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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庸——推崇的是恰到好处；追求的是圆融和谐！
中庸是一门“实学”，是人们终身受用的学问经典。
如何摆脱书生气？
如何加强品性修养，以致圆融贯通，游刃有余？
如何做人做官？
如何逐步进入现代社交核心层面？
《中庸：做人的学问》选择了一个独特角度，将“做人的学问”这样一篇“大文章”浓缩在寥寥数万
字之内，并融进了看似耳熟能详的曾国藩经验，显得很从容、很妥帖。
对于有向往、有梦想的青年来说，不失为一道营养丰富而味道淳厚的精神晚宴。
尽管时下很多人喜欢谈论“潜规则”、其言下之意是，许多事情是不可言说的，但，有伟大人物说过
，大道理永远管小道理，但大道理是可以摆在桌面上谈的，甚至可以谈得精彩，谈得客观，谈得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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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做人的品位与修养：诚则明自诚自明：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诚不可掩：塑造一个真实的自我
拳拳服膺：把人缘变成机缘的有效途径遁世不悔：真心待人，挡不住同报修身以道：关爱他人的最通
行的方法修道以仁：如何掌握与人相处的最佳方式择善而从：要让自己的话真实可信仁者爱人：考量
自己能否广种善缘敦厚崇礼：尊重他人是一种永久的历炼以德报怨：心里装得下别人才显得人格的高
大仁者静：成大事者须有一颗不浮躁的心有道则见：如何在忍耐中抓住成功时机信近于义：时机常常
属于守时的人二、做人的态度与信念：时而中至道不凝：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与天地参：没有目标的
人生将一事无成士志于道：选对道路，做对人白刃可蹈：坦然面对人生的失败和挫折和而不流：盲目
结交与追随他人是危险的中立不倚：学会在特殊的环境中把握自己遵道而行：事情于己不利时的应对
措施行远自迩：如何做到每天进步一点点必因其材：不要畏惧陌生的领域与事物好学力行：不断用知
识垫高自己的价码困而知之：变失败的感觉为成功的信念不降其志：如何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欲
而不贪：如何引导自己正当的欲望自知之明：怎样才能使自己被更多的人接纳见危致命：培养做事的
主动性和耐心三、做人的方法与策略：致中和布在方策：好人缘比能力更能成就事业并行不悖：谨小
慎微，切莫得意忘形隐恶扬善：学会适当地恭维和赞美言而顾行：不要被自己的话语堵住后路行乎患
难：如何把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明哲保身：避免与人硬对硬地碰撞文质彬彬：在竞争中不失君子风
范藏巧如晦：不从正面迫使对方屈服自己高明覆物：让对方暂时超越一下自己敏事慎言：与上司说话
切忌指手划脚不预则废：培养审时度势料事如神的能力四、做人的规则与技巧：和为贵执其两端：不
偏不倚地与人相处不报无道：如何校正他人的过激行为安而行之：多为他人保留面子利而行之：由真
本事打造高境界尽物之性：竞争要避免互相损害不动而变：找准改变自己处境的契机居上不骄：接触
一些不平凡的成功人士为下不倍：不自弃才能与领导相处融洽不尊不信：如何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感激
大智若愚：做人“呆”一点也无妨敬而无失：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和而不同：如何让对方接受自己
的意见处恭事敬：不要瞧不起身边的小人物五、做人的良知与境界：慎其独内省无疚：如何做到不受
他人谴责己所不欲：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正己无怨：内心无怨，自在做人知耻近乎勇：保留一颗敏
感的知耻心慎思明辨：回到自身来分清哪些东西是最需要的心存敬畏：背地里不做亏心事不诚无物：
如何完善独立的人格自我成全：该以什么方式面对荣与辱淡而不厌：如何有效地节制自己的嗜欲行己
有耻：一经发现过错就要勇于改正反求诸己：了解自己，不迷失自我取舍由己：以满足感来避免祸患
的发生恪守本心：“心不动”是对自己最好的交待六、做人的禁区与误区：反中庸愚而自用：不做行
为偏执、刚愎自用的人庸言之谨：不做弄虚作假、欺骗撒谎的人肆无忌惮：不做极端自私、贪占便宜
的人莫之知避：不做固步自封、胆小怕事的人知者过之：不做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人素隐行怪：不
做爱钻牛尖、唠叨不休的人中道而废：不做见异思迁、遇难则退的人行险侥幸：不做不顾后果、盲目
冲动的人贱而自专：不做脾气暴躁、喜欢斥责的人不诚乎身：不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人秀而不实
：不做一本正经、表面认真的人色厉内荏：不做依仗人势、狐假虎威的人巧言令色：不做飞短流长、
搬弄是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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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    要做一个有品位有涵养的人，先得牢牢地抓住“诚”。
诚作为一般概念，具有真诚、无妄、纯正等含义。
《中庸》的作者子思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固执之”的主观精神——诚。
诚也表示人们精神专一的状态，但诚的这种主观精神状态，又被子思夸大为贯通天人的绝对精神。
他以“诚”为本体，认为“诚”就是天道。
掌握中庸做人学问，诚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
    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它是人无条件地依此
规范而行的存在，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适规范，它能够将三
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在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
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中庸作为实践伦理的大门。
    “诚”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性”，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地，就能通达天德、懂得万物的道理
，以及懂得什么才是最佳的为人处世方法，从而成为一个真正聪明的有作为的人。
    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
有了真诚，才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神明之所以为神明。
