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好，我是樊登。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作《人生的底气》，这本书

的作者是我本人。为什么讲《孟子》对我这么重要？因为孟子是一个特

别有底气的人，我们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身上有一股浩然的正

气，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所以他能够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力量。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讲了整本的《孟子》，但是能够听完《孟子》完整课

程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出版社就建议我从《孟子》当中提炼出最重要

的一些东西，出版一本薄薄的小书，让大家能够更轻松地理解孟子的核

心观念。孟子讲的东西未必都对，他关于王道的理念、仁政的思想，恐

怕都未必能够实现。但是，孟子的人生却是特别值得我们敬仰和羡慕的，

他挽狂澜于既倒，把儒家扶上了正轨，所以被称为“亚圣”。这也是孟

子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力量的原因。 

  

在这本书当中，我把“人生的底气”分为了七个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

选取三句话，那么，今天我就选出《孟子》中的二十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关键词叫作初心。人无论做事业，成就家庭，还是走完自己人生

的道路，我们的初心都是底气的来源之一。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孟子最

有名的一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义者也。”咱们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这一段，“鱼与熊掌不可兼

得”。“舍生取义”就是从这来的，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上》。 

  



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有人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体

验“舍生取义”的感觉。那你可以试试看，把“舍生取义”替换成我们

在工作当中“义利之间”的抉择。比如，你创业到底是为了赶紧赚钱，

还是为了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讲过一本书叫《纳瓦尔宝典》。《纳

瓦尔宝典》里边说：“什么是钱？钱是这个世界给你打的欠条。”其实，

这不是纳瓦尔的发明，这是一个金融学的概念。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多赚一点钱，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为这个社会多

做贡献。这就是“舍生取义”在今日的含义。 

  

我们未必非得成为一个革命者，才能够体验到孟子所说的这句话的力

量。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可能都在面临着人生意义和工作价值的拷问：我

们所做的这件事到底合不合于义？合不合于礼？所以，当生和义发生矛

盾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应该如何做取舍，那你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勇气和

力量。如果我们贪生怕死，那可能任何事都会让我们畏手畏脚。这是今

天分享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更有意思：“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

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此处的“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

一寻）这句话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说，假如我们只谈利这件事

的话，“枉寻而直尺”都可以，就是我往回收更远，然后只往前一点点，

这种事我们都能做。什么叫作“枉寻而直尺”？就是我们为了达成目标，

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应该有多大。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劝很多人，说做生意、赚钱当然很重要，做

生意、养家糊口这件事不丢脸。但是，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的人说：

“我每天晚上陪人喝酒。”结果喝到肝硬化。我说：“你赚这个钱干吗

用？为赚这个钱，命都没有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没办法。这个

“没办法”就是“枉寻而直尺”，我为了赚那么一点点钱，我愿意付出

生命的代价。有的人为了能够谈成一个生意，不惜丧失道德，或者践踏

法律的底线，这也是“枉寻而直尺”。如果一切事情都只从最后的利益

出发来考虑，那看起来这些手段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孟子认为，

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不是利益，它是义，是仁。所以，你不能

够“枉尺而直寻”，何况“枉寻而直尺”。所以，目的和手段之间，并

不是可以简单地对等和互换的。 

  

尤其是在我们培养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家企业，在培养员工的

时候，我们经营一个家庭，在培养孩子的时候，真的是只要目的正当，

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吗？这是孟子给我们的第二个提示。不要做“枉尺而

直寻”的事，更不要做“枉寻而直尺”的事。 

  

第三句话：“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

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句话的文学性也非常妙，像诗一样。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舜当年住在深山当中，每天跟这些木头、石头待在一块儿，跟

鹿、野猪一块儿出行。他跟深山里边没有开化的野人，有差别的地方非

常少，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

人性。“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就是像舜这样有着非常强烈生命

力的人，别人跟他讲一句善言，在他面前做出一个善行，他会一下子被

点醒。然后，“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就是善意无法遏制，一下

子充沛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善行的充沛。 

  

这句话启发了谁？王阳明。他总是讲“致良知”，什么叫“致良知”？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或多或少都有良知，可能就那么一点点。那一

个圣人和一个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普通人把心中的那么一点点的良

知局限住了，没有到恰当的时候，都不会调用出来。但是一个圣人，遇

到一点点机会，就会把这个良知扩充在四体之中，扩充到整个生命当中，

这就是“沛然莫之能御”。这种“若决江河”的力量，就是一种放大、

推广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需要太过自卑，我们跟尧舜都是人，没有太大的差

别，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区别就在于，你能不能够

“若决江河”般地把你内心当中的善念放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关键

词——初心。守住自己人生的初心，不要动摇，我们才能够有底气。 

  



