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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荐序]做一些无用的事│白岩松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我们，怎么啦？
平静，正前所未有地成为奢侈品，而除了幸福，我们又似乎什么都有；人人匆匆忙忙向前进，又时常
困惑：我要去哪儿？
困惑时间长了，就要找一些答案。
一喝茶、喝酒、听听琴音，这些事儿有用吗？
表面上看，还真没用。
从这个时代的追求来看，升官、发财、出名，要做就要做与此有关的事儿，因为有用，而一个人喝喝
茶、喝喝酒、听听琴，实在没用。
因为，一个人在那儿，既不创造财富，又不营造关系，于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甚至被当做是可怜
的。
太多有用的事把无用的事推到了边缘。
人群中，人们只愿意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
名片上的身份决定了哪一张因无用而该撕，哪一张又因有用而该留。
有用的人被人人需要，人群中有趣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甚至时间长了，我们的人生都开始干涩无趣起
来。
无用的事或人，真的无用吗？
二2011年，海峡两岸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是画作《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大展。
年初，我去了浙江小城富阳。
那里的人们，人人都在为出自此地的《富春山居图》而骄傲自豪。
仔细一聊，这幅大作，是六百多年前的元朝，年过七十的画家黄公望在此山居，用三四年时间完成的
。
那三四年，我想小城里的人们也在为名忙为利忙，而黄公望与他的画作，不过是一个看似无用的人做
了一件无用的事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这幅画，黄公望正是画给道友无用师的，因此也有人称这幅画卷为《无用师卷》
。
然而千百年过去，那些一代又一代人做的有用的事，都烟消云散；却是当年那无用的老人，用清静的
心和一根又一根磨秃的画笔，留下的画作显赫起来，终成这座城市的象征和最伟大的记忆，并越来越
为这座小城带来资金、带来财富、带来关注。
一个无用的人送给无用师的画作却真的有用起来。
这该是怎样的一个轮回？
无用的事，真的无用吗？
三远方的事，只是一面镜子；当下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好像什么都有了，可怎么还不幸福？
有人说，想要幸福，三个词很关键——物质、情感与精神。
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
于是，人们都想夯实这个基础，慢慢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物质目标实现了，幸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
可是走着走着，物质基础不差了，国家的GDP成了世界第二，小汽车的销量也成了世界第一，但钱包
鼓起来的人们却不幸地发现：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反而渐行渐远。
问题出在了哪儿？
仔细想想，除了物质，情感与精神这两个层面，您关照得够吗？
情感可是幸福的依靠，精神更是幸福的支柱。
如果物质是正分，还很高，可情感与精神都是负分，加起来，你的幸福总分，会不会是负数？
光做与钱与权与名有关的事，看似都有用，就真的够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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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也是临近中年，才知茶的好处。
如果单为解渴，茶不是最好的选择。
急不得恼不得，让情急口渴的人早已弃它而去，三大杯可乐下肚，马上去忙别的。
茶也解渴，甚至更解渴，可你要给自己时间。
喝茶喝的不是水，而是滋味，时间长了，甚至喝的都不是茶的滋味，而是内心和人生的滋味。
不同季节或一日之中不同的时间，对应着不同的茶，像极了生命中或凉或暖的时光。
不同的是，生命中的平淡时光占大多数，而心静下来，茶里，却总有滋味。
酒，我既讨厌又喜欢。
讨厌的是应酬的酒，却也是周围人群中最常见的。
这样的酒，往往醉了都不知酒的滋味。
端着为感情为态度为利益而要大口闷下去的好酒，都替那酒可惜，好酒被当成了钥匙。
真正好的酒却让我喜欢，那往往是闲来无事或毫无目的之时，亲朋好友间的小酌，没有名头大小排座
次，没有利益在酒中，杯中物才润泽了人生。
琴音更是静下来面对自己的妙品。
琴为古物，音乐却是到处都有，可太多都是喧闹的背景，有多少是为你的悲喜而响起？
新闻于我，是事业是功名，可从现实的角度看，常常是必须坚持的苦役。
如若没有强迫自己闲下来的爱乐时光，没有同样看似无用的喝酒喝茶甚至发呆的时光，苦役早已不堪
重负。
于是我逐渐明白，正是这些无用的事平衡了生活中必有的苦，甚至有时觉得这些事才是人生中最有用
的事。
人生是条单行线，如若只为目的而忘了过程，人生，其实才真的是苦役。
到了该多做些无用的事，为无用的事正名也为人生正名的时候了。
五道理很多人都懂，但做起来太难，可还是要从道理一点点说起。
于丹用她的话语文字，在做这件事。
倒退很多年，她做这件事也许会被人笑话，大教授竟说些无用的事，可今天，面对茶、酒、琴，说历
史照当下，却真的该成为教授应做的大事。
好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在忧心忡忡中为更好的世态人心做推动。
