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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到老年，总喜欢回顾。
人到退休，不喜欢闲休。
于是，有了这本书的问世。
    这本书所选的文章，都是近两年多的新作。
新作不新，多为老话题。
老话题不随老，力求写出新意。
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出版这本书的愿望；这是我的追求，也是出版这本书的追求。
于是，有了这本书的书名：“学习的春天”。
    “学习的春天”这个书名，源于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走进学习的春天里”。
之所以以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书名，在于：这本书所选的130多篇文章，都是我学习的结果。
这种学习，既包括学书本，更包括学实践，亦包括学他人。
  “书本”与“实践”，人人皆知，勿用多言；我讲的学“他人”者，既包括同事、朋友，也包括家
人、亲友。
一句话，凡眼之所及，行之所至的地方，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学习的老师、学习的挚友。
    古人讲，人相近，习不同。
我的学习，在于认识自己、快乐生活、留下思考。
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观点的话，权且就叫“我的学习观”吧。
    认识自己是不易的。
如不是，何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经典之论。
但通过学习，是可以认识自己的。
我自己有这方面的体会：学习书本，使我痛感自己知识之贫乏；学习实践，使我痛感自己本领之欠缺
；学习他人，使我痛感自己缺项之太多。
正因为有这“三个痛感”，自己虽有大学文凭，虽被聘为大学名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仍觉自己如小
学生一般，不敢有任何骄傲之心、丁点自豪之感；自己虽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官”位不低，仍觉
自己须臾不敢离开基层，半点不敢居高，临下，一点不敢下车就大发议论，见皮毛就大加评论；自己
虽然年龄不算小、阅历不算浅、经历不算少，仍觉自己多不如人：年龄比自己大的，经验比自己多；
年龄比自己小的，活力比自己多；年龄与自己相近的，长处比自己多。
这“三个仍觉”，常使自己感到“小”、常让自己觉得“少”，常促自己多取“宝”，做人、做事与
做学，始终站在低洼处，时刻不敢翘尾巴。
    快乐生活是必需的。
人在世上走，就该快乐行。
快乐，不仅是种需求，更是种能力。
能力，爹妈带不来，全靠学习得。
荀子有言：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
”其实，即便到老，不学习，同样难有快乐之能力。
这种快乐的能力，依我之见、之践：干啥学啥，可让自己获得做好工作的能力，从而心情舒展；实践
锻炼，可让自己本领渐长，从而心情愉悦；与人交往，可让别人的优点成为自己的优势，从而心情放
飞。
更重要的，这种快乐的能力，往往与学而深，与时而进，让人懂得，生活，绝不是一种味道，只有酸
甜苦辣成，五味俱全，才是真生活，才得真享受；才是实生活，才获真快乐。
如果只企望一种味道，不仅不实际，而且无快感。
    留下思考是应该的。
学习的过程，离不开思考。
思考，是一种劳动。
是劳动，就应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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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种成果，是圆是扁，是甜是咸，实践有证明，别人任评判。
就自身而言，自己的种种思考，全都形成在已发表或没发表的文章与讲话中。
我的这些文章与讲话，不敢说有什么质量、有什么分量，却有一种追求。
这个追求，就是力求使所写的文章、所讲的话语，有思想、有知识、有文采。
毕竟，文章是给人看的，讲话是要人听的。
让人看、要人听，就会占用别人的时间。
如果文无思想，让人读后无丁点启发；无知识，让人看后一无所得；无文采，让人读之如视碎片，不
仅对不起人，而且还会有意无意地铸下如鲁迅所讲的：“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
害命”之过。
这，不仅会让人不快，而且会让自己的良心时时难安。
    学习是快乐的。
快乐来自学习既可得“内秀”，亦可得“外秀”。
“内秀”有雅气，“外秀”显精神。
这本书在篇章的取名上，就学习借鉴《论语》之方法，以每一篇之篇首语的头两个字作为篇名。
全书共分六篇，分别是“学习”、  “文风”、  “能力”、“做事”、“脚印”、“企业”。
这六篇，除“篇首语”不是按发表时间排序外，其余所选的文章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作为顺序排列。
为感恩，本书选了几篇对我已发文章的评论文章作为“附益录”。
同时，更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支持我的领导、同志、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尤其是自己的老伴。
