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悟人生》 

读《论语》有感之二：为人之道 
 

一直以来都觉得应该舍生取义；一直以来都觉得让所有的人都称道才能够算得上真正的成功；一直以

来觉得朋友有错误就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哪怕用一些野蛮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当仔细看完《论语》之后

才知道原来这些都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从小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直以来都告诉自己不要计较得失，不管任何人对自己有多坏都

要笑脸相迎，对多么可恶的人都要信守承诺。看了《论语》之后才知道，这有多么的迂腐！一直以为“以

德报怨”没有错，想不到孔子居然说应该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说，以怨报怨肯定是不对的了，

怨怨相报将会使这个社会陷入无序的状态，也会让很多的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以德

报怨一样不可取，以德报怨会让邪恶得不到惩治，社会将失去公正，好人难过，坏人猖獗。正确的做法应

该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就是用自己的正义和正直来面对“怨”，而把“德”给真正有“德”的

人。孔子认为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人可以把握和利用的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要把有限的生命和资

源给需要我们的人，给我们爱的人和关心我们的人。 

  想想自己走过的岁月真的是感到沮丧！一直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原来是浪费资源！记得八年以前庆

元有一个经营山野菜的公司叫“庆元 ALS 联合食品有限公司”，由于经营无方被温州一家保健品有限公司

收购，其中“ALS”商标作价三千元。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为之惋惜，很快的时间找到了素不相识

的 ALS 总经理 JLH，并和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把公司卖掉，希望不要卖商标。做山野菜的，做食品的，

这个“ALS”商标非常值钱，我知道这个商标的价值。非要卖商标的话就卖给我好了，我给你十万元人民

币。当然我不希望你卖商标，而是希望你能够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山野菜是一个非常有市场前景的产品，

也许前期开发市场有些难度，但只要能坚持下来一定会有转机的。我借你十万元钱，希望你要对自己有信

心。如果两年以后你没有能力还我钱，到时候再把商标给我就是了。”在自己还是借高利贷经营企业的情

况下，就这样把十万元钱借给了 ALS 公司的 JLH。没有想到的 JLH 并不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不但没

有把企业办好，还把救命的钱拿去做六合彩，最后不但血本无归，还被被捕入狱！JLH 出狱以后，我找到

他并和他说：“企业经营不下去了，还我钱是没有可能了，那就按照当时我提议的，把商标给我就是了，

我也不再计较了，并且如果有必要商标还可以无偿给你使用两年。”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说：“我无法

把钱还你，但商标我也不能给你。商标的价值不应该是十万，而应该是几十万，进行估价以后，如果值三

十万，你给我二十万现金我就把商标给你吧。”天下竟然有这样的无耻的人，真的是没有想到了！向法院

起诉后，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法院的说辞竟然也是差不多！我和法院说：“行，如果这样的话，我来找权威

的评估公司来对商标进行评估！”法院说：“找什么样的评估公司要法院说了算。要不这样吧，商标再给

JLH 使用两年，如果到时候还还不了钱，再把商标给你，到时候商标就不要再估价了。”这天下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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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真的很多，有忘恩负义的人，也有如此不讲道理的法院！“以德报怨”，我以前隐隐约约就觉得不

对了，但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深刻！ 

  以前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样挺伟大的，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很惭愧，真的是善恶不分，是非不辩了！这

样的例子在我的生命中很多，想想自己真的是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家都称赞的人，也经常会因为有些人的不了解而觉得遗憾，很多时候也

不得不为此作出不少辩解。当看完《论语》之后才豁然开朗，原来完全不必需要对自己如此苛刻！ 

  《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子贡问孔

子说：“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孔子说：“全

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

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是非标准，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要众口一词这本来就是不符合

规律的。 

  历史上众口一词说好而后来祸国殃民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就说隋炀帝杨广吧，当年为了争做太子冒充