第二个关键词是节奏，人生是有节奏的。第一句话：“凡有四端于我者，

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的理论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性的概念，叫作“四端”（恻

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匍匐向井边儿爬，即使

这个小孩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父母是谁，

你也不会取悦于任何人，但你一定会过去把他拦住，把他抱起来，不让

他掉到井里去。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着恻隐之心。所以说，

恻隐之心就是仁之端也。 

  

我们每个人都有羞恶之心。有人问王阳明，说那个做贼的人内心当中有

羞恶之心吗？王阳明说，你骂他是贼，你看他恼火不恼火。你骂他是贼，

他还会恼火，就说明他知道做贼不对。这就是最基本的羞恶之心。“羞

恶之心，义之端也。” 

  

然后，“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我们在家里边跟父母、兄弟吃饭，我

们不会抢着吃，这就是礼之端也。然后，“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我

们能够审视最基本的是非，这就是智慧的发端。 



  

孟子为什么要强调这四端？因为当我们内心当中知道人性本善，知道人

性本善是一个小小的萌芽以后，仁政的施行才有了可能性和基础。即施

行仁政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得更好。所以，孟子不喜欢法家的

那一套——完全用法律来框住这个社会。孟子希望每个人的人性得到发

挥，每个人经过教育之后，能够把人之四端扩充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

是孟子理论的一个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也要知道我们有这四

端。如果我们知道把它扩而充之，就像什么？就像“火之始然，泉之始

达”一样，火一点着，“轰”一下子就起来了；泉水从上游流下来，那

个充沛的、活泼的感觉就出现了。 

  

最后这句很重要：“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果你能够把仁、义、

礼、智的这四端，充沛地发挥出来的话，全天下你都可以保得住。比如

那些圣人、英雄，他们就是用一个人的力量，对历史产生扭转性的改变。

但是，你也会发现，同样是一个人，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照

顾不了。为什么？“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如果你的四端完全被

遮蔽、被压抑，甚至你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时候你连你

的父母都侍奉不了。 

  

第二句：“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

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这句出自《孟子·梁惠王

上》。梁襄王继位了以后，突然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天下会定在



什么时候？孟子说：“定于一。”梁襄王又问：“孰能一之？”谁能够

把全天下统一了？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这个对话在当时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孟子已经处在战国时代。战国时代

跟春秋时代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打仗的方式变了。春秋时候打仗不是以

杀人为目的，是以谈判为目的。所以春秋时期打仗比较客气，死的人也

比较少。战国时候打仗是以杀伤对方人为目的，经常杀对方几万人、几

十万人。 

  

所以，梁襄王这样的人就不能理解，他觉得杀都杀不过来，你怎么说不

嗜杀的人能够统一天下？然后，孟子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你看过田间

的禾苗吗？七八月间天旱的时候，它就倒下去了，没劲儿了，因为没有

水。然后，“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突然之间电闪雷鸣，开始下大

雨了。那些“苗浡然兴之”，一下子就立起来了，就有劲儿了。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全天下的人都苦于战争，苦于这些人的霸道。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施行王政，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得很好，那么立刻就能

够看出来人心向背。这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所要掌握的那个节

奏。 

  

这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创业的项目？一

旦项目开始开动了以后，非常快地就发展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老百姓

渴盼很久。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痛点，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在



这件事情上都有苦恼，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你能够想出一个办

法来，让它变得没那么困难，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非常方便地获得支持。

那么，这个项目一下子就像七八月间的苗木一样，看到天上油然作云，

沛然下雨，浡然而兴。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地从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角度

出发，思考问题，我们就能够见识到孟子所说的 “孰能御之”的感觉。

所以，人生的节奏不是一条均匀的斜线。人生的节奏可能是很长时间的

不动，很长时间的阻滞，甚至是下滑，但是突然之间又上扬，我们要把

握住这个指数型曲线。 

  

第三句：“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

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后来演

化出来一个成语，叫“杯水车薪”。 

  

孟子说，你要对付那些不仁的事，对付那些坏事，最有效的方法肯定是

做好事。以仁胜不仁，这是孟子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就像我们拿水救火

一样，着了火以后，我们肯定拿水泼它灭火。但是，有很多人看到一车

柴燃烧起来了，熊熊烈火，他端起杯子泼过去一杯水，然后说“你看，

没用，这水泼上去没用”。所以，他最后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水不胜

火，就是水并不能够救火。 

  