多年来，她不仅默默承担了大量繁杂的家务，以让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而且包容了我许多让人不快
的毛病与弱点，以让我精力更集中地用以工作、用以思考、用以笔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多年始终如一的帮助、支持与鼓励，自己很难如此走来，更难以有如此
思考墨洒纸端。
这种感恩，发自心底。
这种感恩，难以言表。
因为，从来内心深处的感受难以有言可说。
而此时，无言胜于有言。
    2012年3月5日夜。
此时，抬头猛见桌面上的日历上写有“惊蛰”两字，继而脑中又闪出：今日不正是毛主席“向雷锋同
志学习”题词发表纪念日吗！
看来，春天的脚步逼近了。
过了惊蛰节，万物不停歇。
美的天使飞翔，善的信使飞报。
窗外，春意正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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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学习的春天》所选的文章，都是张保振近两年多的新作。

《学习的春天》具体收录了《环境如土》、《说话与讲话》、《话说英雄气》、《要有美感美谈》、
《时间遐思》、《忘是一种境界》、《跟着现象走》、《花之断想》、《雷锋不会消失》、《也说利
道义》、《凡人多善举》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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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河南大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高级经济师。
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
等报刊发表许多有一定影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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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做人如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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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学习观(自序)
走进学习的春天里(书题)
第一篇  学习
学习十感(代篇首语之一)
大道至简(代篇首语之二)
让文化提升人(代篇首语之三)
说真
说短
说精
动与静
香与臭
说良心
说学
说悟
说淡
说胆
说适
说用
说勤
说怕
说耻
说慎
说渐
说罚
说惜
说教化
第二篇  文风
文风非小事(代篇首语之一)
文贵三香(代篇首语之二)
老之断想(代篇首语之三)
用人与用字
“说”与“有”
三句杂感与三行隋书
莫讲狠话
雅俗之辩
环境如土
说话与讲话
话说英雄气
要有美感美谈
时间遐思
忘是一种境界
跟着现象走
花之断想
雷锋不会消失
也说利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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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多善举
春之断想
第三篇  能力
能力十议(代篇首语之一)
人应学水(代篇首语之二)
不教之教胜于教(代篇首语之三)
人才悟谈
学会包容
“一把手”要重“一”
人才在“众”更在“用”
“德”当多看“得”
企业家的价值
说悟空，道用人
“三师”至一则成
创造力六议
重视培养软人才
人才之才十六谈
尊重常识，掌握常识
平常心六感
顺俗而教事功倍
不遭人忌是庸才
少指责，多指路
有德十感
赏者，政之大德
进言之术
要有岭有峰“
“文体养老”益寿长
第四篇  做事
做事的风格(代篇首语之一)
认真离不开“三不怕”(代篇首语之二)
培养“笑”的能力(代篇首语之三)
人贵精神
人生离不开“三面镜”
光脚能爬皂荚树
视而见，有创见
习惯如何决定命运
幸福是种满足感
不能要钱不要命
破解“天下第一难事”
心急喝不了热米粥
勤有道，事竟成
和谐诚为先
多与家人吃顿饭
让劳动满足需求成为时尚
世事万象人为主
俭奢有度
天价商品加深“层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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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有度量
上以风化下
表面文章鸭先知
“顺政”事方顺
行胜于言
第五篇  脚印
脚印断想(代篇首语之一)
有反思的生活更幸福(代篇首语之二)
不怕慢，就怕站(代篇首语之三)
掌握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
