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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前言

什么是老话？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留下来的草根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话。这些都是祖辈们经历了无
数代人，从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科学不科学？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些经
不起时间推敲的东西会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快销声匿迹，大凡流传下来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例如，“木
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是任谁都听过的老话吧？它有道理吗？当然！中庸是一种不保
守不偏激的生存智慧，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均衡美。只要在为人处世上恪守中庸，你就能做到不急不躁
，不偏不倚，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只要深谙中庸之道，你就能秉承天下大公、居处天下大善、征服
天下大善、成就天下大事。这样，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你都能拥有一个和谐成功的人生。锋芒
太露容易招致灾祸，这是跌过跟头的老祖宗用血的教训给我们的忠告。“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
、“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之类俗语，更是一个人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处世箴言。在社会上摸爬滚
打，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懂人情世故，那么，还没有和人比赛，你就已经输
了。大凡成功的人，无一例外都深深地明白人情世故的重要性。除了处世做人之外，老祖宗还教我们
学会自强，在激流中勇进，如“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
教我们学会感恩，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等；教我们不忘
拼搏，让自己从平凡蜕变成卓越，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月缺不改光，箭折不改刚”等
；“小家不安，何以安天下”，“勤俭持家，方能和睦兴盛”，更是老祖宗口口相传下来的经典。总
之，老祖宗的智慧，博大精深，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说清的。但是，只要你能深明其中的道理，必然会
让你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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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内容概要

《千古传诵老人言》内容简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什么老人言值得听?因为老人的老，不光
体现在年龄的衰老，更体现在智慧的古老、经验的老道、洞察世事的深刻。很多时候，时间本身就是
一种资本。经历的事多，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多，也就相当于在这个世界接受过的历练多，对这个
世界的认识就深刻，看人就能看到骨子里去。世间上的道理，最平实的即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必然
是平实的。这些老人言好比陈年佳酿，历久弥新，相信能为今天的人们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提
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用心去体会这些智慧，我们就能够从中吸取营养。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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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 ——修身养性，懂得取舍进退 002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005穷莫
失志，富莫癫狂 009福不可享尽，势不可用尽 01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016水退石头在，好人说不坏 020
水落现石头，日久见人心 023人怕引诱，塘怕渗透 026知足得安宁，贪心易招祸 031广交不如择友，投
师不如访友 034猫鼠不同眠，虎鹿不同行 037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 042一瓶子水不响，半
瓶子水乱晃 第二章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立身处世，需知人情世故 048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
052有山必有路，有水必有渡 055多下及时雨，少放马后炮 058打空拳费力，说空话劳神 062和气生财，
忤逆生灾 065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 069宁叫钱吃亏，不叫人吃亏 073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77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080路留一步，味让三分 084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 087逢人只说三分话，留下七分自己
赏 第三章 人有志，竹有节 ——自强自立，在激流中勇进 092谷要自长，人要自强 095不怕山高，就怕
脚软 098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 103人往大处看，鸟往高处飞 107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110吃得苦
中苦，方为人上人 114不磨不炼，不成好汉 117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 121愁人苦夜长，志士惜日短
125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 第四章 小人记仇，君子感恩 ——心怀感恩，得道才能多助 130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 133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36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39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142你帮别
人莫提起，别人帮你要牢记 146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 150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54病好不谢医，下次无人医 157人在福中不知福，船在水中不知流 第五章 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
名之草 ——激发潜能，从平凡到卓越 162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65月缺不改光，箭折不改钢 169木
尺虽短，能量千丈 173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177业无高卑，事在人为 179积钱不如教子，闲坐不如看书
182一心想赶两只兔，反而落得两手空 185只要自己上进，不怕人家看轻 第六章 勤俭一家福，和睦百家
春 ——经营幸福，家和万事方兴 190家中不睦，外事无成 193婆媳亲，全家和 197苗好一半谷，妻好一
半福 201自家的肉不香，人家的菜有味 205激烈夫妻难到头，冷热夫妻水长流 208不笑补，不笑破，只
笑日子不会过 211馋人家里没饭吃，懒人家里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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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人生箴言】 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人要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
人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却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希
望自己是一个善良讨喜的人，没有人天生想做个坏蛋。然而，世界上却还是有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
上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坏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世间美好事物，往往
难得，假如钻石遍地可寻，那跟同样剔透的玻璃又有什么区别？假如雪莲生在四野，它跟普通的野草
又有何异？好人如同良材，需要辛勤栽培；君子如同璞玉，需要用心去细细雕琢。做人本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做一个好人、君子，更是难上加难，而终其一生都做一个好人、君子，则需要时常自省己身
。 纵观古往今来，有很多人一生克己警醒，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千古芳名，让自己流芳百世；也有很多
人原本想做君子，做人做事都求一个“好”字，但是却因为被外界的环境所迷惑，在不知不觉中滑下
了深渊，被世人贴上了“坏人”的标签，而众多人中的最佳代表就是王莽。 王莽出身于当时权倾朝野
的外戚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因为家世显赫，王家子弟均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
多有劣迹，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俭朴，为人谦恭，并且少怀大志，做人做事都以古圣贤自勉。他
在内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
谦恭守礼，勤敏好学；时间长了，他的名声远播，几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 24岁的时候，王
莽步入仕途，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那个时候，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
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
王莽。 30岁的时候，王莽封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退
休，深得人心的王莽受到家族的推崇、太后的赏识，38岁的王莽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大司马之职，成为
首辅大臣，权倾朝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此之时，王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半分骄态
，好处更比以前胜了三分。 假如王莽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也许他会终生做个君子，
并获得贤臣的名声。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永远顺风顺水，王莽也不例外。 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后，
傅太后、丁太后及其外戚得势，王太后无力与之相争，王莽只得退位隐居新野。王莽虽然心怀“周公
辅成王”之志，也不得不收起雄心，交出大司马的职务，去新都封国隐居。他行事更加低调，做人更
加谨慎，让人挑不出半分毛病。不料他的二儿子王获不守家规国法，逞其凶狂，杀死了一个家奴。王
莽严加责罚后，又大义灭亲，逼王获自杀。王莽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泛好评，朝野之士为他鸣不平的
很多。汉哀帝迫于舆论，只好将王莽召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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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编辑推荐

