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季羡林谈人生读书报告 季羡林谈
人生读后感(优秀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季羡林谈人生读书报告篇一

这是一本很好读的书，不是很长，总共不过180多页，用了不
到两个晚上就读完了，老公都说我读得快了（呵呵，因为我
一向读书不是很快的）。读过这本书，我对国学大师，当代
学界泰斗季羡林的思想观点有了一些了解，也对季羡林本人
认识更多了。此前知道季羡林还是在去年7月他去世时，在新
闻上了解到的，还有就是开心辞典的“开心学国学”活动让
我知道了这位大师。《季羡林谈人生》这本书收录了他对于
人生，对于道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的态度的小文章。
这些文章多是上世纪90年代到20xx年期间所作，也即季老在
八九十岁写的文章，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认识确实有更深的
一个层次。让我特别难忘的是季老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
每个人都是历史长链中的一环的组成部份，人生的意义就在
于做好这个环，推动历史向前进步，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意义
很有高度，很深刻。

另外，在多篇文章中，季老都提到了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自身修
养的关系。每次都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认为在当
前这个关系的处理是最重要的一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他
们所崇尚的“征服自然”确实让人类的生活进步了不少，然
而现在凸现的环境污染、物种减少、臭氧层遭破坏、温室效
应等等问题，都警示着人类不能再与大自然为敌，对立地去



发展了，应该是弘扬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时候了。
季老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此点，说明了他对人类发展的担
忧，是深刻的、长远的、应该引起重视的。

现在有“季羡林研究所”这么一个机构，专门做对季羡林作
品及其本人的研究，我想既然有必要设立这样的机构，说明
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从这位大师身上学习，以后可以
再读读相关书籍，可以使自己的思想也更为深刻和长远。读
罢此书，我还绕有兴致地又查了一下与季羡林相关的资料，
其中，他与小学文化的妻子相守一世情很是让人感动。在这
里就不再多说啦。

季羡林谈人生读书报告篇二

无意中，看电视里一闪而过的新闻，得知季羡林老先生去世
了。于是，立刻到网上搜索最新的消息，确定季老在这个潮
湿的季节，确实已经安然地走了。联系到这几日阴霾、多雨
的天气，仿佛早已预示着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将要随着潮湿的
空气一起飘飞。只是，惊闻季老离去的消息，我还是忍不住
在心底悄悄地感伤着、缅怀着。

真正开始认识季老是20xx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清晰地记
得颁奖典礼的时候，厚重的奖杯是记者特意送到季老病房的。
季先生出身农家，早年是在清华大学念的西洋文学系，之后
去德国留学，归来后常年在北大任教。在语言学、历史学、
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季老熟
练掌握多国语言，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
经典。季老笔耕不辍，虽已耄耋之年，但是乐观的生活态度，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做学问之外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去年的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个失意的夏天，偶然在图书馆
读到了季老的《季羡林谈人生》，一个下午都沉浸在这位耄
耋老人的人生感悟之中。朴实的文字，纯真的情感，这恰恰



也是季老文字的精髓所在。记得钟敬文先生有过如此评
价：“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
如同野老话家常。”而我在此刻却无法对季老的文字做出任
何评价，因为，我的年纪、我的阅历即使运用再华美的语言，
在季老的文字面前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看季老谈人生，论价值。看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写出“不完满
才是人生”的感悟。生活中，多少人追求完美?又有多少人真
正拥有了完美?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就像生活中诸多的不如意：
家庭的变故，学业的低谷，亲人的离开，朋友的误解……是
那个下午，在季老的文字中，我读懂了人生，懂得了：人生
就像是一种角度的折射，学着去透过阳光的角度去看自己的
人生，看自己拥有着的一切。我们不能盲目地陷入完美的误
区，从而成就一段并不完美的人生。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
不完美的人生才更易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屈原，在
流放的路途中写出了惊叹世人的《离骚》，正如很多的文人，
都有着难得的旷达一样。季老也同样用自己朴实无华的文字，
教会了我如何去看待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收获一份属于自
己的幸福。

虽然季老走了，但我始终记得，那个盛夏，是他教会我如何
看待人生。

当时人们如此地关注这位老人，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他的
大名声来的。说来，这不得不令人觉得世间很多事很可笑也
很无奈!

