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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A6_E9_9A_BE_E5_c122_481738.htm 千佛山上的佛像和

上山的台阶是同一座山上的同一种石料，于是台阶对佛像说

，凭什么我们被人们踩着而去拜你？佛像淡淡的说：因为你

只挨了四刀就行了，而我却是千刀万剐方成佛。 这个故事在

《于丹心得》中已经被借用过一次，今天不妨再借用一次。

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主张，人都按照“享乐原则”与“现实

原则”决定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所谓“享乐原则”就

是“直接地满足需要”；“现实原则”则是思考一下：“我

这样做对吗，要怎么做才对？”例如，一个人在森林里迷路

，走着走着肚子饿了。根据“享乐原则”，这时候应该立刻

吃东西，如果没有东西吃，就必须退到“现实原则”，想办

法觅食。 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坚持“享乐原则”，到最

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当时我们无法立即满足时，如果

不去思考以什么方式满足需求，需求就不会被满足。反之。

如果能够思考“该如何满足需求”则会分散原本对需求的注

意，而专心从事寻求满足的过程。换句话说，现实的原则可

以延迟我们立即的需要，并使它得以升华。 《情感智商》中

有一个例子，叫做“糖果实验”，实验对象是4岁的孩子。首

先给孩子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可以立即吃一个糖果，这

是属于“立即满足”；第二个选择是可以吃两个糖果，但是

必须等一位大哥哥出门再回来，而等待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这就属于“迟延满足”。最后的调查发现，选择两颗糖果的

，长大后往往比较有成就。 人从生下来，除了在出生初期，



母亲出于母爱与本能，往往能对婴儿的需求“即时满足”，

其实主要是喂奶以及满足孩子被抱一抱需求，在以后的成长

过程中，类似于这种哭了就有奶吃的“即时满足”则越来越

少。 但是，在孩子心灵的刻录期（大际在0-7岁期间），如果

父母倾向或者有能力于满足孩子的“即时需求”，则孩子一

生都生活在“即时满足”追求中，而拒绝、抗拒、逃避、恐

惧“延迟满足”；如果父母没有能力或倾向刻意不满足孩子

的“即时需求”，则孩子会本能地追求“延迟满足”，而压

抑、放弃、恐惧、抗拒“即时满足”愿望和要求，哪怕唾手

可得满足都唯恐避之不及，一定要经历许多等待和挫折，方

敢接受享受。当然这是人之初的两处极端倾向，现实的情况

会更加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在生命

初期获得的境遇是完美无缺的。基本的事实是：世界上没有

人可以永远都生活在“即时满足”的快乐中，所以人生的快

乐都必须有“延迟享受”过程。据德国心理学家的对比测试

，娇生惯养的孩子往往比严加管教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因为

他们始终不放弃享受的快乐的追求，最终是以事实上“延迟

满足”取代了原本追求的“即时满足”；但是严加管教的孩

子，则在需求产生之时就会产生本能的压抑和控制情绪，以

至于更容易放弃自己的需求和追求，或者缺乏追求愿望和需

求满足的动力和创造力，但是，这仅仅代表人的心理起点，

追求快乐和享受最大化，是人之常情和人之常态，每个人都

会从自己的心理起点出发，开始自己的人生路。所以人生的

学问都在因愿望和需求不能“即时满足”后，享乐的内容与

追求享乐的过程构成了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人生，简单地

说白是愿意挨“四刀”后还是“千刀万剐”后。 但是即使人



生做好了千刀万剐的准备，或者真的经历了“千刀万剐”后

也未必就一定能成“佛”，一定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因为即使是“千刀万剐”还是有学问的，如果剐得不当，千

刀万剐后就会成为粉末和碎石。 深圳电视台有一档少儿节目

，叫《饭秀了没？》，有一次，主持人强子让表演节目的孩

子拍卖一幅他画的画，让他自己开价，结果他开出的价5元，

实际拍卖价是100元，拿到钱的时候，孩子惊讶的说：“哇，

一百元喔，好大的钱哦”。 当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惋惜，一个

天真烂漫的孩子，有钱与没钱的标准就因为父母教育的失误

，而陷于一个沉重的生命模式中，而孩子将来因为这个模式

和为超越这个模式付出沉重的代价。 设想一下，一个孩子

把100钱当作有钱，以后成长道路上就以上为坐标的起点，然

后从100元上升到1000元，再从1000元上升到10000元，再

从10000元上升到100000元，⋯⋯，人总是本能以十倍率比较

来比较有与无、多与少。大部分的家长与孩子都是这个模式

中提高自己有钱与没钱的标准的，而且大都是从5元和10元开

始的。 如果在孩提时期给孩子一个更高的标准，就会在生命

模式中比别人略胜一筹。前几年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

也让朋友做过这样试验，在星期天让孩子尽情地、随心所欲

地花钱，父母权当他的钱包，结果大部分的孩子连一千元都

花不出去，在开始的“疯狂”地满足后再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了，而开始“疯狂满足”的都是一些向往已久的小玩艺，玩