如同好的医生，诊出了病再开药方，虽不一定药到病除，却尽了心力。
忙与盲是当下的一种病，做些无用的事，是其中有益的一点儿药方。
于丹这件事，做得有用，既反省自己，也提醒众人。
在这个时代的折返点上，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受益。
当然不一定是所有的聆听者，但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这提醒，这反省，都是功德。
六茶、酒、琴又或其他，也都只是手段，让心静下来一些，让生命分一些时间给看似无用的事，这才
是目标。
心不静，幸福来不了；人没有更多与内心对话的机会，生命鲜活不起来。
总要有个机会和忙乱告别，那就从看看于丹这些文字开始吧！
再然后，把这本书放在一边，把更好的人生拿起来。
我想，这也该是于丹做这件事的缘起与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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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在今天似乎变成比成功更奢侈的一件事，很多成功者费尽心机拥有了财富、名誉、权势，却蓦然
发现自己恰恰丢掉了幸福。
缺少意趣与闲情的生活方式，往往会让我们在忙碌中失去自己的心灵。
我们今天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呢？
于丹教授将带领我们体验古代名士的生活情趣，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杯茶，于闲适间找
回生命本真，找回幸福的感觉。
悠闲的情趣与生活方式并非要让我们闲置大把的时光，放弃理想和责任，而恰恰是要让我们在建立价
值的同时不要丢失自己。

无论生命的道路上多么忙碌，不妨忙里抽闲让自己停一停、静静心，回头看看最初的起点，向前望望
最终的归宿，然后带着一个从容的自己，走上漫漫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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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她，
　　中国唯一一位单本图书销量超过1000万的作者
　　她，
　　央视著名栏目百家讲坛巅峰第一人
　　她，
　　与孔子、庄子跨时空对话，将《论语》《庄子》两部经典带入寻常百姓家
　　于丹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视点》等栏目进行系列讲座，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以生命感悟激
活了经典中的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
掀起了全社会重新亲近、学习经典的热潮。
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于丹教授近年来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韩国、巴西等地举行了多场大型文化讲座，引起了海外观众的强烈反响，受到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于丹＜论语＞感悟》《于丹游园惊梦》等。
其中《于丹＜论语＞心得》销量已达五百余万册，目前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著作]
　　《于丹&lt;论语&gt;心得》
　　《于丹&lt;庄子&gt;心得》
　　《于丹·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
　　《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谈录》
　　《于丹趣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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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山一水一世界在当今社会里，相比于成功而言，幸福已经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一件事。
人们追逐成功，而成功却无法带给个人生命价值的全部满足。
或许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点意趣、一点闲情，缺少了与家人共处的那些闪光的零碎的时间。
如果翻开这本书的朋友恰好有点闲暇的时间，我愿意和您一起坐下来，闲聊几句关于生活艺术的感悟
，相关于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对今天的启发。
我们处在一个有太多选择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不同的设计，都怀有不同的梦想，也都在
寻找从脚下抵达梦想的那条道路。
不久前，我读到一组颇有意思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
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报告分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各不相同，中国人最大的生活动力是对子女发