各位，这一点我感触最深。因为我每天在直播，劝大家读书。我说要读

好书，要读那些难的书。大家说：“没用，我试了，读了也没什么变化，



读了也忘了。你老能记得住，我们记不住，所以没办法。”我听过太多

这样的说法，最合适的解释就在这儿——“杯水车薪”。 

  

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和事业发生改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学的术语，

叫作“突破阈值”。什么叫阈值？就是你不达到那个值，就没法发生相

变。你要想救一车的火，必须得用足够量的水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如

果我们认定了要做一个好人，或者我们认定了要做一个有价值的公司，

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地努力朝那个阈值前进。但是大家就

会问，说阈值在哪儿？谁能够告诉我那个阈值在哪儿？对不起，它不像

烧水这么简单。水烧到了 100℃开了，我们可以知道。油温是多少℃，

我们测一下也能够知道具体的数值。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阈值，恐怕你很难探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体系。

这个复杂体系当中的阈值，你不知道，那该怎么办？根据孟子的答案，

或者孔子的答案，就是做下去。所以，你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

矣。”我不是为了突破阈值以后去享受那个生活，我享受的是这个奔向

阈值，以及过了阈值以后，我继续做的那种快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从我们所做的事业中找到价值，找到乐趣，这就是我们人生存在的意义。

我们能够看到，那些纯粹的人更容易突破阈值。 

  



第三个关键词是选择，人生充满了选择。第一句话：“可以取，可以无

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这句出自《孟子·离娄下》。 

  

这句话里边的“伤”字很有意思。廉、惠、勇是三个名词，这三个名词

怎么会被伤？怎么能够伤到廉，伤到惠，伤到勇？我个人的理解，这个

伤是损害和模糊的意思。你给人办了这个事，可以取，可以不取的时候，

不取就是廉。但是你取了，你让廉这个概念变得模糊了。然后“可以与，

可以无与”，与的意思就是给。你托别人办事，可以给钱，也可以不给

钱，这时候给了钱就会伤惠。我们讲过《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是哈佛

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非常著名的一本书，他就讲到金钱的局限性。比

如，你们的朋友帮你们搬家，累了一天，搬完了家，如果你觉得朋友们

挺累的，一人给 200 元吧，或者你也可以不给，大家一块儿吃顿饭。按

照孟子的说法，这时候如果你给钱，反倒伤害了这段关系。金钱会使得

我们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被模糊掉。这个惠被模糊掉了，它成了变味的

东西。 

  

最后一个很重要，“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因为在孟子那个时

候，确实会经常面临舍生取义的选择。一件事发生了以后，你可以活命，

或者赴死。如果这个时候，你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反而模糊了勇

敢的概念，会让我们以为勇敢就是牺牲，实际上不一定。尼采说过，当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他能够忍受生活加诸他的一切。有

时候，你觉得死是勇敢；有时候，带着伤痕继续生活是更大的勇敢。 

  

第二句：“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是一句名言，来自《孟子·离

娄下》。这句话我有四层解读。第一层解读，人不能掉入机会陷阱。你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人跑过来跟你讲，咱们干这个事吧，咱们干

那个事吧……在你没干的时候，每一件事听起来都特别美好。这也是为

什么很多人总觉得有特别多干不完的事的原因。但是一旦你投入进去，

你会发现它需要占用你很多的资源和时间，甚至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

样，最后变成一个陷阱。所以，第一层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你要

小心机会陷阱，不要看到什么都想做，俗话讲“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这句话的第二重含义，就是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些原则和底线。有所不

为，才可以有为。如果你做什么事都没有底线，没有原则，没什么事是

你不能做的，那没有人敢跟你合作，你可能会捅出天大的娄子来。这也

是我们理解这句话的一个角度和方向。 

  

第三个角度就是在《战争论》当中讲过的战略集中，你手中所拥有的资

源是有限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资源调动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战场上，

才能够取得战略优势。有些市场我不打了，有些渠道我不做了，我就在

这些有限的渠道和市场当中尽量地占领它们，或者我们做一个爆款。你

看现在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其实都是靠着爆款在带动的。它一年当中



做的产品看起来很多，真正卖爆的就只有一个。这一个卖爆的产品，能

够带动很多其他的产品。这就是战略集中的意义。 

  