《千古传诵老人言》编辑推荐：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的最朴实实用的人生箴言。祖祖辈辈用经
验和教训口口相传留下的忠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世间最浅显平实而又最深邃奥妙的智慧，教
你发现生活的真谛，感受生活的的意义。这些口口相传的金玉良言，是人间至理，因为它们从生活中
来，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谆谆教诲，是最纯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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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名人推荐

“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之类俗语，更是一个人能够立足于社会
的处世箴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懂人情世故，那么，
还没有和人比赛，你就已经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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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精彩短评

1、物流很快。老人言，字字珠玑，教人为善。
2、不是很喜欢，收到后表示很失望，小孩子看的。
3、真是金玉良言！受益匪浅！还是买《 孩子必读中华历史文化故事(套装共8卷) 》赠送的，值！
4、不是赠品的话，不会买的，一般
5、不好，没什么有用的内容
6、通过千古流传的民间老人言，告诫在当今社会闯荡的我们。内容很好，把每句话通过故事详细解
释出来之后再做出了不错的一个分析总结
7、不论是书的版式还是内容上都很讨喜。在知晓了古人故事。古人言的前提下。还能获取深层次的
含义。
8、很多都是本身都知道的  所以有一点点失望
9、质量一般，内容简单。
10、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年轻人啊，要听一听
11、老人言的事实，里面含有太多智慧了
12、哲语荟萃
13、老人言很少，编者话太多，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东挪西借，可读性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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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精彩书评