具、书、文具还有就是吃的。 从此以后，我对孩子的零花钱

标准及时进行了调整，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千元以内的开支

由孩子自由作主，为安全起见把钱存在银行卡内交给他，即

使丢了也无妨。在上高中后我把标准又提高到一万元，反正



他的银行帐上有近一万元存款，同时教给他如何在分配半年

、一年的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例，保证手上随时有现金

可以支配，同时还有利息收入，以此培养他的理财和用钱挣

钱的能力。相信，这种方式比一味地娇生惯养和压制孩子的

愿望或需求的做法要好的多。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上，永远是

这个主题，要放大、引导他的愿望和需求，并把他们的愿望

和需求变成为之努力或可以实现的目标，然后教会他们如何

实现，如此就能丰富他们“延迟满足”的过程和快乐，这等

于在生活中教会孩子生活，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交给孩子一个

丰富多彩的人生。 从现实生活状况来看，六、七十年代以前

出生的人，愿望和需求大都被压抑，而容易陷于于“延迟满

足”的痛苦中；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又因父母和家长

的娇生惯养而习惯于“即时满足”的体验和享受。由于大都

没有很好的引导与教育，步入社会后，要么被自我本能的压

抑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愿望和需求不能被满足而处于时常

的愤怒和痛苦状态，最后形成叛逆的心理，把愤怒和抱怨一

起抛向“不公平”、“不人性”的社会，而成为一个愤世嫉

俗的青年，简称“愤青”，以至于小小年纪就深陷于世态炎

凉的感叹和悲哀之中。原因其实很简单，是因为在他们成长

的过程中，没有人告诉他们，在愿望和要求不能被“即时满

足”后，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也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传

