴弦断了。 伯牙

很疑惑， 叫童子去问船夫， 这儿是什么地方？ 船夫答道：

“刚才躲避风雨， 停泊在山脚下， 这里没有人家。” 伯牙

更加疑惑， 心想： 如果这里是集镇或大村庄， 还说不定会

有人听得懂我的琴， 而在这荒郊野外， 怎么会有听琴的人

呢？ 或许是强盗要拦路抢劫吧！ 想到这里， 他心里慌乱起

来， 不禁颤声喊道： “捉贼啊！ 岸上有贼！” 船上的人都

被惊动了， 涌出船舱， 准备上岸去。 这时， 只听岸上的人

用平静的口气向伯牙喊道： “船上的先生， 请不要疑心，

我不是贼， 是樵夫。 今天打柴回来晚了， 遇到暴风雨， 就

４



在这岩石下避雨， 正听到船上有人弹琴， 弹得太好了， 我

就一直站在这里听着。” 伯牙听了这话， 总算镇静下来。

但接着却又说： “我在朝廷中做了多年官， 找不出一个真

正能听懂我弹琴的人。 你一个乡野樵夫， 也配听我的琴

么？” 岸上的人哈哈大笑， 说道： “先生， 你错了。 常言

道： ‘门内有君子， 门外君子至。’ 你以为荒山中一定没有能

听懂琴的人么？ 那么请问， 在这深更半夜里， 为什么荒山脚

下却有弹琴的人？” 伯牙被问住了， 他沉默了一下， 便走近窗

口， 提高声音说： “你既然是听琴的， 那么你说说看， 我刚才

弹的是什么曲子？” 那人笑答； “你刚才弹的是孔夫子赞叹颜

回的那首曲子。 歌词是： 可惜颜回命早亡， 教人思想鬓如霜，

只因陋巷箪瓢乐’， 你弹到这里， 琴弦断了， 没再弹下去， 我

记得第四句是 ‘留得贤名万古扬！’”

伯牙听罢大喜， 忙把那人请上船来， 只见他头戴斗

笠， 身披蓑衣， 脚穿草鞋， 背着一捆柴， 腰间别着一把斧

子， 地道的樵夫打扮。

伯牙请那人在自己对面坐下， 又叫书童端上茶来。 他

想， 这个樵夫到底能懂多少音乐呢？ 我来试试他。 于是他

问： “从前孔夫子在房间里弹琴， 颜回听到琴声中低音幽

沉， 就问孔夫子是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孔夫子说： ‘我

弹琴时， 看见一只猫在捉老鼠， 我希望它能捉到， 又担心

到嘴的食物跑掉， 这为猫担心的心情， 不知不觉地在琴声

中流露出来了。’ 这个故事说明， 同一支曲子， 弹奏时的

心情不同， 效果也会不同。 如果我弹琴的时候， 心里也在

想什么， 你能听出来吗？” 樵夫说： “你先弹一曲， 我试

５



着听听， 若猜得不对， 请不要见怪。” 伯牙调好琴弦， 想

起高山的雄伟姿态， 开始弹奏起来， 樵夫凝神听着， 脸上

现出愉快的表情， 仿佛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庄严优美的旋律

中。 一曲完了， 他轻轻拍着桌子， 赞叹地说： “气势多么

磅礴啊， 好像雄伟的泰山一样。” 伯牙听了不动声色， 他

沉思片刻， 想起浩浩荡荡的江河又继续弹奏了一曲。 琴声

刚停， 樵夫便高兴地站起来， 连声称赞道： “好极了！ 就

如同烟波浩渺广阔无边的江河！” 伯牙万万想不到自己的

心意， 竟完全被樵夫猜到了， 他惊喜万分， 赶忙站起身，

紧紧握住樵夫那粗壮的大手， 激动地说： “美玉原来是藏

在石头中的啊！ 我怎能凭地位、 衣着来看人呢？ 太蠢了，

太蠢了！ 多少年来， 我一直梦想着会有一个能真正听懂我

的琴， 了解我的志趣的人， 今天， 我找到了， 找到了！ 这

就是你呀！”