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的第一要素。
有了真诚，才见人之所以为人，英雄豪杰之所以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重耳于公元前635年围攻原国，原因是原国不愿臣服于他。
原国虽小，不仅不愿承认从国外逃亡归来的重耳作为他们的霸主，还不断挑衅，制造事端。
晋文公为平息动乱，完成霸业，才决定讨伐原国。
    晋文公在战前亲自部署作战方案，并到士兵当中开誓师大会，他激情高昂地说：“根据我们的军事
力量和原国的战斗实力，我们能够速战速决。
以七天为期，降服原国!”话音一落，一片欢呼声，群情振奋。
    可是，战争的进程并非预料的那样七天拿下原国。
原国的将士在强大的晋国面前，虽然伤亡惨重，给养跟不上，陷于困境，但人人英勇顽强，沉着应战
，大有拼死决战的势头。
    七天限期很快就到了，原国士兵仍然十分顽强。
这时晋文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把仗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二是遵守诺言，停止作战。
晋文公坚定地下达了撤离的命令，军官们纷纷向晋文公进谏，说原国已濒临绝路，请求再坚持一下，
只要再坚持三天，原国军队就会完全崩溃，只有投降臣服的路了。
    面对军官们纷纷请战的局面，晋文公坚定地说：“原国已陷入绝境，我不是不知道，可作为君主应
该言而有信。
遵守诺言是国家得以昌盛的珍宝，也是军队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珍宝，为了降服原国而失掉如此贵
重的东西，我们犯得起吗?合算吗?”    这一仗晋文公虽然没有用武力征服原国，但他言而有信、遵守
诺言的名声传开了，传到了周围许多国家。
第二年，晋文公又发兵攻打原国，这一次他没再许下具体取胜的时间，而是告诉士兵们：“我们必须
坚持到底，达到彻底征服和得到原国的目的后再返回。
”并向外发布了这一决定。
    原国人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晋文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于是战争没有打响他们就宣布投降了。
另外一个一直不肯臣服的卫国，也归附了晋文公，不久其他一些国家纷纷而降，把晋文公推到霸主的
地位。
晋文公是聪明的，其言行专一，恪守“诚”的精神感动了天下，其事迹被人传颂下来。
    鲁迅先生说过：“诚信为人之本也!诚信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荣誉更有时
效性!”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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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言必行，行必果。
”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源源不断的财富；诚信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
    朱熹说：“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
足以动物也。
”凡是自己用什么办法来对待人，人也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你，可以说是分毫不差，一报还一报。
所以最聪明的做人，就是讲诚信!讲诚信会使自己越来越有市场，生存空间越来越大，也就变得越来越
聪明。
    影星成龙，被人们称为非常有表演天赋，但他的聪明与他讲诚信分不开。
25岁那年，他已稍有名气，业内有位姓何的先生请他出演一个新剧本的男主角，承诺除了应得的报酬
，由此产生的10万元违约金，何先生也替成龙支付，并当面塞给成龙一张支票，就离开了。
    成龙拿起支票一看，上面竟然签着100万。
他从没看到过这么大的一笔款子!他从小受尽苦难，尝遍艰辛，不就是盼望能有今天吗?可转念一想，
如果自己毁约，手头正拍到一半的电影就要流产，公司必将遭受重大损失。
于情于理，他都不忍弃之而去。
    这一夜成龙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他急忙找到何先生，送还了支票。
何先生很是意外，竟然100万打动不了一个青年。
成龙直言道：“我也非常爱钱，但是不能因为100万就失信于人，大丈夫当一诺千金。
”    何先生很感动，这种感动冲消了他的失望。
他把成龙的事情传出去了。
成龙所在的公司老板得知后也非常感动，主动买下了何先生的剧本，交给成龙自导自演。
就这样，成龙凭借电影《笑拳怪招》创造了当年的票房纪录，大获成功。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成龙回忆起这件往事，感慨万千，深情地说道：“坦率地讲，我现在得到了很
多东西。
但是，如果当初我背信弃义，从戏班逃走，没有这身过硬的武功，或者为了得到那100万一走了之，我
的人生肯定要改写。
我只想以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金钱能买到的东西总有不值钱的时候，做人就应当诚实守信，
一诺千金。
”    做事先做人，最珍贵的莫过于一诺千金!    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
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
”人的毛病就是在于用智，在于用权，过分了，聪明反被聪明误，都是“不诚无物”的表现。
曾国藩曾经有所感慨地说：“天地之所以不停止，国家之所以建立，圣贤之所以高大长久，都是诚来
体现的。
”    诚，就是最真，最真就能达到最美，最美就能达到最善，这样便是天地的大德。
做人没有诚信，也就失去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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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庸——推崇的是恰到好处；追求的是圆融和谐！
中庸是一门“实学”，是人们终身受用的学问经典。
    如何摆脱书生气？
    如何加强品性修养，以致圆融贯通，游刃有余？
     如何做人做官？
    如何逐步进入现代社交核心层面？
    本书选择了一个独特角度，将“做人的学问”这样一篇“大文章”浓缩在寥寥数万字之内，并融进
了看似耳熟能详的曾国藩经验，显得很从容、很妥帖。
对于有向往、有梦想的青年来说，不失为一道营养丰富而味道淳厚的精神晚宴。
    尽管时下很多人喜欢谈论“潜规则”、其言下之意是，许多事情是不可言说的，但，有伟大人物说
过，大道理永远管小道理，但大道理是可以摆在桌面上谈的，甚至可以谈得精彩，谈得客观，谈得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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