最后一层含义叫延迟满足。斯坦福大学做的棉花糖实验显示，一个人最

终的人生成就，很有可能跟他的延迟满足感是有关系的。有的人没有延

迟满足感，他做一件事就要立刻拿钱，那只能做小时工了。因为小时工

是按小时结算，这个来得很快。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白领，你可能就要

忍受一个月才能拿一次钱。如果你要做一个高管，你可能需要拿年薪。

假如你要做一个创业者，你可能需要等很多年。你要做一个投资人，你

需要等的时间更长。所以，延迟满足感也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有不为也，

而后可以有为”的一个层次。所以孟子讲这么一句话，在我们今天有这

么多印证的角度，总体来说我们得知道取舍。 

  

第三句：“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他很有意思，其实他是有机会做大官的，不管

是在齐国，还是在魏国，他都有机会。但是他从来不做，他就是要做帝

王师，他总是在训诫帝王，给那些帝王们上课，讨论更高层次的、形而

上的问题，试图去激发这些人内在的自尊心。所以，有人就议论孟子，

说：“你该说的话你没说，你不用负责任，人家听了你建议的那个官员

都已经辞职了，你怎么还不辞职？”孟子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

无官守（我没有这个官位），我无言责（我没有这份责任），我来这儿

是纯粹做教育的，所以我‘进退绰绰有余哉’。” 



  

孟子所玩的游戏是一个无限游戏，如果他真的像淳于髡给他的建议那

样，说“你应该当个官，你应该出来以手援天下，把这个天下赶紧救出

来，亲自下场做官”，那就是一个有限游戏。有限游戏需要有入场的资

格，参与其中的人需要在这场博弈当中获胜，最后得到一个奖杯，或者

得到一个名头。无限游戏的玩家不需要入场的资格，所以无限游戏随便

谁都可以参与。而且无限游戏的玩家，玩的是游戏的边界，就是怎么样

让这个游戏可以无限制地玩下去。 

  

我们来看苏东坡和他的政敌章惇，就会容易理解这两个概念。章惇玩的

就是有限游戏——我怎么把你们都斗倒，我怎么能够当宰相，把你们流

放到海南岛。最后章惇当了大官，把政敌们都流放了。但是从历史上来

看，很多人不知道谁是章惇，大家都知道苏东坡。苏东坡玩的是无限游

戏，他永远在探索人生的边界——我能不能够把饭做得更好吃，我能不

能够发明一种新的吃法，我能不能够写出更好的诗词，写出更好的文章，

参悟到更深妙的佛理。所以，无限游戏的人玩的是游戏的边界。你让孟

子这样的人去获得官守，获得言责，对他来讲真的是一种束缚，他所应

该做的事情就是去拓宽整个人类思想的边界。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孟

子的人生选择。这是关于选择的三句话。 

  

第四个关键词是交友。人生需要交朋友，孟子也是很重视交际的一个人。

关于交友，第一句话：“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



遁辞知其所穷。”这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和孟子都曾经谈到

过“知言”这件事情，《论语》中有“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如果你

听不懂别人所说的话，你不能够分辨别人所说的这个话的真假和对错，

那你没法了解他人。没法了解他人，你怎么跟他人合作？ 

  

这句话里孟子提到了四种话。第一种是诐辞，诐辞就是偏颇的言论。我

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很多偏颇的话。你一听就知道，这个

人有点意气用事，或者这个人有点愤怒，他带着自己的一些情绪在讲一

些奇怪的话。听到这种偏颇的言论，我们要能够听出他隐瞒了什么。 

  

第二种是淫辞。淫辞就是夸张的话，指这个人说话夸张、泛滥。当一个

人喜欢说夸张的言语，你要知道他执着的东西是什么，他陷在什么东西

里边，他被什么东西给包围了。他每天脑海当中想的都是这些东西，他

就很容易变得夸张。有时候我们看那种成功学的演讲，我不知道你们看

过没有，就是现场有很多人，要放很大声的音乐，要鼓掌的那种演讲，

讲得都特别夸张。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都陷在想挣钱的迷幻当中，每

天想的都是怎么赚钱，怎么让每个人成为百万富翁。 

  

第三种是邪辞，邪辞就是偏离正道的奇谈怪论，我们要知道他哪个地方

说错了。最后一种是遁辞，遁辞就是借口，闪烁其词，胡乱地应对。面

对这种遁辞，我们要知道他词穷的地方是什么，他为什么说不出来。这

四种有问题的表达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够遇到的言论。这里我们给



大家推荐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读了这本名著，你

就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多么容易被语言所左右。还有批判性思维，我们讲

《思辨与立场》时提到，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不是我们天天批判别人的思

维，批判性思维的最高境界是批判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脑海当中所泛

出的那种被愤怒所裹挟的或者被恐惧所裹挟的语言，太过偏颇的东西是

不可相信的。 

  