1、做人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做一个好人、君子，更是难上加难，而终其一生都做一个好人、君子
，则需要时常自省己身。纵观古往今来，有很多人一生克己警醒，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千古芳名，让自
己流芳百世；也有很多人原本想做君子，做人做事都求一个“好”字，但是却因为被外界的环境所迷
惑，在不知不觉中滑下了深渊，被世人贴上了“坏人”的标签。
2、老年人肯定吃过不少亏了，也就相当于在这个世界接受过的历练多，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深刻，
看人就能看到骨子里去。那是因为吃亏多了，自然长记性了。世间上的道理，最平实的即是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必然是平实的。这些老人言好比陈年佳酿，历久弥新，相信能为你提供一些参考的价值。
3、老人虽然会比我们年轻人的思维要保守，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靠老人的经验来判断的，不能说
老人的话一定管用，                                 但是老人的话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的，还是可以借鉴下的。
4、但凡成功的人，无一例外都深深地明白人情世故的重要性。除了处世做人之外，老祖宗还教我们
学会自强，在激流中勇进，如“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
教我们学会感恩，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等；教我们不忘
拼搏，让自己从平凡蜕变成卓越，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月缺不改光，箭折不改刚”等
；“小家不安，何以安天下”，“勤俭持家，方能和睦兴盛”，更是老祖宗口口相传下来的经典。
5、“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之类俗语，更是一个人能够立足于
社会的处世箴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懂人情世故，那
么，还没有和人比赛，你就已经输了。
6、锋芒太露容易招致灾祸，这是跌过跟头的老祖宗用血的教训给我们的忠告。“人情留一线，日后
好见面”、“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之类俗语，更是一个人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处世箴言。在社会
上摸爬滚打，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懂人情世故，那么，还没有和人比赛，你
就已经输了。
7、耐得住寂寞既需要超人的忍耐力，还需要恪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                        更需要拒绝诱惑，
这样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
8、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人要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从一个好人变成一
个坏人却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9、有的人，往往自己吃亏了，还装作不知道，自欺欺人，倍感惭愧啊⋯⋯为什么老人言值得听?因为
老人的老，不光体现在年龄的衰老，更体现在智慧的古老、经验的老道、洞察世事的深刻。假如在上
进的同时，记住运用老人们留下的智慧和绝技，肯定会事半功倍！看看下面这一段名人之语，你就醍
醐灌顶了：“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之类俗语，更是一个人能够
立足于社会的处世箴言。
10、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就是“学好”，做一个君子。怎样才算好呢？
首先要具备智、仁、勇，三“大德”，还要具备礼、义、廉、耻、信等，“小德”。进行君子的修炼
，首先有益于自己的心灵，“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当此境界，才能活得内心坦然、洒
脱畅快。进行君子的修炼，还能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文明。一个君子，小则影响一家，大则影响天下
。
11、为什么老人言值得听?因为老人的老，不光体现在年龄的衰老，更体现在智慧的古老、经验的老道
、洞察世事的深刻。很多时候，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资本。经历的事多，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多，也
就相当于在这个世界接受过的历练多，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深刻，不听不行啊
12、为什么说要听老人言，那还不是因为老人吃过的盐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积累了一辈子的人生经
验，现在轮到我们自己来体验生活了，有时候，多听听老人言，对我们的成长还是没有坏处的，反而
会给你一种警醒，时刻提醒着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怎样能做的更好。
13、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就是“学好”，做一个君子。
14、正如有的人说：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资本。老人经历的事多，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多，也就相当
于在这个世界接受过的历练多，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深刻，看人就能看到骨子里去。的确是，爸爸看
人能够看透的，只是爸爸天性单纯，不愿意说破，生怕惹人不高兴，因此，爸爸常常自己吃哑巴亏。
这并不影响爸爸的哲理名言：客不离货货不离客。
15、“这些老人言好比陈年佳酿，历久弥新，相信能为今天的人们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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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诵老人言》

益的借鉴和启示。用心去体会这些智慧，我们就能够从中吸取营养。”这个我相信，曾经多少次吃过
亏？曾经多少次不听爸妈的话，而要犟嘴！
16、很小的时候，就听妈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确是，往往自己吃亏了，还装作不知道
，自欺欺人，到今天才明白，我已经赶不上父辈了，倍感惭愧啊⋯⋯为什么老人言值得听?因为老人的
老，不光体现在年龄的衰老，更体现在智慧的古老、经验的老道、洞察世事的深刻。是的，我们要上
进，也要记住老人言，毕竟这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千古智慧啊。
17、老人言有的时候还是要听取的，毕竟他们比我们年轻人经历得多，见识广些，多听听老人言，多
学习学习别人的好处，取他人长处补己之短，才是正确的学习之道哦。
18、福不可享尽，势不可用尽，事物到了极致就会招来灾祸。然而，世人为什么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
看到花开到极致时的样子，酒也要饮到烂醉如泥方才罢休呢？其实，花在半开半闭之时最为美丽迷人
，酒在慢品微醺时最为经久弥香，凡事不必都达到极致。同样的道理，在富贵权势面前，只要尝到甜
头就应知足，千万不要贪得无厌，否则，你只能独饮自己酿制的苦酒。
19、“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说话看势头，办事看风头”之类俗语，更是一个人能够立足于
社会的处世箴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懂人情世故，那
么，还没有和人比赛，你就已经输了。看到这儿，我就明白我已经输了：早几年前就输了。
20、什么是老话？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留下来的草根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话。这些都是祖辈们经历
了无数代人，从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科学不科学？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
些经不起时间推敲的东西会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快销声匿迹，大凡流传下来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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