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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情》》

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以系统的视角观察，以辩证的态度思考中国人的生活，辨析人之常情的惯性表现及其原因，
深刻揭示因人之常情所暴露的侵入口，叹世拔苦，探求超越一般人情世故之上的幸福之路。“性情”
“交情”“世情”三大模块广博撷取生动而富于启发性的例证，以人事、人物、人言解读人心，并力
求以平白轻松的言语表达出来。厚实生活，独立思考，渊博信息，诚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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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钧，近年清华、北大等5大名校各总裁班、官员班5类课程最受欢迎主讲老师之一。27年多行业、多
领域、多岗位管理工作经验，多单位顾问专家，多校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
《商务策划学》第2版/第1版  2012年/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价值——反说·正说·戏说》  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策划思维与创意方法》  2007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快鱼不心苦》  2006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三性角度》  200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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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闲情激情说人情
《性情篇》
1、熟知未必是真知
2、人字两画
3、人多，人太多！
4、食色性也
5、文明是一种脆弱
6、孝
7、情寿
8、聪明
9、比
10、心箭酒弓
11、瘾
12、模糊，才是境界
13、嘴之用
14、三色人生
《交情篇》
1、钱
2、不好意思
3、感谢坏人
4、越越效应
5、交情第一策：折腾
6、随便
7、先发制人
8、羡慕嫉妒恨的联想
9、远近之间
10、幸福之家几口人？
11、让您省心
12、五句口头禅
13、大小明暗
14、友
《世情篇》
1、人情大过债
2、人情对不起谁？
3、上下
4、语文民族
5、信封，为何不叫钱封？
6、男人难
7、饿死。笑死。撑死。
8、苦钱。挣钱。赚钱。圈钱。
9、中国话1
10、中国话2
11、人情之变
12、实用主义
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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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情》》

精彩短评

1、辣眼睛，什么都想说什么都没说，就在那使劲吹牛逼抖机灵，翻了几节，兽不鸟，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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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情》》

精彩书评

1、《中国人情》这些天看了，断断续续的看，这本书本来就不需要一口气读完的。每篇都很有味道
，甚至一篇看两遍，感觉启发都不一样。读这本书，读了之后脑筋不想想不转转，好像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不得不思考的冲动，之后又感觉豁然开朗，有所感悟。不过，《中国人情》这本书可能确实不
太适合80后看，90后就更不用说了，理解不了，领会不了，只有确确实实经历了江湖社会，最好阅人
无数的人，受过确实不少的磨难和收获的人，才会真正体验到“会意一笑”，很惬意，很舒坦，很智
慧。那种忙中得闲，才是境界。作者很闲情，就像他自己说的是 闲书 一样。随便说说，希望《中国
人情》遇到更多的解情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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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情》》