第二句：“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挟也。”这个叫作“三不原则”。什么叫挟？挟就是倚仗。我们在

交朋友的时候，不能够倚仗年龄大，不能够倚仗我比你有钱，我比你出

身好，也不能够倚仗我们家的亲戚特别厉害。我们为什么要交朋友？友

其德也。我们在选择交友的过程当中，也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

为什么跟这个人交朋友，是因为他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利益？还是因

为这个人的道德值得我们钦佩？在跟别人交友的时候，如果我们每天处

心积虑地看这个人的地位、身份、资源，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那么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浪费大量的时间。 

  

第三句话，“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我为什么把这两句话放一块儿？前面讲交友，这句讲交际。交友跟交际

有什么区别？在交际的层面，我们有法律，有合同，有约束，我们按照

规矩办事，照样可以生活。但是在交友的层面，我们要友其德，我们要

看到这个人的德行、操守是不是值得我们敬佩。 



  

万章问孟子，说交际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恭”，

孟子说，也就是尊重。什么叫恭？“敬而无失，恭而有礼。”恭敬就好

了。这里边还有一个成语叫“却之不恭”，就是“却之却之曰不恭也”。

万章是孟子的学生，他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道德上的要求。像齐宣王、

梁惠王这样的人，送他们一些礼物，你说要不要？万章认为不应该要。

为什么？因为这些礼物都是抢来的，这些人打仗的时候，从别的国家抢

了很多好东西过来给我们，这不是要强盗的东西吗？不能要。但你要是

不要就很尴尬，因为在这种社交场合，诸侯王送你东西而你不要，就会

非常尴尬。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却之不恭”，孟子是善于掌握这个度

的。 

  

第五个关键词是反思。孟子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孟子说《论语》中孔

子的理论那么多，其核心是什么？反求诸己。反求诸己就是反思。所以，

第一句话：“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

求诸己而已矣。”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和孟子都喜欢用射箭来做比喻，因为那时候的士大夫都需要会射

箭。射箭是一个体育运动，同时也是一个交际活动，大家在一块儿有射

礼。所以孟子讲“仁者如射”，你要想求仁，你希望成为一个仁者，就

好像射箭这件事一样。为什么？叫作“射者正己而后发”，把自己调整

好，然后发出这个箭。“发而不中”，发出去没有射中，你不要怪隔壁



的人，说人家干吗咳嗽，让他别捣乱，或者说靶子没摆正……你老怪别

人，这就特别讨厌。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是反求诸己而已。再射下一箭的

时候，调整好自己的身姿就对了。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调整自己的影响圈和关

注圈。如果我们在关注圈当中下很大的功夫，对于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

事情，投入很多的精力，投入很多的情感，觉得非常生气，非得要一个

说法，最后我们会发现人生举步维艰，因为我们会恨所有的人，恨给我

们造成一切困难的人。但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收缩一下我们的情绪，把精

力放在影响圈当中，就是我所能做的事是什么，我所能够调整的东西是

什么，我能不能够在我身上去找到问题的根源，摆正方向，下一箭射中

它就好了。所以，“仁者如射”“反求诸己”这两个成语都是从这来的。 

  

第二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只选

了这么一段，它前面有一大段故事。齐宣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齐宣

王最有名的名言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

有疾，寡人好勇。”齐宣王对孟子特别客气，而且总是做严厉的自我批

评。但是，孟子认为他的这些自我批评都不重要。好色不是什么问题，

你好色，你要想你的老百姓也想结婚，让大家都能够结婚，这不就是推

而广之吗？你好货，你要知道老百姓也希望有钱，你让老百姓能够过上

良好的生活，这都不是问题。而齐宣王只做浅层次的反思，他只能够浅

层次反思到自己有这些坏毛病，觉得自己也没办法，这个人的自尊水平



很低。对于一个自尊水平很低的人，想要让他发生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孟子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地鼓励齐宣王，说你没那么糟

糕，你挺好的。直到最后孟子想要带齐宣王做一个更加深刻的反思，这

次齐宣王才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是逃避型人格。 

  

孟子问齐宣王，说如果你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一个朋友，结果回来以后，

发现这个朋友没有照顾好他们，妻子儿女都挨饿受冻，该怎么办？齐宣

王说，绝交，这种朋友还要他干吗？孟子说，如果你底下有一个官吏，

这个官吏管着一块地儿，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民不聊生，这时候应该怎么

办？齐宣王说，换掉他，这种人还能当官吗？ 

  

