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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求自由和财富是人的天性。
由于创造财富是需要多人协作的，一个人不可能创造大量的财富和社会文明，因此便有了建立和谐社
会的要求，从而，财富、自由与和谐成了人类的三大终极目标。
财神爷的诞生社会生产力能不断地发展，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恶的结果，善良的过程是不能发展生
产力的。
比如，从理论上说，原始社会是一个很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它的生产力发展却不如奴隶社会
来得快。
为什么？
因为奴隶社会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在
原始社会，谁也不会去强迫谁。
　　当人们取得了一定的财富以后，有财富的人怕失去财富，没有财富的人希望得到财富，所以，当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人们就会希望有人能来保护他的财富，没有财富的人希望变得有财富，
有财富的人希望变得更有财富，至少原有的财富不会丢掉。
　　我国从宋代开始供奉财神，那个时期的财神是很抽象的，并没有落实的个人。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生产力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文武、大
小、五路等功能各异的财神，这中间以文武财神中的武财神最为著名。
　　中国的文财神是指范蠡和比干二位，范蠡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早
早就辞官下海经商做起了盐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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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人生，他说：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百年岁月，来去匆匆，倘不抓紧每一分钟用来读书学习，永远不会有整块的
时间美好的环境供你从容不迫地读书。
成功不仅在于付出，更重要的是有所放弃，正如一个人走到岔路口，不放弃其他路径就只能在原地徘
徊，难以继续前行。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有你的运气，我有我的价值。
人生犹如一次长途跋涉的旅行，旅途中有平淡无奇的行走，有忍饥挨饿的痛苦，也有饱腹而歌、如期
抵达的幸福。
　　人生的幸福无过于当一个普通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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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礼华，1945年生，学理科，干工科，做过厂长、研究所所长，从政后，历任县长、浙江省政府
副秘书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地税局局长及省国资办主任。
2003年翁礼华从财政厅卸任后，改任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翁礼华不仅把浙江财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从1993年开始坚持在全省推行“以人为本”、“省管县”
、“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以及“寓激励与约束于一体”的十年体制改革，而且独辟蹊径，以经济视
角解读历史，写出了大气磅礴的系列财税文化散文，成为令人瞩目的学者型官员。
 丰富的阅历，睿智通达的性格，使得翁礼华充实而从容。
他说，每个人降生世间都是为了寻求幸福，而幸福的获得首先是健康，其次是快乐，同时还要安全。
在拥有健康的体魄、快乐的心境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安全地实现自身的价值，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
翁礼华的著作《态度改变人生》（修订版）是职场人士的精神食粮，也是政府公务员的“谋略”锦囊
，还是老年人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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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差别比动物的差别大　　1.人性异同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才产
生了我们这个世界。
古代仓颉造字，从最重要的字造起，所以越重要的字笔画越简单，如一、二、三，大、中、小，人、
犬、牛⋯⋯尤其是人很重要，因此“人”字仅仅只有一撇一捺两个笔画。
与人相比，龟、鳖之类的动物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笔画繁多，繁体“龟”字有17画，而繁体“鳖”
字竟有22画之多。
唐诗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的“鹂”字繁体有29画，“鹭”字繁体也有23画之
多。
　　“人”字一撇一捺，说明人要互相支持。
没有一撇，一捺要倒掉；没有一捺，一撇也要倒掉。
“人”字的结构说明开始时一撇一捺连在一起，人们之间的差距很小，随着岁月的推移，有人成一撇
，有人成一捺，人的差距就逐渐拉大，越到后面差距越大。
六七十岁的老人倘是名人，事业生活仍如日中天；若是普通百姓，则赋闲在家烧茶煮饭，聊度晚年。