章节试读

1、《《中国人情》》的笔记-第33页

               赤脚的，和穿鞋的，穿鞋的那人，文明。穿鞋的怕那赤脚的也罢了，那穿鞋的，还时不时自己
脱鞋图个舒服。
   文明世界，文明是一种符号，在喧嚣的文明呐喊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脆弱。
据说如今比过去文明，那就看看传媒上、人口中那些海量的流行词吧：
    动辄就是“崩溃”、狂、晕、倒、囧、雷、槑、爆，要么“吐血”，要么“喷血”，要么“暴笑”
，啥事儿都“超级”，长个人样的，就是“天皇巨星”、“中国第一人”，卖点儿半吊子东西，就是
“巅峰巨献”，促销降价叫“大放血”，数不清的商铺几乎天天“跳楼价”⋯⋯语言极端，行为也极
端，以“史上最”、“震惊”、“狂人”等搜索网络，显示出的是千百万条链接网页。
    语言是人对自我心理的描述，极端的词汇铺天盖地，即使还有些平心静气的人儿，浸淫在如此社会
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那传统所强调的“中庸”，恐怕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吧。
    所谓中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极端，让人无止
、无定、无静、无安、无虑，终究无得。
    人类的文明进步首先是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依托已经创造的物质文明去谋求自己认为更高程度的
物质和精神文明，于是，人类对这些物质文明的依赖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并在其过程中逐步减少了
对自身原始能力的依赖。
依赖造成脆弱。
    就如有了手机，我们不记别人的电话号码了，各种密码多得越来越记不住了，有U盘有网盘有云存
储，我们越来越依赖它们，越来越懒了，越来越不会记录在纸本上了，隐隐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从自
身动物本能的降低，到复杂系统出错概率的剧增，因为有超级交通，我们更怕走路，因为有超级医疗
，我们更怕疼痛，因为有超级服装，我们更怕冷热，因为有超级服务器，我们更怕病毒⋯⋯再譬如：
    多多的造汽车，因为开车象征现代文明；多多的罚吐痰，因为吐痰违背现代文明；可是，开车对于
环境的污染，是吐痰的多少倍呢。
    文明就是厉行节约一张纸，铺张浪费万亩田；
    文明就是电视前感动泪流满面，大街上见事无动于衷。
    文明就是用养人的钱养更好对付的狗；就是越来越多的充满大量正确的废话；
    文明就是管理越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规模化的企业，执行力反而越弱，反应力越慢，竞争力
越低；
    文明就是上百位的公务员为保护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的人权，而持续消耗掉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
    文明就是美军官兵享受着全球最高等级的安全防护装备，但自杀数远远超过阵亡数；
    文明就是像《阿凡达》那样的对待那些被认为不文明的各种人群；或者开发越来越大杀伤力的武器
，维护自以为最好的文明；
文明到达美国那样的高度，可内政外交却都无不透出决策者们的一种心底藏不住的害怕。
    似乎，近代史以来的文明，总是一个缺乏自省力的孩子⋯⋯
世界文明发展进入到了21世纪时，联合国做了一件20世纪以前并不需要特别重视的事情：2003年9月10
日被命名为“世界预防自杀日”，每年有纪念活动，美好的秋季时节，偏偏定成了这么个阴暗时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中文网站2012年“世界预防自杀日”网页数据，每天平均有近3000人自杀，每一
个自杀身亡者对应的可能是20个或更多的自杀未遂者。
2013年的初春，那么多的中国传媒都在纪念十年前自杀的一个香港男明星，连篇累牍持续十多天的报
道、专题、影视歌煽情，从报刊到电台，从央视频道到公交车厢，都是那双迷离的眼神。遍览传媒，
却没有看到什么人在纪念那同期发生的伊战爆发、全球非典、新疆地震、巴格达大轰炸，还有暗杀总
理、香港车祸，等等大事件，都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也是整整十周年，却根本没人关心，只有着成百
上千的人痴迷迷、神叨叨地念叨着“哥哥”、“哥哥⋯⋯”。
    自杀，似乎成为了荣耀，如果观众的心灵足够空虚的话。
    一个脆弱的心灵不敢凝视美丽，是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美丽都将会褪色；
    一个强壮的心灵敢于面对哀愁，是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哀愁都将会淡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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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情》》

    有一段激烈的文字，被无数次引用，它来自鲁迅先生1926年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
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
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
    抱歉的是，鲁迅的文章们，正在从当代的语文教材中被大量的删除，因为更多的人不需要“投枪和
匕首”，而需要脂粉、赞歌、麻药。而多数舆论上的“文明”，常常也只属于“乏走狗”、“假洋鬼
子”、孔乙己之流。
    我在《快鱼不心苦》书中说了不少“人之初性本懒”，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幸福指数”，差
不多就是懒惰指数。北欧也好，小国家也好，慢生活也好，欧债危机也好，高福利也好，那都是让人
变懒的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结果。指数越高，人越懒惰。
哈哈！这是不是别样的“返璞归真”呢？
    全球化时代，资源日匮，人欲日增，真会有两千年前老子想象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
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吗？文明的精英们，不至于真的相信可以在今天建设如此国家吧。
    好在文明经典里，还有些坚硬的山峰，从《易经》开篇明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亚
圣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责任，价值，
竞争力，复兴等等这些生存必不可少的概念，都是反脆弱的。