贤良，处心积虑地扮演温良恭俭的道德君子风范，并且大肆结交权臣、百官，极尽谦恭之能事，一时闹得

朝野称颂，众口一词。他老爹老妈被搞昏了头，终于提拔他当上了太子。可结果他却是千古有名的一代暴

君，甚至连他老爹也死在他的手上。 

  同样道理，众口铄金地诋毁他人也不符合事实，既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在亲朋好友眼里也有可取

之处。 

  之所以有众口一词或者众口铄金的现象无非是很多人都习惯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罢了！ 

  孔子说所有人都说这个人是好人，其实这个人并非最好，最好的人应该是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

这样的话语出自他这样的圣人口中真的让人惊讶，也让我大梦初醒！ 

  我清楚一个人是因为发挥了优点获得成功而不是改变缺点而获得成功的道理；我也知道在发展的过程

当中我因为没有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执着地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目标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现在更多时候

又觉得应该让自己有所改变，应该争取让更多人，甚至让所有人都对自己认可。现在我知道，这真的没有

必要。其实为了让大家认可，往往就要将创意打折；为了让大家肯定，就不得不迎合大家的口味……我是

一个在性格上和想法上都极具个性的人，这就注定我不可能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我不应该苛求自己面面

俱到，也没有必要为了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人”而委屈自己！ 

  一直以来的教育都要我们见义勇为，都要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历代进谏忠言的忠臣更是让大家

所敬佩。但一样没有想到的是孔子也不认可这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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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忠诚

地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 

  孔子认为朋友有错，要勇于进言。如果朋友一意孤行，就要适可而止，不必坚持己见，以免自取其辱。

为人要懂得变通，审时度势。 

  勾践卧薪尝胆收复越国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之后的情况也许很多人就不是十分了解了。勾践有

文仲和范蠡两个谋臣，在收复越国期间，勾践对他们两个言听计从、肝胆相照，但复国之后对他们两个的

态度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范蠡认识到勾践可患难不可富贵，就决定辞官还乡，并劝文仲也一起离去。但文

仲不听劝阻，仍然不改初衷，一味死谏勾践，最终被勾践赐死。而范蠡却因为做生意发了大财，被人们称

为陶朱公。 

  以前对待身边的人总是恨铁不成钢，看到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提议和改正各自的缺点，总是会大声疾

呼，有时候还免不了态度粗暴，恶语相加。尤其是对自己亲近的人更是这样。现在想想真的是大可不必。

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唤醒也是一种痛苦。是啊，很多人过得其实很好，但懂得

太多人生道理之后也许过得反而不幸福。就像很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极其辛苦而单调，如果

这些农民一直不与外界交流，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幸，如果让他们到大都市，如果让他们知道很

多大道理也许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据调查，世界上的最幸福的民族不是我们认为物质非常丰富的

民族，而是物质非常匮乏的藏族。藏族人在很多人心里是愚昧无知的，但想不到的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人！皇帝不急太监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对身边的人求全责备，既便是金玉良言也许我们

点到就是！ 

  《论语》中可以给我借鉴的经典语句实在太多了，文章中不但说了大量要让我们如何向仁知礼和懂乐，

也告诉我们一切不能过于拘泥规则，什么都要讲究一个顺其自然和保持一个度。很多人喜欢说：态度决定

一切。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低确实可以让一个人是否开心和幸福。 

  古代历史上，楚国人丢了一支箭。 

  有人说：楚人丢箭，楚人得之。这是一层境界，不局限于某个人，想开一点了。 

  有人说：有人丢箭，有人得之。这又是一层境界，打破了国界了，更是想得开了。 

  有人说：得之失之。这又是一层境界，已经不局限于丢箭一事上了，一般人难以达到了。 

  有人说：什么丢箭不丢箭，不过得失二字而已。这更是一个高境界了。这个层面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具

体的事务，而看到了天下万物无非造化变动而已。能够参透其中道理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论语》博大精深，真希望你我都能参悟其中真理，让自己的为人处事得心应手，让自己的生命变得

精彩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