展的期望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追求家庭幸福、追求人际优势、追求一生平安、尽力做好本分、实现
自我价值、为社会作贡献，分别位列第三至八位，第九项才是追求生活情趣。
这个数据意味深长。
我们对子女的期望、个人事业的追求、健康的保障、建功立业的梦想，都是生活中沉甸甸的重量，但
追求生活情趣这个指标或许可以让我们举重若轻。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生活情趣究竟是一种奢侈品，还是一种必需品呢？
今年夏天，我还看过一份《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这份由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报告，也被称为《中国休闲绿皮书》。
报告里说，大约有33.1%的北京市居民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大约有17.85%的人没有固定的双休日。
更有意思的是，80%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如果假期有加倍的薪水报酬，他们宁愿放弃休假而去加班
赚钱。
同样是今年夏天，我又得到一组数据，来自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数据罗列了2011年各国
带薪休假时间排行榜，巴西、立陶宛平均年带薪假期为41天，排名第一。
中国年带薪假期是21天，排名最后。
事实上，令人更为惋惜的是，连这可怜的21天，还有太多太多的人不能得到保证。
生活的艺术看到这些数据，让人想起上个世纪初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一个以幽默享誉世界的中国人—
—林语堂先生，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生活的艺术》。
他在书中写道：“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
”以此来描述中国人和美国人巨大的差异。
在林语堂先生看来，历史上，中国人以悠闲的生活方式著称于世，我们不那么汲汲营营，忙于牟利赚
钱；相较而言，美国人过分期望事业的成功，过分讲求效率，过分守时，这“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
”。
话语中有一些调侃意味，但是，时隔不到一个世纪，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而在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了。
在我们匆忙行走的同时，焦虑和压力与日俱增，林语堂先生曾经坚信：“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
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
”他甚至依此推导：“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一个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
已不能继续生存了。
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
”那么，在二十一世纪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里，中国人轻逸愉快的哲学还能够帮助我们吗？
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先生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个哲学目标，也是一个生活理想。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在整体上追求发展的同时，也提出降低GDP的增长速度，提升幸福指数的社会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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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今社会里，相比于成功而言，幸福已经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一件事。
人们追逐成功，而成功却无法带给个人生命价值的全部满足。
或许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点意趣、一点闲情，缺少了与家人共处的那些闪光的零碎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所谓成功者的生命版图中填满了头衔和财富，却缺少了灵性和健康。
而对我们更多负荷生命重担的普通百姓而言，那些头衔和财富成为了关于成功的简单标签。
他们在成为大众心中成功偶像的同时，生命中的荒芜和苍凉却被忽略了。
什么是中国人的理想呢？
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
乐的人”。
我是如此喜欢林语堂先生，如同他单纯而深执地喜欢苏东坡。
上上个世纪末的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一个叫作坂仔村的村落。
他的父亲是位牧师，所以林语堂从小就信奉基督教。
他在厦门读完中学后，来到上海，进入圣约翰大学。