我很早就有一本季老的《谈人生》这本书,但是我翻了翻，最
终还是没有看。当时我觉得文字特别平实，平实得一如身先
街坊的老大爷在对你语重心长地讲道理，我觉得文字太老，
语言也不是我平时所喜欢的那种特别有激情的那种，我想，
大概是因为老人的文章都是如此。平淡、朴实，没有华丽的
装饰点缀。而且观点也很老人，像是将世间一切都看穿、看
透了似的。我就不想看了，认为年轻人还得看一些冲劲足的



文字!

但是，最近季老辞世，同期辞世的还有任继愈，我和朋友一
起缅怀季老和任老时，生出了不少感慨!季老一生是平实的知
识分子形象，从来就不张扬，晚年竟如此地受社会关注，是
社会上真的认识到他的非凡和成就了吗?还有任老，他走了，
很多人才知道中国还有一位任继愈!作为学者，耐得住寂寞是
学者的优秀品质，而社会如此功利，又是社会的悲哀呀!

回到家里，我又一次拿起季老的书，在小区的花园木椅上静
静地读，非常安静，没有人打扰，我的心也很平静，读来竟
如品甘露!里面多么平实的话竟有许多让人回味的哲理。不用
心去体会是不可能感知的!那么，为什么我以前看不进去呢?
我想是因为我浮躁的缘故。就像是在大街上遇到一位老人，
你不愿意认真去注视，去用心交流，你不会发现他竟是一位
高人!

季老是一位高人，我曾经错过了，现在，我追寻，还不晚。

最近仔细品读了《季羡林谈人生》，感慨颇多。面对人生，
我也许还真能做到从容不迫，淡泊名利。

从小，我就习惯一种平凡，一种朴素。面对繁华，面对奢侈，
我从没有什么羡慕，即使穿着太过普通，我觉得只要洁净，
就可以了，从没有想过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或是清丽可
人。后来，我又终于拥有了一份我非常热爱的职业，面对职
业的苛求，我与伙伴们一起切磋，一起争鸣，一起策划，可
谓得心应手。捧着浸着油墨清香的教科书品读，就觉得是在
与一位高尚的智者交流，常常忘了已是夜深人静，满天繁星。

人的一生，包括了各个年龄段，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生
课题。大师的话题可谓老少皆宜，如提出人生成功的定义：
天资+勤奋+机遇。前者是天生的;后者有偶然性，可遇而不可
求;只有勤奋，自己可以牢牢把握，以之创造不凡的业绩与美



好的未来。浅明的道理，即使学童也能理解。而大师自身的
勤奋，更是最好的示范。

大师谈人生，不落俗套，大处着眼，不局限于修身养性的小
节。他说，人生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好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
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自身思想、感情矛盾与平
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理得好，生活才能愉快;否则，生活
就有苦恼。他特别强调，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新一代来说，
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尤为重要。自西方产业革命200多
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热衷于‘征服自然’，
破坏了生态平衡，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危及自身的生存。
实践证明，‘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共存共荣的东方道德观念，
是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中国人在学习、引进
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打破妄自菲薄的崇洋媚外思想，
大力奉行‘送去主义’，向西方输送东方文化的精粹，
让‘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让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汉
语，传播到全世界。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当然不能不注重自己的形象与价值。
行为端庄，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是周敦颐笔下的君子形象，
也是我追求的人生境界。这样才上不负父母的教诲，下不愧
子女的法效。于己内心坦荡荡。记得有人说过，名利于我如
浮云。也有人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每读此言，
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豁达，一种超然。“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不是做人的最
高境界。对于圣贤，我们这些平凡人确乎相去甚远，但见贤
思齐，不断地修身养性，实在是我们为人处世之本。年近不
惑，再读季老的人生感悟，更加觉得，一个人真应该好好的
珍重人生。