感谢与希望
——2010年7月5日在北大经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生活有情趣
鲁迅教我学勤
大寨的柳树
伦敦街景红与黑
访英所见“六个一”
散步与散文
访美三记
西点的教堂
桂林山水之美
“本钱”增值的“功课”
美国司机的“愚”
范仲淹的哭论
孔子的改变
吕不韦的货说
萧何的选项
“温卷”有遗风
猫狗有“异化”
不著有传言
王学有三变
张居正的感慨
第六篇  企业
企业如人，重在其神(代篇首语之一)
企业要“富”更要“强”(代篇首语之二)
企业文化的“—体三翼”和“六个有”(代篇首语之三)
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重要
服务品牌要突出“三个陛”
服务品牌要逐日新
打造幸福企业
企业常青六省
商业企业服务品牌“八个有”
企业文化“三个段”
企业发展“三三制”
做别人产品，增自己本事
工业企业服务品牌“六个有”
重视服务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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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六个有”
符合实际的管理才是好管理
打造有为企业
好企业有“两传”
母子文化要“同源不同流”
咐益录感念
杨春长：读书的快乐从何而来(《人民日报》)
葛洪泽：快乐人生陕读书(《中国社会科学报》)
赵振华：在读书中享受陕乐(《学习时报》)
韩庆祥：辩证法带来的快乐(《学习时报》)
——读张保振《快乐是一种能力》
段培君：博雅而快乐(《中国企业报》)
——读张保振新作《快乐是一种能力》
秦殿杰：朴实通俗简洁(《新闻业务周刊》)
——评析张保振的思想杂谈((做事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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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说话与讲话 人生坠地学话始。
但不知为什么，长大以后，有人说话，人耐听；有人说话，人厌听。
有人说话，人长志；有人说话，人泄气。
有人说话，人愿随；有人说话，人要离。
 倘说，说话只是小范围的事儿、两人的事儿、台下的事儿，那么，讲话便是大范围的事儿、多人的事
儿、台上的事儿。
但讲话与讲话也不一样。
有人讲话，人提神；有人讲话，人催眠。
有人讲话，人享受；有人讲话，人受罪。
有人讲话，人自发鼓掌；有人讲话，人要求鼓掌。
 说话也好，讲话也罢，关键在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因此，无论是说话，或是讲话，首先要看对象、看需求。
需求指引供给。
只有符合需求，才能“货”对路，受到欢迎；话对心，得到响应。
否则，很可能只是剃头的挑子——头热。
 话要对路，更要达心。
人有思想，更有情感。
只有话达心灵，才能引起共鸣，达到共振。
否则，落个“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尴尬境地则是不可避免的。
 要使话对路、话对心，就要使话走起来、跳起来。
话走，才能达目标；话跳，才能抵心尖。
话走，叫生动；话跳，叫境界。
生动的话儿，离不开生活；境界的话儿，离不开经典。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生动之话；只有多读经典，才能使斯义弘深。
生活之树常青，生动之话常有；经典之书常香，义深之话长存。
因此，话要对路，离不开心有群众；话要义深，离不开心有经典。
 《法言·吾子》言：“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
”铃，非钟也，虽响只能叫“小声”、“小说”，不是主旋律、大音调，“犹小说不合大雅”也。
即是说，一个人虽善于讲话，但不符合孔子之道，不能算是正道。
这就告诉我们，话有大道、“小声”之别。
大道聚大众，“小声”难聚众。
要使话掷地有声，落水起浪，不能凭“说铃”，而要依“仲尼”。
一句话，要不忘老祖宗，马列记心间。
 培根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梭伦把人民比做大海，把演说家比做风。
如果不是兴风作浪的话，大海将是平静的。
”这话富有哲理。
无风无动感。
无动感就难以形成互动的场面。
再加上，如果话不新鲜，话不贴心，很容易使人昏昏欲睡，很容易送人进入梦乡。
这也就启发我们，说话，尤其是讲话，一定要富有热情，充满激情，语惊四座，如此，才有可能形成
“大声吹地转，高浪跳天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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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的春天》所选的文章，都是张保振近两年多的新作。
新作不新，多为老话题。
老话题不随老，力求写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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