大学毕业后，这个掌握熟练英语的男孩向父亲宣告，自己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他说：“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
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
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的和绝对的事实。
我们应该不必借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即彼此相爱。
”这个情怀柔软博大的中国人，甚至将宗教都看做是阻挡给予世界大爱的一层隔膜。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林语堂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教，随后又赴美国、德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的硕
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中国古代语法和音韵的。
这样一位站在世界思想前沿的学者，却坚持在西洋教育体系下，进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他一生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杰作
，真正做到了“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了解西方思想，热爱中国文化，既是一个人文学者，又是一位科学爱好者，还曾发明了中
英文打字机。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是如何自我评价的呢？
他自称是“西洋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灵”，意指在思维逻辑中，尊重西方的基本思想体系，在心灵的
归属感中，他热爱中国——这个悠闲的、睿智的民族。
他幽默地建议：“东方人须向西方人学习动植物的全部科学，可是西方人须向东方人学习怎样欣赏花
鱼鸟兽，怎样能赏心悦目地赏识动植物各种的轮廓与姿态，因而从它们联想到各种不同的心情和感觉
。
”今天，当我们重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的艺术》，会发现他是多么强调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啊！
现代人的头脑，充盈着太多太多的知识；现代人的思维，充满了太多太多的逻辑⋯⋯可是，在心灵的
方面，我们也丧失了相当丰富的内涵。
如果翻开字典，找到心字底或竖心旁的字词看一看，就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中国汉字中有如此多的字与“心”有关。
比如说思想的“思”，就是“心田”所在；比如说感恩，从心而发，因心而起，才叫恩情；比如说慈
悲，也是源自内心。
汉语里还有一些与情绪有关的词汇，也与心有关。
比如着急的“急”，思恋的“恋”，焦虑、顾虑的“虑”，还有怀念的“念”、患得患失的“患”、
厌恶的“恶”、容忍的“忍”⋯⋯都是以心为底，都与心有关。
再来看看竖心旁的字词。
憎恨、惭愧、忏悔、恼怒、惶恐、惬意、憧憬、懒惰、懈怠⋯⋯“心”在旁边站着，说明一切正面和
负面的情绪都是心理导致的。
这些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心态。
性情是从心而起的，“心”的外边加个“门”，就是烦闷的“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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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颗“心”还在，我们就有“思”有“感”，就有“性情”，有自己的“憧憬”。
这颗“心”要是“亡”了，那就是“忘”。
真正的忘记，是指那件事在心里已经不存在了。
更有意思的是“亡”和“心”的另外一种组合，竖心旁加一个“亡”，大家都知道，是“忙碌”的“
忙”。
许多人忙忙碌碌，忙得没有时间去体味心灵中那些细微的悸动，去体会生命的美妙，这也是一种心不
在此的状态。
这是汉字描述的心灵生活，是汉语的微妙之美，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情趣所在。
虽然中国古代知识中没有西方现代科学对人体器官功能的精准定义，但是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感性描述
，有很多看似天真的说法，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中国人恭维人时往往会说，“哎呀，你一肚子学问”，文雅一点儿的说法是“满腹经纶”。
看一看，人的整个腹腔都可以用来装学问，是不是很有趣？
中国人发愁时会说“愁肠百结”、“肝肠寸断”，老百姓将“后悔”形象地说成是“悔青了肠子”。
在中国人看来，肠子不仅仅是用来消化的，也参与到我们的心灵生活之中。
中国人将真话称为“肺腑之言”，民间说法是“掏心窝子”，肺和心窝不仅仅是用来呼吸和血液循环
的，也参与到待人的真诚上。
这就是中国人原本的心灵生活——用五脏六腑支撑着一颗心，如此天真，如此真诚，如此感性。
林语堂在其著作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现实加上梦想，再加上幽默，等于智慧。
人们常说，一个人要脚踏大地，头顶天空，就可以去实现理想了。
但是，我们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元素——幽默。