季羡林谈人生，是季羡林(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
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
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谈人生问题的短文的汇集，是他
在望九之年发出的人生感悟。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个极



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来的
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季
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出
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
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
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
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
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
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
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
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 对待一切
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
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
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
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人民大道被丛丛的树叶所簇拥着，连滤过的阳光也是绿色的。



在天一书店的路上，远远看见两位老人在行乞，记得很久以
前他们也在，穿着朴素而破旧的衣服，脸庞干洁，微黄却不
失笑容，我都会在他们的塑料碗上放上一些硬币，我不用理
会他们是否骗我，一位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人心中早已形成了
自己的尊严，他们会出来行乞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苦衷，我会
尽我所能来帮助他们。

虽然我没遇见过，但我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深恶痛绝，也许
是出自本能，他们拥有双手却不努力工作，拥有头脑却不努
力思考，拥有双脚却不脚踏实地，这种人更应该被指责，相
比于那两位老人，早已步入垂暮之年，生活自理已成难事，
行乞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他们理应被我们所尊重，去帮
助。

我们一些人常抱怨自己的人生。环境时，却挤得出时间去几
趟kfc，逛几次ktv，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好得到的，我想
他们才应该被指责，被批评。

但我常常只听过乞丐被鄙视，却从未听说他们这类人被鄙视
的。

决定买一本《季羡林谈人生》，感觉自己的知识特别是智慧
太单薄了，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迷茫和彷徨。希望能从智者
那里学习智慧。

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
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
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
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
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
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



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
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
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
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
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
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
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
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
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也许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尽管久仰季羡林大名，尽管
《季羡林谈人生》就放在案头，我却迟迟未能细读。年前在
电视和网络中，闻年过耄耋的季老说，请摘去他头上的国学
大师等三顶帽子。我还和多此一举的炒作联系起来，至于他
那句“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同温总理谈论当今
社会时语)，更是让我等常写时评的愤青耿耿于怀。

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为了完成暑假读书笔记。我拭去《季
羡林谈人生》书面上的灰尘，一篇一篇地细读起来。

前三篇直接谈人生，季老开宗明意，首先点明了写作的年龄



背景，却又“谦虚”：望九之年还不清楚什么是人生。这样
的开头很吸引人，一代宗师，着作等身，国家总理几度探望，
执手相庆;北大不避炒作之嫌，甚至特设“季羡林研究所”。
活到这种境地，还一口一个“吾辈凡人老百姓”，真让我等
倍感惭愧。

改变心境也就是寻求内心的和谐。温总理曾对季老说：“有
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
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正是一切和
谐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联系季老对人生的解读，一
切释然。“积极进取、努力改善”是人生，“消极沉沦、怨
天尤人”也是人生。不懂得满足，不保持心态平衡，又哪来
内心的和谐?慢慢品读《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他对人生的感
悟洗涤着我内心的芜杂、浅薄。如果不这么细致地读他，我
还真的质疑“摘帽”为“炒作”，读过他，悟过他，才知道，
那不是，而是老人真正的声音，是他智慧内敛人生的真实渴
望。

这些天，我一有时间，就走进老人的文字，去感受那份真实，
去品味“假话全不讲，真话不讲全”的中国式正直。也许有
人还在以“真话不讲全”为由苛求季老，其实季老是不惮讲
真话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
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趟美食城。晚上一趟
卡拉0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
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
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是日子还能过得去的，
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
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
这一生。”如此直截了当的批判式揭露，酣畅淋漓，痛快而
又入骨。

