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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修持善缘，承载万物，成就万事。无贪无痴无嗔，方至无上境界。听星云大师讲处世哲
理，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都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本书作者摘录了星云大师的语录，并结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逐条加以诠释，文字虽浅显
，但反映人生百态的道理尤为深刻，值得细细品味。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星云大师的诸多理念，总结出适合现代生活的一些实用道理，包括做人处世方
面、思想观念方面、成就事业方而、交友恋爱方面、婚姻家庭方面，等等。运用这些道
理来为人处世可以使你在生活的海洋中如鱼得水。
  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处世还是处人，这里一定会为你解开所有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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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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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铁罐兄弟。”谦虚的陶罐回答说。 
“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说着，现出了更加轻蔑的神气。  “我确实不
敢碰你，但不能叫做懦弱。”陶罐争辩说，“我们生来的任务就是盛东西，并不是来互
相撞碰的。在完成我们的本职任务方面，我不见得比你差。再说⋯⋯”  “住嘴！”铁
罐愤怒地说，“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消
灭了，我却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  陶罐不再理会。   几十年过去了，世界上发
生了许多事情，庙宇年久失修倒塌了，两只罐子被遗弃在荒凉的场地上。历史在它们的
上面积满了渣滓和尘土，时间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许多年后的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堆积物，发现了那只陶罐。 
“哟，这里头有一只陶罐子！”一个人惊讶地说。 
“真的，一只陶罐！”其他的人说，都很高兴地叫了起来。  大家把陶罐捧起，把它身
上的泥土刷掉，擦洗干净，和当年在柜子中是完全一样，朴素，美观，光可鉴人。  “
一只多美的陶罐！”一个人说，“小心点，千万别把它弄破了，这是古代的东西，很有
价值的。”  “谢谢你们！”陶罐兴奋地说，“我的兄弟铁罐就在我的旁边，请你们把
它掘出来吧，它一定闷得够受的了。”  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但
，一点儿铁罐的影子也没有。——它，不知道在什么年代，已经完全氧化，早就无影无
踪了。  只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就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不
要让别人的思想左右了你，如果当时陶罐被铁罐的话所激怒，进而真的就认为自己没什
么价值，索性碰碎了自己，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人们每天都要经历许多事，这当中，
不仅要动脑动手动身，还要动容。人们在生活中经历着烦事、喜事、悲事和各种酸甜苦
辣，于是在表情上也就会有喜怒哀乐的反应。对此，你看到也罢，看不到也罢，人家的
脸色依然是人家的脸色，就像人家的呼吸一样，并非是你左右得了的。陈刚认为自己是
个善良的孩子，但他又总为自己的“善良”而苦恼。  陈刚最怕别人向他借东西，这绝
不是因为他自私舍不得把东西借给别人。相反，他很想把东西借给别人以示自己的善心
，但是当别人向他借东西时，他总担心别人从自己的表情、语言中看出一丝不愿意——
尽管他没有这个意思。  借东西这种事不是天天发生，陈刚的烦恼还能够忍受。陈刚最
怕的事情，还是自己日常的言行举止。在表情上，他老担心自己脸上会露出清高、骄纵
的神色；走路时，他老怕头抬高、腰挺直，让人觉得盛气凌人；说话时，他总怕自己言
语不当，得罪伤害了别人；甚至他遇到什么高兴的事，也不敢表露在脸上，怕别人认为
自己是洋洋自得。陈刚曾这样感叹道：“我最在意别人的脸色，也最怕别人的脸色。我
总是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生怕引起别人一点儿反感和不快。” 
陈刚日常所怕的所谓“脸色”，其实就是他内在情绪的外部反映。  别人的脸色，多是



别人的内心情绪的外在表现，并非与你陈刚有什么关系。张玲今天一脸的不高兴，那是
因为她与父母发生了矛盾，在怄气，与你陈刚走路的姿势根本没有关系。这类脸色，你
掺合进去干什么？陈刚觉得人家的脸色不对，觉得是自己走路头抬得过高，可人家压根
儿就没有注意到你。这不是在自寻烦恼吗？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的脸色，可能确实与
陈刚有关，但陈刚也不必为此惊慌失措。陈刚可以这样对自己说：“你有不高兴的时候
，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候；你能给我脸色，我也有脸色，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样一来，
陈刚就把自己完全摆在了与对方人格平等、身份平等、心理平等的位置上。于是，陈刚
便可镇定情绪，自主地理智地思考和行动了；如果对方所给的脸色确实是自己言行失当
所致，那就主动改正；如果对方的“脸色”部分有理，那就部分改正；如果对方毫无道
理地给人“脸色”，那就应该毫不在意地不予理睬。这种傲然、坦然的人格立场，也是
一种恒定的力量，久而久之，给人脸色看的人，也就自觉没趣，那副脸色也就悄然隐匿
了。  所以，陈刚和有陈刚这类心理弱点的朋友们，不必特别在意“别人的脸色”。“
别人的脸色”这玩艺儿，其实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你若有心注意它就有，
你若无心注意它就无。劝大家最好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脸色，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内在的
自信。  爱看别人脸色的人，必定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总怕自己因为言行不当，被人看
不起，被人贬低或否定；也怕惹人不快，或伤害了对方，遭人拒绝和排斥。因为自己太
脆弱，就觉得别人承受力差，进而再损伤自己。所以，建立起自信，才是不在乎别人脸
色最可靠的保证。有自信的人，只把心思和精力用于自己该做的正确的事上，用在自己
所追求的目标和向往的乐趣中，他就能与人为善，能与人和睦融洽相处，也就不怕出现
矛盾，可以坦然面对非议了。这样的人，永远是陕乐者，成功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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