接下来，孟子说：“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咱们这个齐国现在治

理得不好，应该怎么办？按照齐宣王前面的推论，那就是把他换掉，他

辞职，换一个人来做王。“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说：“那个谁，

开饭了吗？……”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画面感十足的，充满了喜剧效果

的典故，叫作“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用

这个“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来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这句话在

今天依然非常管用。我们生活中回避矛盾太多了，只做浅层次的反思、

不做深入思考的人太多了，大家不要学齐宣王。 

  

第三句话：“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岑楼是什

么？就是那种尖角的高楼。孟子说，如果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我们只把



这个末端对齐的话，那么方寸之木就可以高于岑楼。怎么比较？我拿一

个一拃长（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长，约 20 厘米）的木头，

我说这个比岳阳楼还高，你说这怎么比的？我把它放到岳阳楼顶上，它

就比岳阳楼高了。但这个高度是虚假的，是没有齐其本的。所以，我们

不能只看表现，不能只看结果，我们得看它的出发点，看它从哪儿开始

长起来的。这也是我们人生反思的一个部分。 

  

第六个关键词是善念。人生需要善念，才能够有底气。这里也选了三句，

第一句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我们讲“君子远庖厨”这个典故就是从这来

的。这个事说的还是齐宣王。孟子只要找到机会，都想激发齐宣王内在

的自尊感。 

  

有一天，齐宣王坐在那儿，看到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拉着走过去的时候，

那个牛在打抖。牛要死之前，它是知道的，它会发抖。齐宣王就问：“你

拉着头牛干吗去？”那些人说：“用它衅钟。”就是一口大钟做好了，

要杀一头牛，把血溅在上边，来给这个钟开光，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

齐宣王一看，说：“太可怜了，算了算了，把这牛放了吧，换一头羊去

衅吧。” 

  

老百姓知道这个事以后，就说齐宣王果然好货，这个人太抠门，舍不得

牛，用羊来代替。孟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跟齐宣王说：“你怎么可



能舍不得牛呢？”齐宣王说：“对呀！我这么有钱的人，我是舍不得一

头牛吗？这不开玩笑嘛！”孟子说：“不是，我知道你是内心不忍，你

看到这头牛浑身发抖，你觉得难过。”那为什么换羊？因为没有见到羊。

没有见到羊的时候，你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换头羊。那个羊是虚幻的，

是没看到的，就是孟子讲的“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

肉。”当你看到了，你心里就会有这种恻隐之心。 

  

这跟齐宣王的仁政有什么关系？孟子往后稍微引申了一下，说千万不要

小看你内心当中这么一点点善念，这么一点点善念稍微推而广之，可以

从牛到人，可以从一个人到千百万人，你甚至可以想象在战场上死掉的

那些人是什么感觉。我们连见到一头牛瑟瑟发抖地被拉去杀掉都不忍

心，我们怎么忍心让几十万人上战场去死？所以我们内心当中这点火

种、这点善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惺惺作

态，人生的区别就在于这一点点善念。“君子远庖厨”的含义就体现在

这儿。 

  

第二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这是《孟子·尽心上》的一句话。“诚”这个字是非常难解释的，

宋儒把它发挥到了极致，叫“一字记之曰‘诚’”。人这一生当中，差

别就在于诚和不诚。我们讲过《扫除道》。《扫除道》这本书里的那个

老先生，打扫了七十多年的卫生。作为一个企业家，每天亲自打扫企业

里边的厕所，扫地，擦地，擦得干干净净。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道理？



就是宋儒讲的诚这个字。我们讲“百术不如一诚”，你在任何一件事上

能够做到诚，你能够诚心诚意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这都是接近于悟道

的方向。所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当你能够用

这种诚心诚意的心态去做任何事情，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孔子讲仁，我们也想成为一个仁者，但是怎

么才能成为一个仁者？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你想要成为一

个仁者，仁就来了。只要你有这个念头，愿意做仁者，仁并不远。但是

在生活当中，看到求仁得仁的人似乎又很少。孟子给的捷径是“强恕而

行”，就是我们努力地推行恕道，恕道意味着对他人宽容，你真正想要

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好好地推行恕道。 

  

孔子讲“其恕乎”（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就是子

贡问有没有一言可以终身而行之，孔子说“恕”，把恕道做好就可以了。

孟子在这儿继承了孔子的说法。 

  

第三句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

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意思就是我们跟禽兽之间

只有那么一点点差别，普通人还给遮蔽了。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存

之”，他们把内心当中那一点善的火种保留了下来。舜是孟子的偶像。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意思是无论是生活当中物质层面要解决的