    看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微博，有这样一条：
    工程师同事是个拿数字说话的人。他自费先购入PM2.5检测仪，并意识到了开窗的巨大风险。又买
了一个二氧化碳检测仪，并意识到了不开窗的巨大风险。为解决两难困境，购入空气净化器，随后发
现吸附式净化器的负作用：臭氧的风险。然后购入血氧检测仪确定自己是否处亚健康。然后，⋯⋯
      也许越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越是用科学知识主导生活的人，就不得不活得越累吧。是做知识的奴隶
呢，还是让知识做自己的奴隶？
    纯粹的“科学”或许是独立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科学研究”，却必须是利益主导的，各种各样
的利益。可相信这些被研究出来的“科学”的人们，并因此建立了文明的认知体系的人们，很可能是
这些利益的受害者。
    人类被自己玩出来的科学逼迫到21世纪，嘴上仍然倔强地喊着科学万岁，可心里，越来越向往那些
没科学的地方躲避，凡是没有人烟更无科学的地方，才是最美好的地方。
    所谓的全天然，原生态，野生，有机，最受科学知识丰富的人追捧，其实就是“全没有现代科学痕
迹”的意思！
    想起了那句中国人的俏皮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人的免疫力，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心灵的，物质的强大终究战胜不了心灵的脆弱。
    河北一位金钱事业都颇成功的老板，特别喜欢奔驰的车，正式场合的座驾S-600由专职司机开，硬梆
梆方头方脑的G500V8由她自己体验驾驶感觉，公司接送客人的是两辆R-350，年轻的妻子和年轻的女
儿，各开一辆酷酷的SLK，一红一白⋯⋯有实力有品质。
去年这位老板去北京参加一个高级研修班，结识了一群不同圈子的大老板，感受巅峰人生，一起聆听
玄而又玄的课程，一起体验折腾加忽悠的休闲。听到了一个“说法”：奔驰车的那个商标——一个圈
，加三段线条，看起来仿佛是汉字中的“囚”字，很不吉利，更不利于事业的发展，所以⋯⋯
     是那样的场合，是那样的人群，于是这位老板深深地相信了。
     回去之后不久，他换车了。一次性都换了。
     而且，他还把北京传来的这个“玄机”传给更多的自己周围的体面人物们⋯⋯
看来，心理安慰，是世界上最贵的消费。
     其实，不在于把那个奔驰标识看成是方向盘，还是看成某个汉字，根本在于你心里需要什么，害怕
什么，于是，人就会把看到的都朝自己的心意上靠⋯⋯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本来，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给起的名儿，根据的，是起名者那
一刻的心理！
     文明，让人的心理变得脆弱了，仿佛，听了别人讲述的“绿帽子”的知识，就从此再也不敢戴绿色
的帽子了，即使那帽子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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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人情故事告诉我们，文明不只是有钱与否，而是有了钱后的看法改变了哪些，改变了多少，
不是有好房好车好帽子，而是有钱后（“文明”后），怎样看待好房好车好帽子了；又是怎样看待属
于自己的那个自己。
    自己究竟属于自己，还是属于舆论中的文明？
    既能走进那个文明，又能否走出那个文明再看那文明？
    但更多人一旦文明，就害怕被不文明，更害怕以后享受不到现有的“文明”。
    人一害怕，就好对付了。
    人一害怕，支撑他的那颗胆，就隶属于那些高明的“造文明者”了，即：用知识削弱人的胆，用文
明脆弱人的心。
    引导和推广文明，是“治人”的一种高明的谋略。

    性相近习相远，文明与性情很难平衡地体现在一人之身，就如同精气阴阳的关系，文明是阴柔的，
性情是阳强的，所以一贯中规中矩的生活，总是蔫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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