如果我们顶天立地，生命将不失崇高，但是它轻盈灵巧吗？
如果我们忍辱负重，人生将有所沉淀，但是能举重若轻吗？
我们能否多一点幽默，以化解苦难？
我们能否多一些悲悯，融化僵硬的心灵？
缺少这些元素，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智慧。
回头仔细看一看，中国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直至上个世纪林语堂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经历过一
代代沧桑浮沉，甚至经历过民族救亡的抗争，但是那种达观乐天的哲学基因一直蛰伏在血液深处，一
有机会就会浮现于从容的生活方式之中。
二十一世纪，我们迎来了一个生活中呈现多元可能的大时代，但这也给每个人带来了成功奋斗的压力
，带来了精神生活的焦灼和纠结。
这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个人成长的代价。
“鸭梨（压力）老大”，这能成为我们放弃悠闲情趣的理由吗？
许多人会说，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工作负担如此之大，个人责任如此之重，容不得一丝松懈，又如何
空出大把时间去悠闲？
在我看来，悠闲与时间无关，悠闲是内心的一种发现，悠闲是生活的一种乐趣，悠闲是生命的一种节
奏。
拿捏得住轻重缓急，忙而不乱，这是一种境界。
同样的工作，也许别人力不从心，无法胜任，你却能在重重压力缝隙中闲庭信步，悠然自得，有着不
败的从容，这才是个人评价体系中真正的成功。
因为从容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工作的紧张，而是内在状态的焦虑。
宁静是一种生产力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这句话颇有意味，意思是指大家都在忙碌的事情，你能够悠闲地对待它，才会有时间、有心思去满
足自己的闲情逸趣。
别人忙碌追逐的你不追赶，别人置之不理的你用心去体会。
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发现什么呢？
发现一种生活方式，发现生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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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里说：“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平者，百福自集。
”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宁静有时也是一种生产力。
一个人能够平心静气，就能够获得一种智慧的能量，提高生命的质量和效率。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木匠带着一帮徒弟干活，干着干着累了，擦汗时挥手一甩，腕上的手表飞了出去，掉在刨花堆里
。
木工房被刨花堆得满满的，足有半人高，徒弟们停下手里的活儿东翻西找，始终没有找着。
天色已晚，师父说：“算了，先去吃晚饭，明天再找吧！
”就带着徒弟们离开了木工坊。
一个多小时后，师徒们酒足饭饱，回到木工房，见木匠的小儿子坐在门口，拿着手表说：“爸爸，我
帮你找到手表了。
”木匠很是惊讶：“我们这么多大人，大白天都没有找到，现在黑灯瞎火的，你是如何找到的？
”男孩说：“大家一起找，乱哄哄的。
你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听见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顺着声音一摸，就摸到了。
”故事很简单，道理却很深刻。
想想看，宁静难道不是一种生产力吗？
《庄子》中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静乎！
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天地万物是可以映照在我们心中的，前提是心要安静，因为水流就是如此。
喧嚣的小溪把碎沫拍打在山崖上的时候，澎湃的大海把浪花摔打在沙滩上的时候，它能照见世界吗？
它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人的心里有太多欲望，或是过分在意他人的赞誉和诽谤之语，这颗心就会像喧嚣的小溪碎沫和澎
湃的大海浪花，鼓荡着，躁动着，以这样的心看世相和自我，能没有偏差吗？
如果不能拥有一份宁静，不能拥有一种闲适，我们能看见生命的本真吗？
安静下来，在中国人本来的生命规律中去发现悠然的欢喜，对今天这个时代而言，也许不只是一件锦
上添花的事，说它是雪中送炭也不为过。
“我”到哪儿去了看过一则中国禅宗公案故事。
有一位公差，押解着一名犯人去京城。
犯人是一名犯了戒规的和尚。
路途很远，负责任的公差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清点身边的几样东西。
第一样是包袱，他跟和尚的盘缠、寒衣都在里面，当然不能丢；第二样是公文，只有将这份公文交到
京师才算完成任务；第三样是押解的和尚；第四样是自己。
公差每天早晨都要清点一遍，包袱还在，公文还在，和尚还在，我自己也还在，这才开始上路出发。
日复一日，偏僻的小路上经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行走，很是寂寞，免不了闲聊几句。
久而久之，彼此互相照应，关系越来越像朋友了。
有一天，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两人赶了一天的路，投宿到一个破庙里。
