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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有的人做起事来顺风顺水，而有的人一迈开脚步就处处遭受羁绊？
　　——“术”不同也。
“术”是什么？
所谓“术”，指的是达成目标的策略。
为了探求“术”的奥秘，我国历代的先哲们穷发皓首，苦心钻研。
相传孔子年轻时，曾受教于老子，老子告诫他说：“良贾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
”此言令孔子颇受启发。
因此，我们在道家、儒家的思想里，不难发现他们对“大智若愚”的一致推崇：老庄宣扬的“道法自
然”和“无为而治”，孔孟提倡的“中庸之道”，与“大智若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提出“大智若愚”这个词的人，是北宋的文学家苏轼，他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写道
：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大意为：对于一些不情愿或不能做的事，可以智回避之；本有大勇，却装出怯懦的样子；原本很聪明
，硬要装出愚拙的样子。
不过，苏轼的话，明显是脱胎于距他1500多年前的《老子》中“大直如诎，大巧如拙，大辩如讷”，
在思想上亦与老子一脉相承。
　　大智若愚的人，憨厚敦和，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不露锋芒，甚至有点木讷，有点迟钝，有点迂
腐。
大智若愚的人，宠辱不惊，遇乱不躁，看透而不说透，知根却不亮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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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智若愚的人，憨厚敦和，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不露锋芒，甚至有点木讷，有点迟钝，有点迂腐。
大智若愚的人，宠辱不惊，遇乱不躁，看透而不说透，知根却不亮底。
大智若愚的人，大智在内，若愚在外，将才华隐藏很深，给人一副混沌无知的样子，实际上，他们用
的是心功。
     大智若愚是基于东方传统文化而催生的一种智慧人生境界。
达此境界者，退可独善其身，进可兼济天下。
常研习大智若愚术，你的人生之路必将充满鲜花与温暖。
    本书是关于研究人生哲学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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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聪明而愚为大智　　明代大作家吕坤在《呻吟语》中写道：“愚
者人笑之，聪明者人疑之。
聪明而愚，其大智也。
夫《诗》云‘靡哲不愚’，则知不愚非哲也。
”其意思是：愚蠢的人，别人会讥笑他；聪明的人，别人会怀疑他。
只有既聪明但是看起来又愚笨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者。
　　照字面解释，“大智若愚”的意思就是有大智大慧大觉大悟的人不显露才华，外表上好像很愚呆
。
事实上，这既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又是人生大谋的回答。
就前者而言，大智的人如同风一样自由，无牵无挂，无拘无束，俗世的一切都在身外。
就后者而言，是在人前收敛自己的智慧，一种混混沌沌的样子，在小事上常常不如一般人精明，应变
能力好像差一些。
这正是城府很深的表现。
假装愚钝，让人以为自己无能，让人忽视自己的存在，而在必要时，可以不动声色，先发制人，让别
人失败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做人应尽量避免显山露水，不要成为别人妒忌的目标；愚蠢而危险的虚荣心满足之日，就是一个人失
败之时。
　　另外，“大智若愚”，并非故意装疯卖傻，并非故意装腔作势，也不是故作深沉，故弄玄虚，而
是待人处事的一种方式，一种态度，即：心平气和，遇乱不惧，受宠不惊，受辱不躁，含而不露，隐
而不显，自自然然，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从从容容，看透而不说透，知根而不亮底，凡事心里都清
清楚楚，明镜儿似的，而表面上却显得不知、不懂、不明、不晰。
　　大智若愚既表现在人的面部表情上，也表现在人的行为举止上。
大智若愚的人给别人的印象是，即：时常笑容满面，宽厚敦和，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不露锋芒，有
时甚至显得有点木讷，有点迟钝，有点迂腐。
但我们需要切记：若愚者，即似愚也，而非愚也。
因此“若愚”只是一种表象，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真正的愚笨。
在“若愚”的背后，隐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
而只要是真正具有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的人往往给人的印象总是显得有点愚钝。
因此，中国才有了“大智若愚”这个含有很深哲理意义的成语，从而也丰富了中国的人生哲学。
　　大智若愚，这的确是中国人五千年文明智慧的一大结晶啊！
　　外愚内智是正道　　明朝时，况钟最初以小吏的低微身份追随尚书吕震左右。
况钟虽是小吏，但头脑精明，办事忠诚。
吕震十分欣赏他的才能，推荐他当主管，升郎中，最后出任苏州知府。
　　初到苏州，况钟假装对政务一窍不通，凡事问这问那。
府里的小吏们怀抱公文，个个围着况钟转悠，请他批示。
况钟佯装不知，瞻前顾后地询问小吏，小吏说可行就批准，不行就不批准，一切听从下属的安排。
这样一来，许多官吏乐得手舞足蹈，个个眉开眼笑，说况钟是个大笨蛋。
　　过了三天，况钟召集全府上下官员，一改往日温柔愚笨之态，大声责骂道：“你们这些人中，有
许多奸佞之徒，某某事可行，他却阻止我去办；某某事不可行，他则怂恿我，以为我是个糊涂虫，耍
弄我，实在太可恶了！
”况钟下令，将其中的几个小吏捆绑起来一顿狠揍，鞭挞后扔到街上。
　　此举使余下的几个下属胆战心惊，原来知府大人心里明亮着呢！
个个一改拖拉、懒散之风，积极地工作，从此苏州得到大治，百姓安居乐业。
　　况钟用外愚蒙蔽了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内智喷薄而出，好似伪装成不会武功的叫花子，探明了
对手的虚实后拔剑而出，一刀制敌，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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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第十七位皇帝李忱，是第十一位皇帝唐宪宗的十三子。
李忱自幼笨拙木讷，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似乎略为弱智。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为沉默寡言。
无论是多大的好事还是坏事，李忱都无动于衷。
平时游走宴集，也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这样的人，委实与皇帝的龙椅相距甚远。