读了《季羡林谈人生》，感觉很是中的，一直渴望与一位知



天命以上的老者交流一番，不是平常那种与上上辈人的闲谈，
而是真正谈谈人生中的许多对我来说还很懵懂浑噩的东西。
而这位望九之年的老先生能把对人生的感悟分享出来，于我
似久旱之甘雨，润心润肺。有些东西，在这个纷乱的世界，
我们来不及沉淀，在忙碌无为中忘记思考，甚至有些人已然
根本不会去考虑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留有一个位置，
存放它们。是季先生帮我拂去了存放它们的箱子上的灰尘，
重新将它开启，并确认了它们的存在与正确。季先生乐观地
相信人类会到达大同之域，为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为推动
人类发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只要抱有这份责任感，
那么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找到了。

季羡林谈人生读书报告篇三

欲望，与生俱来就具备，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质的体现，欲
望的存在促进整个社会文明发展，这无可置疑的，试想一个
没有欲望的人，更应该想想人为什么活着，有欲望才有动力。
同时欲望也是烦恼的根源，就是人们常说的六大烦恼：贪、
嗔、痴、慢、疑、见，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怎么
驾驭欲望朝正确的方面实现价值？他告诉我们要追求愉快的
生活，追求心态的平衡和宁静。

他说，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理解了这一番道理，它能够让
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就要想到倒
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
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这样就不会有苦恼。即使在遭逢苦难时也要以平和的
心态接受这些命运，或者保持有个感恩的心，至少可以避免
自己嫉妒和愤恨的心。季老的平和与淡泊也感染了我，面对
发生于周围的种种，我也学会去坦然处之。放松、自然的心



境让我活得不再那么累，而且竟能将自身的潜力挖掘。人首
先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就要信任和喜欢自己的选择。女
人往往喜欢比来比去，争风吃醋，东家长西家短，可我却天
生对这个没兴趣，但可能同时了丢了很多“丰富的信息”，
可我却傻乎乎地满足于此，因为我不想让那些乌七八糟的东
西挤满大脑，而减少我思考的空间。我们这一代八十年代出
生的人，还依然习惯于从别人的评价获得对自己的肯定，尤
其是名利，几乎成了唯一的追求，其实所谓“名利”只是外
部促进你成长的一种强化手段，可是却被大家当成了唯一的
目标，一切都为之所限，而忽视了最本质的东西——自我的
成长。很多问题，当深陷其中时往往为其左右，不知所为，
而当我们站在一定高度、一定角度时却能如季老那般客观冷
静地看待和处之。可见，为自己寻找自己人生的基点的确重
要，这时，想起最近常听到的一句话：“眼界决定境界”。

季羡林谈人生读书报告篇四

一本书看完了，就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觉得应该从中找到
一些能让自己受用的东西，不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有时就
在想，也读了些许书，而有的到头来只记得只言片语，甚至
有的一点也记不起了，那这样有用吗？我能肯定是有的，因
为正是在这个忘记的过程中在不断找寻自己心灵的平衡点，
明白生活的意义与乐趣。

人生是什么？我想这个是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敢给出一个准
确的答案，因为人生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是说不清道
不明的。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
睢的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饿吗？问了这些简单的问
题之后，就会让我的头脑清醒点了，也减少了一些糊涂。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好多人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
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其实有时我也不明白人要活着，但
当我和家人，朋友，爱人在一起时由心的'幸福感，我就明白
了；当我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学习，努力生活时的愉悦感，我