统教育只教人们如何读圣贤书，不教人们如何成为圣贤人，

如何去面对人生的“千刀万剐”，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

遗憾，也是传统教育总在制造读书人悲剧的原因。 虽然千刀

万剐的寓言故事，告诉人们一个普遍的道理，世界上没有随

随便便的成功，成功都是历经苦难方可取得，但是光有苦难



没有磨练显然是会有好结果的。昨天晚上在网上遇到一东莞

的律师同行，他和我一样，也有过法官的经历，因为读过我

的书和文章，所以对话比较直接。简单地聊天后，他表达了

他的无奈和迷茫，而我从QQ视窗中的随随便便的对话和光怪

陆离字体、字号和颜色中，就能判断出他是一个怎样的律师

了？ 于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1、你平常言谈举止，穿衣打

扮是不是保持职业状态，让别人一看你就知道是一名律师？ 

答；没有想过，反正很随便，甚至是不修边幅。 2、有没有

对你交往的人进行分类，选择对你最有帮助的人进行交往？ 

答：我有很多朋友，但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3、有没有想过

如何突破业务瓶颈？ 答：想过，但还没有找到好办法。 4、

你有没有向别人学习如何尽快地开拓业务？ 答：我有很多律

师朋友，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交流。 5、他们是不是都是做得

很好的律师，案源和业务都很充分？ 答：彼此彼此。 6、有

没有参加过企业培训？ 答：没有，我也没那么多钱。 7、你

一次500元、一年2000元的培训费都交不起吗？ 答：有这样的

培训吗，我怎么不知道？ 8、你有没有自己的成功标准？ 答

：成功的标准很多。 9、你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为自己定

义一个标准？ 答：没有。 ⋯⋯ 从上面的对话内容可以判断出

，显然这名律师现状不是很理想。生活状态与职业状态不分

；工作评语言与生活语言不分；工作生活中既没有目标也没

有方向；口袋里既没有太多的钱，现实的能力也赚不到太多

的钱。从法官到律师急切地渴望有足够的案件来展现他的专

业能力和个人价值，但是事实上还没有足够的当事人委托他

。所以现在天天在经历愿望不能被满足和伸张的痛苦，但是

又不知道如何突破，形象地说就如一头拉磨的驴，虽然对现



状强烈地不满，但又不知道也没有勇气摆脱缰绳和石磨对他

的“牵挂”，光有苦难没有磨练，苦难就会成为永远无法摆

脱的魔咒。 于是我只能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启发他：我从做律

师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追求，十余年的时间

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专业--管理律师，在深圳五年的时间我

通过不断与企业家在一起共同学习，修炼、探索、成就了自

己的专业，同时把自己的经历总结出来与天大家分享，并得

到了年轻律师的普遍认同，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穷律师、富

律师》和《从实习走向大牌》二书，与此同时把对企业管理

中的感悟和心得写了出来，受到企业界、管理传播界的认同

，我目前的定位是为愿意成为行业冠军的企业提供管理律师

服务，目标客户锁定在每个行业的前十名，目前我事业中的

朋友也都来自我的目标客户和有能力为我的目标客户提供服

务的一群人。为实现这个目标，今年我去北大读书，与全国

的企业界的朋友共同学习，一方面进一步丰富自己的专业，

同时也是为了结交更多的企业界的朋友。如果没有十年磨一

剑的勇气和坚持，要想在律师界取得成功和自己想要的成就

，只能等待天上掉馅饼了。最后建议他尽快为自己制定一个

五年计划，然后一步步实现它，一切从学习开始，在这五年

既要学会挣钱还要学会理财、投资，这样才会有丰富多彩和

有保障的人生，从财务自由走向心灵自由。 相信，类似于这

位律师同行状况的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刚刚走上社会的年

轻人，大都面临这样的窘境，或者苦于不知道想要什么，或

者苦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如何实现的满足自己的

想法和要求。二者都是有不得不面临的苦难，而没有刻意的

磨练，也似乎总是在自己设定好的磨房中打转，或意志消沉



以至颓废或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能日行千里的梦想。 回到

本文开始的故事，挨上四刀只能任人践踏，千刀万剐方可成

佛，但是无论是四刀还是千刀都必须是有的放矢，心中有佛

方可成佛，一刀一刀都必须有事先精心的策划与安排的，没

有一刀是随意剐出来的，只有经过如此精雕细刻的人生，才

是可以享受真正的品味、快乐和成功，否则千刀万剐以后的

，不是一堆堆乱石，就是一袋袋的粉末。 至于如何规划和选

择人生，还是借用著名的苏格拉底摘苹果的故事来说明吧。 

学生问哲学家苏格拉底：“人生是什么？”苏格拉底把他们

带到一片苹果树林，要求大家从树林的这头走到那头，每人

挑选一只自己认为最大最好的苹果。不许走回头路，不许选

择两次。 在穿过苹果林的过程中，学生们认真细致地挑选自

己认为最好的果实，可等到了苹果林的另一端，大家又不约

而同地请求再选择一次。其中一个学生请求说，“我刚走进

果林时，就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好的苹果,但我还想找一个更大

更好的。当我走到果林尽头时，才发现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就

是最大最好的。” 另一个学生紧接着说：“我和他恰好相反

。我走进果林不久，就摘下了一个我认为最大最好的果子。

可是，后来我又发现了更好的。所以我后悔了。” 苏格拉底

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

一次次无法重复的选择。”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人生，如

何才能摘到最大的苹果？现实的做法是： 1、把经过苹果园

的路程分为三个阶段； 2、在第一阶段，找到最大的苹果，

然后再找出次之、再次之的平果； 3、在第二段进行对比，

是否有更大的苹果，对排列进行调整； 4、在第三阶段，先

立地不动，用眼睛观对前方的苹果进搜索、行察、比较，发



现最大的苹果就毫不犹豫立即摘下。 完美的人生不过如此，

在磨难中磨练自己的规划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既要忍受前

两阶段的“延迟满足”的磨难，并磨练自己选择目标和实现

目标的能力的，这样的人生才会丰富多彩、无怨无悔。 所以

人之初的第一阶段，不是匆忙选择，而是多看、多学、多实

践、多积累，在一次次的大胆地尝试中找到自己最有热情、

最容易做到顶尖、最有价值的人生或事业目标；然后在总结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重新调整的明确自己的人生或事

业目标，最后全力以赴实现之。从国内外企业家成功的经历

来看，第一阶段往往需要五到十年，第二阶段也需要五到十

年，在明确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和目标后进入第三阶段，然后

用一生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使命和目标，而第一第二阶段（

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往往都是历经磨难，在磨难中磨练的意

志和能力，最后倾其一生的所有，以非凡的创造力实现自己

的使命和目标。 总之，人之一生，在苦难和磨练中站起来的

才是巨人。 附注：书有关心理学的知识内容参考台湾傅佩荣

著的《心灵导师--重塑心的文化》一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