两者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可见人类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尤其是人与人个体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所有同类动物之间的相互差别
。
因此，要研究管理，务必要对管理的对象——人——的特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认为，人的特点可概括为三：一是人有共性，二是男女有别，三是中西有差异。
　　人的共性：首先，人是万物之灵长。
自然界动物的单项技能如狗的嗅觉、跳蚤的弹跳、马的奔跑、青蛙的游泳能力都会超过人类，但在综
合技能和智力上，没有一种动物会比人更有优势，更具竞争力。
　　其次，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人作为地球上两百多万种动物之一种，有着与其他动物相似的趋利性，而且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远比其他动物执著，贪婪之心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人也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思想性，有着超越其他动物的修养自觉，如周代产生的周礼、汉
代的儒学、宋明的理学等等，都反映了不同时代对人们的修养要求。
　　第三，人是群居的动物，与大雁、蚂蚁相似，与寡居的老虎、熊猫不同。
正因为群居，人才能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所以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文明；也正因为人的群居特点
，才产生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和谐及其管理问题。
　　第四，人是环境的产物。
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人。
我有个同事的独生子，在家里从不动手干活，去了英国留学，白天读书，晚上打工，艰辛之极，却也
撑了下来。
其母闻儿吃苦，不禁潸然泪下。
我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你们不要心酸，这是一种历练，也是人生的进步。
　　第五，人是文化的沉淀。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而西方则是法制文化。
历史上中国人视治国为治家，把社会家庭化，因此中国人常将“国”与“家”合用，组成合成词“国
家”。
西方人强调法治，从字面上就把country（国）和family（家）截然分开，无丝毫瓜葛。
同时，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也与文化素养有关，文化素养涵盖学历，但学历并不能完全反映文化素养，
所以，小农经济思想浓厚、有贪欲弱点的干部极易在经济上犯错误，有些人尽管自己当了干部，文化
素养有了提高，但其家属文化素养没有提高，仍然会帮倒忙，犯错误。
由此可见，孙中山找宋庆龄当夫人极为顺理成章，他要领导民主革命，还能找一个农村卢氏老太太做
助手吗?虽然她不会贪污受贿，但至少没有能力协助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处理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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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
一个人属于个人形象的发型、服饰、行为举止是自身观念的反映。
其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乃至专业技术人员的设计思想、审美观点，也是观念的反映。
甚至审视住房的装饰风格，也能窥见主人的气质风貌。
　　第七，人是最敏感的动物。
人不但对事物具有审视分析能力，还能凭语言、举止、表情等不同形式对他人作出相应的辨别、判断
和预测。
　　第八，人是有时间观念的动物。
在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的牛羊优游自得，不知老之将至，更不知死期不远，毫无紧迫感可言。
人则有时间观念，以至孔夫子在江边对着川流不息的江水叹息：“逝者如斯夫!”古人的一首《长歌行
》咏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人生苦短、时不再来的生命紧迫感。
　　第九，人拥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人在危急的关头，都会表现出保护自身安全的本能。
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
　　第十，人是嫉妒的动物。
嫉妒是人能发愤图强的动力，但有两种嫉妒法：一种是我要争取干得比你更好，这是一种积极的嫉妒
；另一种是千方百计设法把你拉下来，这是我不提高也会比你强的消极嫉妒。
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消极嫉妒史不绝书，还往往成为嫉妒的主流。
　　第十一，人的活力在于危机之中。
有一个例子，叫做鲶鱼效应。
据说有一个外国船长专事运输活鱼，但每次到码头交货，活鱼的死亡率都很高，后来实在没办法，船
长只好把鱼界老虎——鲶鱼放进鱼箱里做试验，结果使船长喜出望外。
把鲶鱼放进去以后，这些鱼看到鲶鱼都很紧张，怕被鲶鱼咬死，为了活命只好不断地躲避，“生命在
于运动”，死亡率反而大大降低。
可见，“危机”一直包含着“危险”与“机遇”两方面的内容，只是我们习惯性地看“危险”而看不
到其中的“机遇”罢了。
反观这几年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出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没有必
要的制衡，当权者养尊处优缺乏危机感。
　　第十二，人是最可爱也是最卑鄙的东西。
爱之可以给予一切，甚至不惜殉以生命，恨之则欲去之而后快。
春秋战国孟母三迁、汉代上虞烈女曹娥投江寻父皆为爱的典型，而当代金华逆子徐力杀母乃是毫无人
性的卑鄙典型。
