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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人生》

内容概要

《苦乐人生》内容简介：人生要走的路很长，需做的事很实，想说的话很多，享受到的酸甜苦辣很有
滋味。如果稍稍留心一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很显然，《苦乐人生》就是作者漫不经意中的生
活积累，些微小事中的人生感悟，匆匆旅途中的思想火花，现实社会中的精神认知。每篇小文所记叙
的人或事，情或景，物或道，所感所悟，所思所虑，就如同一朵智慧的火花，会点燃心灵的灯盏，激
发出想象的翅膀。人生感悟集于一事。人生旅途很漫长，也很短暂；人生变故很偶然，也很必然。人
生的命运往往只因一件事、一句话、一段情景、一个想法而改变。正是这样的人生改变，才让人生发
出万千感慨，才使人对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段情铭心刻骨。一件事的感悟、一件事的体会、一件事的
心得、一件事的情愫链接成丰富多彩的人生。正是人生的这些看似断断续续的生活感悟，书写了生命
的不同篇章。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一”，《苦乐人生》作者才以苦乐人生为题，来统括这些题材各
异、已经散发的数十篇小文，带着几许调侃，且把它们归类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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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人生》

作者简介

　　王然，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出校门，进军营，到地方，履历就这么简单。在学校，听老师的；
在部队，听首长的；到地方，经常问该听谁的；头脑就这么简单。闲暇时真读了些书，工作上真不计
名利，生活中真悠闲自得，贪玩但不成性，勤勉但不刻苦，谦让但不卑躬。讨厌与文字打交道却怎么
都躲不过去，反感高谈阔论却总甩不掉言论文章。　　曾获第二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当选北京市
首届新闻出版领军人物，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过《事业没有休止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温馨的记忆》（警官教育出版社）、《人生只有三天》（长征出版社）、《同圆一个世纪梦》（
人民日报出版社）和《读红楼悟事理》（金城出版社）等8部著作。　　写作信奉的是：写自己的真
情实感，让他人能意味深长；写熟知的所见所闻，佐证世上有没有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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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人生》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辑 三思凡事人生一思感悟等待用脑登山释迦牟尼的表情足球的胸怀署衙楹联说实话变异“国
骂”变种说“来”说“去”三思凡事玩味数字说一不二说三道四说五顺六说七扯八说九无实数字的学
问钱是个怪物闲话朋友抱怨好比口臭水油闲话善恶就在一念间立官为治多思未必多益第二辑 情结时代
关注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检讨经典诠释传统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靠什么锻炼智慧也说“集体冷漠症”“宝
马”精英GDP不是图腾闲议做官修身学习与为官真话难讲三六九等说人类学习科学无异于为生活造血
学人的境界读出心境读出想象力文化迁就与适应适应是生活的艺术情结时代注释偶感“无菌环境”并
非好⋯⋯第三辑 依稀记忆第四辑 异国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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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人生》

章节摘录

　　人类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比如同是一个类种，却有形形色色的等级之分。我们最熟知的：两分
法中有“君子”与“小人”之分，三分法中有“圣”“贤”“凡”之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中国
人再传统不过的看人、待人的陋习了。聊读史书，才知道这一陋习观念的传播，原来还是有知识、有
文化的人所为。　　儒家学说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所占地位自不必说。然而，历史上，儒家学说中就有
“人分等级”的记载。“君子”与“小人”之分，就在孔孟学说中随处可见。《中庸》里说：“或生
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读过《中庸》第20章就可知，“生而知之”、“安而知之”者，指的是圣人；
“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者，指的是贤人；“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者”，指的就是凡人了
。以此来看，人分三等便是无疑的了。　　但无论怎样分，儒家并不贬低自己。儒的直解就是“有道
学之士”。沾上“儒”字，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人，就是“席上珍”，就是“读书高”的
品类。如今，国人热崇《论语》，大有胜过“不屑”西方文化的激情。于是，对孔子这位圣人的尊崇
，也达到相当极致，把他重新推上了“圣人”的宝座。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当我们真的专注致意于《
论语》，却发现孔夫子在《论语》中，对“圣人”并没有那么尊崇，尽管“圣”和“仁”在理想人格
中都具有崇高的价值，但相比之下，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圣人”的，只有几次，而提到“君子”
的地方，却不在百次之下。　　今天我们言及“君子”，基本上是在“人格”的语境中。而在孔予以
及儒家知识人心目中的“君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　　其实，“君子”与“小人”并不
是孔子创造的名词。有研究说，在孔子之前就“古已有之”了。“君子”与“小人”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含义，其语义的演变成就了孔子的贡献。在孔子之前，“君子”和“小人”是以地位为区分准则
的，而不是以道德修养作为标准的。有贵族血统的人，谓为“君子”；出身平民百姓的谓为“小人”
。“君子”由血统来决定的时期，只是少数权势阶层的专享名号。是孔夫子赋予“君子”道德修养这
一人格内涵，他说：“君子”必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现
代社会，人们对“君子”与“小人”的理解是以“有德”和“缺德”为标准。这使“君子”成为一个
向所有人开放的概念，成为一个人人可学而至的人格典范。将“君子”和“小人”之别的标准从“位
”转换为“德”，使“君子”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似乎才是孔子的创造性转化，孔子的新贡献。　
　凡事就怕打破砂锅问到底。把人分类排位，细细追问，也并不是一朝一代、一宗一说的现象，而是
有文化渊源的。儒家学说对人的分类法也只能说是个基础，南宋遗民郑思肖就说：元代把人民是分为
十级的。哪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虽然郑思肖指
出的这一分法从何而来，没能考据，但有一点不会有太多质疑，那就是这一分法有可能是中困历史上
对人等级最细致的分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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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人生》

精彩短评

1、有点谈大道理，不是很实在。建议休闲时可以一读。

Page 6



《苦乐人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