问题，还是理论层面、伦理层面要面对的困难，舜都能够搞明白。为什

么舜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因为他“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意思是

他内心当中就有这个仁义，所以他做任何事情是自然的、洒脱的、放松

的，他内心当中没有存在着一个着相（佛教术语，意思是执着于外相、

虚相或个体意识而偏离了本质）的部分。 

  

我们很多人做慈善事业，很多人喜欢加入慈善组织，总觉得自己做了特

别多的好事，如果有这个想法可能就不对了。我们有时候去参与这些活

动，你会觉得其实那个被帮助的人对你的帮助可能更大，他会让你在一

天当中内心都非常开心、喜悦、快乐，这种快乐甚至能够维持很长的时

间，这叫作“由仁义行”。你是行所当行，你所做的只是内心指示你该

做的事，这叫“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

们是由内而外的，这个做好事的行为是由内而外产生的，所以很自然，

不需要回报，而不是由外而内，我需要用这个事情来打扮自己。 

  

但是话说回来，我经常反思孟子的话。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行仁义也不

错，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像舜一样。一个人能够坚持行仁义，时

间长了，慢慢地可能也就变成了由仁义行了，这就是修炼的不同的入手

的法门，其实跟禅宗里讲的渐宗和顿宗是一样的。舜这种人就是顿宗，

一下子就明白了，掌握到了仁义的核心。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难以一下

子找到仁义的核心，我们先做起来，我们先一点点干，慢慢做着做着就



自然了，不再觉得这都是“表演”了，那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人生的一

部分。 

  

第七个关键词叫成长。我们得需要有成长，才能够有底气。还是选了三

句话，第一句话：“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句话是一定要选

到的。因为对于孟子来讲，浩然之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什

么是浩然之气？这个还真是不好解释。我在这书里边写道： 

  

“浩然之气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你看不见它，也摸不到它，但你知道

它是一股至大至刚的力量。一个人具有这股‘气’，就能挺起脊梁骨，

堂堂正正地做人和做事。丧失了这股气，人就会像得不到食物一样疲软

衰竭，压抑、抑郁的感觉就会追上来，你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儿、没意思，

也没意义。“ 

  

我举个例子。你们如果读过《白鹿原》的话，就会知道，《白鹿原》里

边有一个黑娃，黑娃特别讨厌白嘉轩的一点是什么？白嘉轩的腰杆永远

挺着，特别直。所以，黑娃最后要把他那个腰杆打断。这个腰杆很直的

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浩然正气，他内心当中充沛着道德感、正义感。 

  

怎么去养这个浩然正气？孟子说：“持其志，无暴其气。”你心中要有

一个志向，始终秉持这个志向，但是不要把这个力量整天暴露在外。一



个真正有坚持的人不需要天天喊口号，持其志就可以。内心当中有志向，

知道意义所在，你就能够坚持着把这个浩然正气充沛于心。 

  

第二句：“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自暴自

弃就是从这来的。什么叫自暴自弃？孟子对于自暴自弃的定义，其实相

当严格。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划入孟子所说的自暴自弃的范畴当

中。他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你这个人说话不合乎礼义，你

就是自暴，你在伤害自己。然后，“若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孟子把“仁”比作一个大房子，我们应该住在“仁”这样的大房子里边。

义是什么？义是大道。出门走路，沿着这个宽敞的大道走，这叫居仁由

义。如果你不能够居仁由义，谓之自弃，就是你放弃了自己。 

  

“面对那些自己伤害自己的人，不要与他们商议事情，因为这种人说话

常常会诋毁礼制，以危为安，以灾为利；面对自己放弃自己的人，也不

要与他们共事，因为这种人不知上进，自甘堕落，甚至会在邪路上越陷

越深，大家应该提防。” 

  

这是孟子讲“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的含义。

我觉得有点太严格了，这里中和一下，我认为孟子所讲的自暴自弃，就

是一个人的自尊水平低。自尊水平低的表现是，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你

说的那些事都很好，但那是别人的事，那都是传奇，个别人能做到，我

是不行，这叫自暴自弃。孟子说，当你遇到一个人自暴自弃的时候，你



不要跟他商量事，也不要跟他共事，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他没有到自

尊水平高的状态。 

  