　　第十三，人的道德是恐惧的产物。
人除了有修养性的一面，还有动物性的一面，要生存、发展，必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司马迁早在两
千多年前就曾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远的不说，就说夫妻结合，也是优势互补的功能利益结合，一旦失去功能互补作用，夫妻关系就
会处于紧张乃至破裂状态。
有些家庭尚能维持，也无非是囿于人伦道德，不好意思解体罢了。
由此可知，为何古代中国有纳妾制、西方有情人制（基督教强调实行一夫一妻制）作为补充的渊源所
在了。
那么，为什么人作为利益的动物，却具有道德呢?因为追求超越规定的利益，要受到惩罚，包括舆论的
谴责、纪律的处分和法律的制裁，最终权衡利弊，要得不偿失，人才不敢这样做罢了。
　　第十四，人是适于“四两拨千斤”的动物。
人的需求无非是实现自身价值而已。
古人日：“家有良田千顷，日食白米一升；家有华屋千间，仅需六尺之床。
”说明一个人的个人生理性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容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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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誉需求更是虚拟成分不少，如幼儿班小朋友只要老师口头表扬和奖励小红花即可使其欢呼雀跃
；年长者只需给一个“理事”、“委员”、“代表”、“贵宾”一类的头衔即可令其不远千百里来参
加会议，甚至是来参加一个烈日暴晒的露天会议。
而一个人能创造的财富及其破坏力却极其强大，如诺贝尔发明的TNT炸药用于战争可导致千百万人死
亡，用于建设能使整座山头定向爆破。
居里夫人对原子能的研究成果更是威力无穷，用于建设可推动科技进步和工农业生产，如原子能发电
站即是一例，用于战争只需小小一弹即可使一个城市如日本长崎、广岛一样毁于一旦。
可见人的个人需求与其发挥的潜力相比，完全是“四两拨千斤”的关系。
　　第十五，人是自然界唯一躯体结构设计与功能应用不配套的动物。
人之初，作为灵长类动物，其力学设计是爬行，后来为了腾出前腿改造为手，才有了“人猿相揖别”
的进步，站起来变成了直立行走动物。
由于人体结构并未作相应改变，以至于今人的颈椎、腰椎、心脏、血管壁还不能完全适应人体直立行
走的需要，从而引发了诸多结构性疾病。
　　第十六，人依靠本能直觉的抗灾害能力在减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的发展，人借助仪器设备预测和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增强，而依靠自
身本能直觉的预测和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则在不断减退。
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事件中，人类受灾死亡数逾20万，而其他动物都能依靠自身直觉，觉察预兆事先
逃逸，生命几乎没有受到威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男女有别：首先，在对待生活上，富于理性的男人容易把生活当成戏，富于感性的女人则容易把
戏当成生活，极容易进入角色。
　　其次，在交谈表现上，善于观察的女人专注于对方的表情，较为细腻；比较粗放的男人则关心对
方谈话的原则，疏于观察。
　　第三，在思维差异上，女性一般长于形象思维，男性则长于逻辑思维。
因此，女性多富语言天赋，男性则擅长理工创新；到陌生处，女性多喜找人问路，男性则常常借助地
图自行查找。
　　第四，在脾气上，男性大多较为沉稳，不擅发泄；女性则易激动、喜唠叨、爱发泄，常为小事烦
恼，免不了出现“女人脾气好像天气”的突变情景。
　　第五，在选择与占有的表现上，女性喜选择，男性重占有。
例如，女人不仅大多喜购服饰，而且很少有人会心满意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女人永远缺少一件自己
满意的衣服。
而中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则是男性注重占有的典型表现。
此外，男女相爱容易，相处难。
假如说男人注重占有女人的“身”，女人则在意男人的“心”。
　　中西有差异：首先，在个性上，西方人主张张扬个性争先不恐后，中国人则提倡凡事低调恐后不
争先，以至于有人说西方人为自己活着，中国人为别人活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中国不表露心迹、口是心非还成了有修养、有觉悟的表现。
晚清名臣曾国藩即为其中之“低调不张扬”的典型。
　　其次，在形式与内容上，西方人重视内容，中国人讲究形式。
例如，西方人的沙发和席梦思以人为本，讲究舒适；中国古人的红木家具和“千工床”，只讲究形式
美，不重视人的舒适。
　　第三，在等级上，中国儒家文化按“长幼、男女、尊卑”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西方基督教文化
则讲究人与人的平等。
　　第四，在家与国的问题上，中国人将社会家庭化，不仅把国与家两个字合称为“国家”，而且在
社会上将领袖称为“爷爷”、“父亲”，将友好城市称为“姐妹城市”，将当兵的称为“子弟兵”，
当官的称为“父母官”，河流称为“母亲河”。
西方人不但在文字上将国与家严格分开，称国为“country”、“state”、“nation”，称家为“familiy
”；而且在社会生活上，也不会以家庭化来衬托人治思想，将国与家混为一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态度改变人生>>

　　第五，口与心。
西方人比较直率，大多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讲究客气，往往心口不一。
例如，中国人到他人家里拜访，当主人提出倒茶时，客人往往推辞再三，要求不要倒茶，倘主人真的
不倒茶，客人事后则会私下非议主人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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