又明白。人生就是能让自己的家人，朋友，爱人因为自己的
存在而感觉更加快乐、幸福；能让自己因为自己的存在而不
迷失前进的方向，能让自己感觉到生活的能量与快乐。

季羡林谈人生读书报告篇五

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感触很深，转来与朋友们共享。

回顾自己，好像从未对生活有什么过高要求，也许和同龄比
自己从小也未缺少什么，所以对物质的东西一直持有比较淡
然的态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钱这么用，没钱也这样
用，有时候损失大的常人难以想像，虽然不至于完全超脱但
也从未因此记挂在心，该怎么还怎么样，所以，我曾想，如
果哪天真的无意中成为富翁，我还会是那个原来的我。呵，
能够保持本我，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看了下面的三件事，好像除了锻炼身体没做到，其他一直是
很在意。从参加工作时起，不断的学习好像就成为生活常态，
虽然不是每天学，但基本上每年总要考点什么，这样才觉得
充实。考到现在，也觉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能找个清静之地
每天安下心看看喜欢的书，就是人生幸福了。旅游一直是喜
欢的，去哪玩还有远近等等都不是最关注，关键的还是和谁
玩。和投缘的朋友们一起轻松快乐的度过，这也是人生一大
幸事了。，我现在喜欢的就是找个陌生的地方住几天，慢慢
的休闲，感受一种安安静静的日子，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只
可惜，这样的日子实在短暂，像我这个年纪终归要回到尘世，
退休尚早只能继续上班，郁闷啊！

身体是需要重视了，我并不怕死，只不过不想麻烦亲人，更
不想因为无法治愈的疾病而痛苦的活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宁愿安静的结束。去年办了张健身中心的年卡，只为了想
游游泳，可惜太懒，平均一个月还没一次，冬天嫌冷，夏天
太忙，金钱上的浪费倒是其次，但久坐的身体再如此下去，
真不知道哪天就废了。为了自己，也为了亲人，锻炼健身将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不该俭省的事了。

不论牙膏管子多么丰满，但你只能在牙刷毛上挤出1。5到2厘
米的膏条，而不是1尺长。因为你用不了那么多，你不能把自
己的嘴巴变成螃蟹聚会的洞穴。再比如无论你坐拥多少橱柜
的衣服，当暑气蒸人的时候，你只能穿一件纯棉的t恤衫。如
果把貂皮大衣捂在身上，轻者长满红肿热痛的痱毒，重了就
会中暑倒地一命呜呼。俭省比奢华要容易得多，是偷懒人的
好伴侣—。它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和最小的花费直抵目标，。

然而有三件事你不能俭省！

第一件事是学习。学习是需要费用的，就算圣人孔子，答疑
解惑也要收干肉为礼。学习费用支出的时候，和买卖其他货
物略有不同。你不知道究竟能得到多少知识，这不单决定于
老师的水平，也决定于你自己的状态。

这在某种情况下就有点隔山买牛的味道，甚至比股票的风险
还大。谁也不能保证你在付出了学费之后一定能考上大学，
你只能先期投入。机遇是牵着婚纱的小童，如果你不学习，
新娘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人生的殿堂。

第二件事是旅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蝌蚪，长大了都变
作井底之蛙。这不是你的过错，只是你的限制，但你要想法
弥补。要了解世界，必须到远方去。旅游是需要花钱的，谁
都知道。旅游的好处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常常需要日积
月累潜移默化地蓄积。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
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
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
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

第三件事是锻炼身体。古代的人没有专门锻炼身体的习惯，
饥一顿饱一顿全无赘肉。生存的需要逼得他们不停奔跑狩猎，
闲暇的时候就装神弄鬼，在岩壁上凿画，在篝火边跳舞，都



不是轻体力劳动，积攒不下多余的卡路里。社会进步了，物
质丰富了，用不完的热量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负担。于是要
人为地在机器上跋涉，在充满氯气的池子里浮沉，在人造的
雪花和冰面上打滚，在矫揉造作的水泥峭壁上攀爬……这真
是愚蠢的奢侈啊，可我们没有办法，只有不间断地投入金钱，
操练贫瘠的肌肉和骨骼，以保持最起码的力量和最基本的敏
捷。

有没有省钱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有的。把人生当作课堂，向
一切人学习，就省了上学的钱。徒步到远方去，就省了旅游
的钱。不用任何健身器械，就在家里踢毽子高抬腿做广播体
操……就省了健身的钱。

然而，这也是破费，因为我们付出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