这樵夫姓钟名子期。 从此， 伯牙和子期成了知心朋

友。 后来伯牙又一次来访子期， 却听到子期不久前病故的

噩耗。 伯牙悲恸至极， 在子期的坟前将琴摔碎， 说是子期

死后， 再无知音之人了， 他也不再弹琴了。

伯牙、 子期的相知， 被传为千古佳话， 后人慨叹道：

“昔伯牙绝弦于钟期， ⋯⋯痛知心之难遇也！”

一千人同心， 就能会发挥一千人的力量； 一万

人不同心， 就连一个人的力量效果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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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与鲍叔牙

管仲和鲍 （ｂàｏ） 叔牙是春秋时期齐国人。 他俩自幼

贫贱结交， 相互间非常了解， 非常知心。

管仲和鲍叔牙都勤奋好学， 知识渊博， 成了当时才华

出众的名人。 管仲做了齐公子纠的老师， 鲍叔牙做了齐公

子小白的老师， 两人各保其主。 后来， 齐公子纠和齐公子

小白因争夺君主地位， 互相残杀起来。 公子小白胜利了，

当了齐国的君主， 叫齐桓公。 而公子纠被逼自杀， 管仲被

俘， 成了阶下囚。 齐桓公准备处死管仲。 鲍叔牙这时已做

了齐国的宰相， 他千方百计地解救管仲， 并向齐桓公推荐

管仲说： “管仲的才能大大超过我， 要使齐国富强起来，

非重用他不可。”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劝告， 用最隆重的

礼节， 请管仲当了齐国的宰相。 而鲍叔牙反而成了管仲的

助手。 两人同心辅政， 齐桓公很快成就了霸业。 九次大会

诸侯， 使齐国成了春秋时期五个霸主中最早和最有名的

一个。

管仲功成业就， 十分感激知心朋友鲍叔牙， 逢人便颂

扬鲍叔牙的美德。 他说： “我起初在困难时， 曾和鲍叔牙

一起经商， 分财利时， 我自己多分， 鲍叔牙不认为我贪

财， 因为他知道我贫困。 我曾经给鲍叔牙计划事情， 可是

没有计划好， 把事情办糟了， 鲍叔牙不认为我愚笨， 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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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时机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 我曾经三次做官， 三次被君

主赶走， 鲍叔牙不认为我品行不好， 他知道是我没遇到好

时机。 公子纠兵败身亡。 我被关进囚车受到各种侮辱而我

没有自杀， 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羞耻， 他知道我不以小节

为羞耻， 我所耻的是功名不显于天下啊！ 真是生我的是父

母， 知我的是鲍叔牙啊！”

管仲和鲍叔牙共同辅佐齐桓公长达 ４０ 余年， 为齐国

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他俩互相知心知意， 团结合作的美德

为后人所称颂。

五个手指替换着去弹， 不如握紧拳头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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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举与声子两代世交

春秋时代， 楚国的伍参和蔡国的子朝是很好的朋友。

两家之间交往也很密切， 他们的儿子伍举和声子从小相

识， 两代世交， 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伍举长大后， 娶了王子牟的女儿为妻。 此后王子牟因

犯法获罪， 逃亡到国外去。 这件事株连了伍举， 伍举被迫

逃往国外。 他觉得晋国很安全， 于是夜以继日地赶路去投

奔晋国。

一天拂晓， 伍举很早起身， 背起简单的行装出发了。

当他路过新郑郊外的时候， 忽听背后有人叫他。 回头一

看， 不禁又惊又喜。 原来叫他的人是声子。 这两位从小相

亲而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竟会在异国的土地上突然相逢，

彼此都感到十分高兴。

于是， 他们就折下路边的荆条铺在地上， 相对而坐，

同时拿出干粮来边吃边谈。 伍举更是百感交集， 想起了过

去的往事； 而如今， 有家不能回， 流浪在外， 不禁眼圈红

了。 声子便问他： “兄长，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伍举听

到这， 泪水涌出， 便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告诉给声子。 他哭

着说： “岳父的事情， 我并不了解。 我完全是无辜的， 今

天又被迫离开楚国，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家园！””

声子听了， 对朋友的遭遇非常同情， 就安慰他说： “兄长，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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