当然，与龙椅相距甚远的李忱，自然也在权力倾轧的刀光剑影中得以保存自己。
　　命运在李忱36岁那年出现了转折。
会昌六年（846年），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武宗食方士仙丹而暴毙。
国不可一日无主，在选继任皇帝的问题上，得势的宦官们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能力弱的皇帝——这样
，才有利于宦官们继续独揽朝政、享受荣华富贵。
于是，身为三朝皇叔的李忱，就在这一背景下被迎回长安，黄袍加身。
但李忱登基的那一天，令大明宫里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他们面前的，哪是什么低能儿，简直就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
不怀好意的宦官们都被皇帝的不凡气度所震惊，后悔选了李忱作为皇帝。
　　唐宣宗李忱登基时，唐朝国势已很不景气，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农民起义，朝政腐败，官吏贪
污，宦官专权，四夷不朝。
唐宣宗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他先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
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唐朝国势有所起色，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
日渐富裕，使暮气沉沉的晚唐呈现出“中兴”的局面。
宣宗是唐朝历代皇帝中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小太宗”。
另外，唐宣宗还趁吐蕃、回纥衰微，派兵收复了河湟之地，平定了吐蕃，名义上打通了丝绸之路。
无奈大中年间唐朝已积重难返，国力衰退，社会经济千疮百孔，只依靠统治阶级枝枝节节的改革已无
法改变唐帝国衰败之势。
大中十三年（859年）冬，浙东农民裘甫带领五百农民起义。
起义军后发展至五十万人，为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打下了基础。
传说宣宗继位之前，为逃避唐武宗的迫害，曾当过和尚，所以对佛教极力推崇，据说曾在大中七年
（853年）大拜释迦牟尼的舍利。
大中十三年，唐宣宗去世，享年50岁。
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
　　李忱的装傻功夫可谓炉火纯青。
他自信沉着地演了36年戏，将愚不可及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保全自己的同时，用内智成就了一番伟业
。
　　古人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其攫鸟噬人的法术。
故君子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
”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一般说来，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有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
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如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
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的外愚内智处世方法。
　　处世莫若养“木鸡”　　智和愚对人的一生命运影响极大。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聪明人有时也会办蠢事；“大智若愚”，“难得糊涂”，说确实聪明的
人往往表面上愚拙，这是一种智慧人生，真人不露相，而“聪明反被聪明误”则是给了耍小聪明者的
教训。
　　老子是第一个推崇为人处世要“愚”的思想家。
在《老子·德经》中，有如下文字：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大直若离，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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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话可以这样理解：至臻至善的东西好像有残缺，但它的作用不会衰竭；最充实的东西好像
空虚，但它的作用不会穷尽；最直的东西好像弯曲，最雄辩的好像口钝，最灵巧的好似笨拙，但它的
作用不会枯竭。
　　“大智若愚”这句话就是从老子的上述论述中引申出来的。
最早从这段话中引申出“大智若愚”这句话的是宋代的著名文学家苏东坡。
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晚年曾多次要求辞官，到六十五岁那年才被批准，朋友们向他庆贺，苏
东坡也给他写了贺信——《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信中有两句称颂欧阳修的话，说欧阳修是“大勇若怯，大智如愚”。
“大智如愚”也称作“大智若愚”。
这句话虽然是苏东坡首次说出来的，但是，明显是从《老子》“大巧若拙”等句子中脱胎而来的。
明朝李昌祖在其所著的《剪灯余话．青城舞剑录》中也曾说道：“所谓寓大巧于至拙，藏大智于极愚
，天下后世，知其为神仙而已矣！
”盛赞老子大直若离、大辩若讷、大巧若拙的观点。
　　“大智若愚”是说有大智大勇的人，总是含而不露，绝无虚狂骄傲之气，修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
成语“木鸡养到”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据《庄子·达生》记载，春秋时期齐王请纪水渻子训练斗鸡。
养了才十天，齐王催问道：“训练成了吗？
”纪渻子说：“不行，它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一叫，就跃跃欲试，很不沉着。
”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道：“现在该成了吧？
”纪渻子说：“不成，它心神还相当活动，火气还没有消除。
”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道：“怎么样？
难道还是不成吗？
”纪渻子说：“现在差不多了，骄气没有了，心神也安定了；虽有别的鸡叫，它也好像没听到似的，
毫无反应，不论遇到什么突然的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真像只木鸡一样。
这样的斗鸡，才算是训练到家了，别的鸡一看见它，准会转身认输，斗都不敢斗。
”果然，这只鸡后来每斗必胜。
后人称颂涵养高深，态度稳重，大智若愚的人，就用“木鸡养到”来形容。
唐代诗人张祜在《送韦正字赴制举》一诗中就曾经写道：“木鸡方备德，金马正求贤”，称颂韦正字
品德修养和学识高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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