和尚对公差说，不远处有个集市，我去给你打点儿酒，今天好好放松一下。
公差心思松懈，就给和尚打开了枷锁，放他去了。
和尚打酒回来，还买了不少下酒菜。
公差喝得酩酊大醉，酣酣沉沉地睡过去。
和尚一看，机会终于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刚刚买来的剃刀，嗖嗖嗖，就将公差的头剃光了。
然后，他将公差的衣服扒下来，自己换上，又将自己的僧袍裹在公差身上，连夜逃走了。
对发生的这一切，公差都浑然不觉，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
醒来后，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准备清点东西，继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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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手边的包袱，包袱还在；再看公文，公文也在；找和尚，和尚找不着了。
庙里找，庙外找，到处都找不到。
公差就抓挠着头皮想：和尚哪儿去了呢？
呃？
发现头居然是光的！
低头再一看，身上穿着僧袍，恍然大悟，原来和尚也在呢！
前面三样都在，第四样就该找自己了。
公差又在庙里四处找，怎么也找不着自己，心里就纳闷儿了，和尚还在，我到哪儿去了？
 这个故事放在今天来解读，显得格外有意味。
包袱是什么？
是我们每个人的物质生活。
不管现在的生活水准如何，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好，所以，物质生活的改善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它
不会丢。
公文是什么？
公文是我们的职业。
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总要有一个社会角色，要通过一种职业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实现自己的价
值。
这份公文也丢不了，会随时带在身边。
和尚是什么？
和尚是我们日复一日做的事。
当我们的自我还在时，押解和管理着这个囚徒。
但是，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忙碌着，过分专注于一件一件琐碎的事情——自己的事、家人的事、工作的
事、朋友的事，就会越忙越忽略自我的感受，不知不觉将自己置换成囚徒。
表面上看，和尚还在，日复一日忙碌的事都没有丢，自我却找不到了。
我们忙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囚徒。
有些人特别看重权力，他的精力都用在打通关系、经营人脉上，职位越来越高，官越做越大，到最后
就变成了权力的囚徒。
有些人特别想挣钱，开始的时候挣钱是为了花，挣到最后它就是个数字，那就变成了金钱的囚徒。
有些人一辈子执著于感情，一次又一次地受伤，但痴迷不悟，最后就变成了感情的囚徒。
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它的囚徒，这时候，“我”就丢了。
且停亭中且停停为什么想和朋友们谈一谈生活方式呢？
为什么想在当下说一说中国人的闲情雅致呢？
不是为了让我们拿出大把时光去浪掷，不是为了让我们放弃理想和责任，而是希望大家在实现自我价
值的同时，不要丢失自己。
人生长路漫漫，如何用中国人的方式，从容踏上旅程？
悠闲是一种生活姿态，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值得去尝试。
大家在路上行走，在公园里散步，会看到很多亭子。
“亭”子旁边要加个“人”才是“停”，漫漫路途中，歇歇脚，落落汗，看看山景再出发，亭子就是
让身体休息、心灵放松的空间所在。
清代著名戏曲家、大文人李渔，在家乡浙江兰溪建了一座亭子，取名曰“且停亭”。
这个名字的来由很有趣。
传说当年李渔在家乡修建亭子时，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助，出钱最多的是当地财主李富贵。
财主赞助了资金，就定要给亭子取名，叫富贵亭。
李渔觉得太恶俗，就阻拦说：“且停停。
”意思是说，你暂且停一下。
财主说：“我给亭子取了名，你不同意，那你说该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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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也没取出更好的名字来吗？
”李渔笑着说：“我已说出名字了——且停亭。
”财主还想辩解，李渔说道：“且自在这里停一停，歇歇脚，怎么不能叫且停亭呢？
这个亭子就叫且停亭了。
”后来，李渔还为这个亭子拟了一副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人在名利道路上奔忙，到了这溪山清静中，不妨停一停。
这种“停一停”能让我们充充电，让我们歇歇脚，让我们静静心，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出发的起点在哪
儿，让我们向前望一望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在亭子里喝一盏茶，养一会儿神，回味一下起点与目的之间，过程本身也是意义，这一路上每一步，
真实都是风景。
人生路上到底有多少座亭子？
也许那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甚至不是具体的一段光阴，一盏茶、一杯酒、一段琴曲、一片山水意
境，都可以走进去，体会生命中的一种从容。