但是根据我们对孟子的理解，我觉得孟子说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你要放

弃这些自暴自弃的人。实际上，梁惠王、齐宣王，算不算自暴自弃者？

按照孟子的定义，这绝对是自暴自弃者。但你会发现孟子跟他们说的是

什么？不是如何干事，而是如何调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告诉他们“你能

够做到”。周文王当年那么小一块地，人家最后都能够施行仁政，建立

周朝，你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也能够做得到。而且你内心有善念，你

连一头牛都舍不得杀，你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施行仁政。孟子所做的事是

先调高他的自尊水平。 

  

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员工，或者遇到很多孩子，处于这种自

暴自弃的状态，这是难免的。为什么？外在环境对人的压力和影响，其

实还是蛮大的。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像舜一样，无论在哪儿都是

个圣人，这太难做到了。绝大部分的人遇到外在巨大的压力，都会颓废，

都会觉得人生失去了希望，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这时候我们所要做的

事是想办法帮助他调高自尊水平。就像王阳明讲的你“本自具足”，你

内心当中的光明已经足够了，你心里边住着一个圣人，只是你不知道。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在于你得知道你很珍贵，你得知道你有能

力，有很多可能性。 

  



我们讲过《解码青春期》，书里边讲到那些青春期很难搞的小孩子，是

怎么被变好的。有一位养父，甚至不是亲生父亲，他跟那个青春期孩子

讲了一句话：“你视自己为一个麻烦，而我们视你为一个机会。”就是

这一句话，让那个孩子开始幡然悔悟。他所幡然悔悟的不是做事的层面，

是自尊水平的层面。当一个人的自尊水平提高了以后，他的可能性才能

够焕发出来，这就是教育和领导力的核心。所以自暴自弃是人生难免的

状态，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走出这个自尊水平低的状况，这是其他人

所能够给予的最好的帮助。 

  

我们在这本书里边选的最后一句话:“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

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这来自《孟子·离娄下》。 

  

有人问孟子，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水的德性很好？孟子给他解释，说“原

泉混混”，你看那个有源之水，滚滚而来，比如从雅鲁藏布江上奔腾下

来。首先是“不舍昼夜”，它不停息，昼夜都在奔流。然后“盈科而后

进”。什么叫盈科而后进？地上有坑坑洼洼的地方，它都给填满了，把

每一个小小的坑洼都填满了，然后往前走。为什么？因为它原泉混混，

它是有源之水，所以最后能够“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你要学

水的德性，要学那个有源之水，它是能够无穷无尽绵延过来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七八月间，天上“啪”一个炸雷，下了很大的雨。

这场雨下来了以后，地上的沟沟壑壑也能被填满。但是只要两三天以后，

那个水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水无本，它是突然降下来的。 

  

这句话为什么我选在“成长”这个关键词里？我们的人生会有运气好的

时候，有运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是我们的源泉，而不是

表现。运气好的时候，可能像七八月间突然下了一场大雨一样，看起来

我们也很富足，我们做的也跟别人差不多。但是我们缺少那个源泉，没

有创造的动力，没有核心的价值，我们没有建立起跟别人竞争的差异化

和壁垒，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昙花一现。 

  

但是，很多人会把运气当作本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第二次创业失败

的可能性要大很多？第一次创业成功，绝大部分人是运气好。但是，他

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本事，所以内心开始膨胀，第二次创业 all in（全部

投入）。“凭运气赚来的钱，凭本事全亏掉”，这句话不是开玩笑，这

句话就是事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一次创业

成功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成功是“七八月间下大雨”，是运气

好。我们最终可以去把握和追求的方向，是去给自己挖出一口井来，找

到那个原泉混混的感觉，然后盈科而后进，让我们路上的每一个坑坑洼

洼都能被填满。其实《论语》当中也讲过，叫作“本立而道生”，只有

把本建立住了，我们才能够生发出属于自己的道。所以，要做有本之水。 

  



掌握这三条，对我们的成长可能会有帮助。 

  

《人生的底气》这本书里边写的内容，要比我这里选出来的二十一句要

多，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不能够全讲。如果它能够成为一个引子，大

家先听明白这二十一句话，然后对《孟子》产生了兴趣，我们能够把整

本的《孟子》都读一读，有可能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你会发现，孟子跟孔子是完全不同的人，就是孔子要从容快乐得多，但

是孟子要刚劲有为得多。所以这两个人形成了非常好的互补，一个是至

圣先师，一个是亚圣。 

  

最后，总结一下什么叫底气。人生都会经历很多的变故，从这些变故中

能不能走得出来，其实就是考验你有没有底气。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那么，我们

的人生或许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和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内心笃定，然后

有理想、有目标、有取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外在环境

的变化不能阻止我们继续淡定、乐观、善良地工作和生活。谢谢大家，

我们下本书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