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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的第一句话是“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论语》里的第一个字就

是“学”，它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人

生的乐趣来自于“学”，活到老学到

老。

这个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必

能领会很深。很多人本科毕业上班后

就不打算再学习了，或是仅仅工作后

参加培训而不是一辈子都在学。

学习本身才是生活的乐趣。学习

并不是为了挣钱，仅仅是为了学习，

这就是学习的乐趣。正如同工作的目

的就是工作而不是挣钱一样。这是一

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后，工作会更

好，很可能收入会增加，但是，工作

不是为了增加收入。这很辨证。有人

说，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才不会去

学习什么，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人类文明慢慢让每个人越来越自由，

生活的目标可能变得模糊，学习并实

践才是乐趣所在。

在概念上深刻理解《论语》的

含义，在生活中、社会中，甚至走在

马路上都有学习的机会，对生活的体

验认识以及人生的阅历，这些都是学

习。我们看不懂很多东西，比如华尔

街金融风暴、股票等等，这些都需要

我们去学习。人生是一个过程，经历

就是了解和学习。有些人会研究得很

深入，工作当中不断深入了解，找到

好的工作模式和管理方法，把工作做

好。

众 所 周 知 ， 《 大 学 》 、 《 中

庸》、《论语》、《孟子》是儒家的

启蒙读物，《大学》排在第一位，核

心思想也在讲“学”，《大学》第一

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亲民”，表示革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出发点很

高，很正确，后面讲“止于至善”是

追求最高境界的意思，“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是指最大学问或道理在于弘

扬高尚的道德品质，它的反义词是留

有私心、小的道德品质或小的不道德

的品质。整句详细解释就是最大的学

问或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弘扬高尚的

道德品质达到最高的境界，而不是一

般的境界。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学会了一

个事情，是积累在自己的头脑中还

是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如果大家在

学习期间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肯定效

果会很好，这是最好的境界，是“明

明德”，是可弘扬的道德品质；如果

存在私心，自己搞明白的事情不告诉

别人，如果自己搞错了，别人也不知

道，没人验证；而且别人在学习这个

的时候费九牛二虎之力弄明白，如果

也错了，大家互相都不说，大家就可

能会多次犯错误。如果仅仅某个人学

了有价值的东西不告诉其他人，那么

整个团队就是失败的。很多不成功的

团队可能就是这样的。做损人利己的

事不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大学之

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道理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很

难。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些警句，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是他们自己对人生走

过的弯路的总结。道德品质在人生中

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相反，我们所

掌握的技能（如工作技能、办事技

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一

个人失去了道德品质，失去了忠诚、

诚信是很可怕的。

“盗亦有道”，盗贼的技术含

量也是很高的。越聪明、技术越高超

的盗贼对社会危害越大。坏人越有本

事越可怕，还不如那种没有本事的坏

人。同样，一个人有没有价值，首先

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才是这个

人有多大本事。一个人如果本事很大

但是做的是坏事，这个人就不是成功

的。有经验的企业对这种人是避之惟

恐不及的。

希望大家能从道义的角度理解

“盗亦有道”，不要用自己的实践去

证明。一个人一辈子交学费的次数不

能太多，一旦交了学费，也就失去了

机会。有的人以为一辈子会有很多机

会，那很可能是错误的，很多人是没

有机会的，有的人可能只有一次机

会，这次机会丧失了，所有的事情就

全都过去了，游戏就结束了。

（本文有删节）

汪唯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照片，年轻的汪唯显得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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