为了上路时走得更轻松，且自停一停脚步，不要丢了赶路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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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于丹：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值此佳节，有幸能与泽道法师进行一场特别的对话。
我要特别感谢泽道师父，在您闭关期间有所打搅，实在是不恭敬。
又让您舟车劳顿，更是愧疚。
但是师父表示，其他事都可以放下，这次对话一定要来。
在这个时刻对谈，听月观心，是与明月结缘。
    泽道法师：宋代理学家邵雍有一首《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我平时就喜欢赏月，又是天心寺住持，所以一直对这首诗情有独钟。
    于丹：今天想来与您聊一聊，有一个缘起。
我最近要出一本书，是关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
一直觉得师父是有大智慧之人，大家建议我与您对谈一次。
    在这本书中，我写了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茶，关于中国人烹水饮茶的历史，引用了《茶经》上的一些典故，以及民间一些关于茶的传
说。
二是关于古琴，探讨琴在古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古人在琴中寻觅知音的缘由；分析“士无故
不撤琴瑟”的历史由来，以及君子“制琴有术”的道理。
通过琴与人的故事，挖掘古琴背后的义理。
三是关于酒。
此外，书中还写了山水。
茶、酒、琴大多是室内小空间活动，人只有多亲山近水，才能有胸襟和眼界。
    写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即与古人相比，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似乎少了一些情趣。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感觉当下生活节奏越来越匆忙，生命中越来越缺乏仪式感。
没有仪式感，人生就不庄严，心就不安静。
    人是有动物性的。
记得您以前讲过，《西游记》其实是讲人从兽性走向佛性的过程。
唐僧不如任何一个徒弟有本事，但目标专一，所以修成了佛。
在我看来，红尘是一道法门，法门之中，人心也希望向善，人生也希望美好，但是需要找到载体和路
径。
生活在一个热闹的时代里，如果不依赖某种仪式，人是很难沉静下来的。
所以，我试图从中国人自有的生活方式中寻求一些富于情趣的形式，比如听琴、喝茶、游山历水，并
以此作为每个人都可以企及的世俗的仪式。
    此前讲《论语》《庄子》一时，多是一些思想性的东西。
我写这本书，则是希望把思想装在生活方式的载体里，让大家能够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感悟。
可是，我对于自己想传递的信息是否准确、是否完整，也没有太多的把握，内心忐忑，希望能与您交
流，求证于您。
    泽道法师：于老师这么说，让我诚惶诚恐。
    于丹：谈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快”，我们就从这个“快”字开始吧！
    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一个词，叫“中国速度”。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整个中国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大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了飞速的
发展，大家都在提速、加速、超速，效率成为最令人嘉许的指标之一。
    这样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而问题恰好就出现在“速度”上。
今年发生的严重的“动车事故”，就是因为这种无止境的“快”造成的。
事件发生后，大家开始反省与检查，将车速降了下来。
儒家所谓“欲速则不达”，道家所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都是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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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事故”绝非偶发事件，而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
也许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也到了该扪心自问的时候：速度就是一切吗？
    其实大家已开始意识到速度的问题，2011年的“两会”上，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放低GDP增长的速
度，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口号。
但对于许多个人来说，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泽道法师：我经常对人讲，一定要相信科学，但不要太相信实验室。
许多科学数据都是由实验室提供的，大部分科学都建立在这些数据上。
我们要知道，实验室也是有制约的。
科学也不能“迷信”，客观问题要客观分析，要实事求是。
比如两部汽车，一部是奔驰，另一部是桑塔纳，一起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桑塔纳根本无法与奔驰比。
奔驰加到两百迈依然很稳当，桑塔纳超过一百二十迈就开始摇摇晃晃了。
我们不是不追求速度，不要快，而是要知道，什么样的车能开什么样的速度。
    于丹：我也常常想，一个短跑运动员，一次又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了，如果还
要求他创造新的纪录，唯一的办法就是服用兴奋剂了。
人毕竟要受身体机能的制约，不服兴奋剂，怎么可能超越极限呢？
机器虽然不需要服兴奋剂，但是不断超速也会同比增加风险，终究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动车事故”就是一个例证。
每个人，就像您刚才所比喻的，无论是奔驰、宝马，还是桑塔纳，毕竟是一辆车，超速行驶，也会出
现追尾，导致车毁人亡的惨剧发生。
人的欲念不降下来，速度也就降不下来。
你不加速，别人就会在后面催促你、超越你。
大家都在抱怨不够快，抱怨时间都耗在路上了。
    在这本书里，我就是想和大家探讨，路上是有风景的。
如果在你人生的轨道上，放慢一点速度，就能看到更多的美丽风景。
所以，我特别选择从“速度”谈起，想听一听，以您的智慧来看今天，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才
能把生命的速度降下来呢？
    泽道法师：人们惯常的看法认为，人之所以有烦恼，是由于欲望的膨胀。
其实，每个人都有欲望，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欲望用什么来满足。
你可能需要一部车子来装满它，可能要有一栋别墅来填充它，需要某种社会地位来衬托它。
这些都是有形的，有形的必然都是有限的，但你的欲望是无穷的。
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穷的欲望，这个沟壑永远无法填满。
所谓“欲壑难平”，就是这个意思。
    反之，用无穷的欲望攫取有限的资源，人永远都在失望之中，所以大多数人就缺乏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感觉，但这个感觉是有基础的。
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先解决生存的问题，满足动物性的基本需求。
人关于生活、生命、生死层面上的问题是无底的。
幸福指数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平衡。
也许你有100万会觉得很快乐，他有500万却十分焦虑，因为彼此对幸福的认知不同。
    打个比方，第一个目标是赚到10万，一两年就达到了，高兴了三天，很快幸福感就消失了；第二个
目标是赚100万，三年又达到了；第三个目标是赚1000万，再过三年也达到了⋯⋯就这样指标一直往上
涨，越往上，速度越快，目标越高。
就像爬山，越往上爬，看得越远，就越想往上爬。
我们都称这是在不断超越，但是却超越了幸福，将许多人生快乐丢在脑后。
    目标不断被超越，每超越一次都会感到幸福，但随后又消失了。
那么是否有真正持久的幸福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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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的能力能够配合你的欲望，满足你的欲望。
一旦不配位，力不从心，烦恼就会跟随而来。
这时，即便有一亿资产也不会幸福，因为心中的欲望是两亿。
得到了两亿，同样也不会幸福，因为欲望变成了五亿。
可是越往上越艰难，赚到五亿的几率越来越小，而且你的能力、智慧和福报都无法给你支持了。
就像刚才所说的车，桑塔纳有极限，奔驰也是有极限的，极限到了，速度就再也上不去了。
如果硬要提速，就会以生命做代价了。
    想上上不去，想退又退不出，上上下下，几经折腾，屡战屡败，信心受挫，内心充满烦恼和苦闷，
出现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使命。
人到了不惑之年应该懂得自省，到了知天命之时应该懂得倾听内心。
宁静才能致远。
宁静也是资源，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智慧以及各种福德因缘，重新定位自己。
多做减法，少做加法，将超速的念头和多余的欲望控制住。
    企业和人一样，有迷惑之时，也有老化之时，需要修行，需要调整。
放眼观世界，收眼了自身，做到统筹兼顾，平衡发展，让自己的欲望与个人能力相平衡，这就是佛家
提倡的知足。
知足就是欲望与能力的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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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于丹趣品人生》编辑推荐：2011年金秋十月，于丹教授重登电视荧屏：一杯清茶，一杯淡酒，琴声
绕梁，邀山水入镜。
畅谈生活感悟，到底什么才是生活？
财富并不是幸福的唯一途径。
没有太多钱财，也可以拥有富足人生。
清茶、淡酒， 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每个人都可以有的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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