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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有两类-事业和修行 

有两种激情，一种是目的导向，另外一种是内在导向。这两种激情，一种是 IQ 型的，一种是

EQ 型的；一种决定了事业上的成功，另一种决定了人生质量。其共性是，这两种激情都提供了长时

间的、持续努力的力量，后者也许可以伴随你的一生。 

第 1 类激情-比尔盖茨 

第一种的激情比如比尔盖茨，他基于对计算机软件的 passion，甚至放弃了哈佛大学读书毕业的

机会，而专心他的软件事业，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世界文明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获

得了巨大的财富，他的激情给他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比尔盖茨每天早上都是最早一个上班，他总

是停在公司的离门最近的那个停车位，这个停车位都是留给第 1 个到公司的人的。有这样一种激情

而激励为成功的案例很多，比如乔布斯创立的苹果公司，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在 2007 年接受网络采访

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讲到 1： 
Bill and I feel very lucky that we found what we loved. 

因为他和比尔盖茨都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找到了他们的挚爱，找到了他们的激情，所以以后经

历任何的挫折，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苦痛，能够义无反顾的坚持下去 

还有比如雅虎、谷歌，Facebook，这三家互联网公司的创立者都是斯坦福的博士生，他们都是出

于热情，出于社会的应用点，创立了这一类的创新型公司。 

第 2 类激情-曾国藩 

这一类的例子也很多，古人如大家所熟知的曾国藩 2，现在的比如现在大家熟知的李嘉诚，外

国的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现代的比如股神巴菲特。 

曾国藩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曾国藩家训》，讲了人生的一生修行秘诀，他是一个既会做事情又

会写表达的一个事业与修行兼顾的高手。修身的激情和坚持的能力贯穿他生命的始终，这种激情内

在导向型激情。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头明确说，是曾国藩凭一己之力挽救了东方传统文化，

这一点我们从国学传统，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上来，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梁启超评价曾国藩日记

中记载的心得体会不说空话，能真的从实践中总结出人生中最质朴最有用的经验与道理，然后毫不

遮掩的用它来教育自己，是从道与术两个层面，他都做得非常对后代影响很大。 

曾国藩自名涤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就是每日修身的学生，每

天前进一小步，靠修身的精神、自觉的精神、坚持的精神。曾国藩家训是把儒家的道结合自己的

术，以个案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为什么毛先生和蒋先生都非常推崇曾国藩呢，在年轻的时候去学习

他的修身要则呢？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毛病不少，但是他就有一条非常特别的优点，就是注重每天都

                                                       
1 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在 D5 峰会上的对话 
2老梁说故事和郦波教授讲曾国藩的相关视频，百度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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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省。曾国藩的日记写了 28 年，一直写到临终前一天，有人考证过中间大概只断了一个月不到。

人但有恒，事无不成，曾国藩通过每日的日记反省达到自我修身的目的。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恶

习，比如他好色，他这缺点甚至比普通人还严重，有史料记载连他父亲都看不过去了，包括他后来

成才之后考举人，然后考进士进了翰林院，到北京当了京官之后。这也不是别人记下来，是他自己

记下来的，他自己的日记里头记下来他种种劣迹，这就更难得了。曾国藩的日记堪称是东方《忏悔

录》，而且比卢梭的忏悔录写的时间还长。曾国藩思考古人的功夫，它们效果最明显的大约有 4 个

地方： 

一是善于独处，则内心平静； 

二是心怀敬意，则身体强健； 

三是追求仁义，民众就感到高兴； 

四是心思诚实，则神也会钦佩。 

慎独就是阻止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不良欲望，时时刻刻都遵循道理，内心反省毫无愧疚，所以

内心平静；心怀敬意，外在严肃，举止稳重，内心专一纯净，平时修行不松懈，所以身体强健；追

求仁义就是在根本上保存心气，涵养心性，做事的时候就大公无私，体爱百姓，所以人民快乐；心

思诚实的内心忠贞不二，说话笃实不说谎，用诚意感动别人，所以神也钦佩。  
 
儒生八要当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 5 条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修身，前 4

条讲的修身的方法。修身，你就可以踏入人生不断成长的进程，生命就在成长，然后人生的价值最

终就能最后体现，这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曾国藩这个人生他就完美的体现了儒家对个体成长

的这种期许，包括方法论上，所以是既具有道又具有术的一代大儒。在中国历史上，孔老夫子有

道，但是仕途并不顺畅；官场上则有无数多的人，即便是有很多好官，但是能够著书立说的、有自

己思想的非常少见。曾国藩的知行合一，不仅是在当代，在此后的数多年，都会看到他的影响。他

身上体现的正是我们东方传统文化文化的精髓的部分，尤其是道德层面的精髓。 
 
谈到今人我们说一说李嘉诚。李嘉诚出于书香门第，而且对于读书有巨大的兴趣（passion），

本来的志向是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教师，但是由于父亲过早的去世，作为长子，必须承担家庭

责任，于是从饭馆里面的跑堂生做起，通过观察学习，慢慢开始自己做生意，最后成为一个非常有

儒家风范的成功生意人。说他有儒家风范，指的是李嘉诚本意是想成为一个教师，最后却阴差阳错

成为一个生意人。李嘉诚非常喜欢读书，但是因为家里没有钱，不仅上不起大学，也读不起书，他

想了个办法，花钱去买旧书读，读完了一本，再把旧书当掉买新的一本，因为来之不易，读的时候

也会非常专心，因为这本书不会总在书架上放着，要尽量把它记牢，李嘉诚读书的 passion 在他事业

成功之后还是在继续的，可以说读书是李嘉诚的一个激情，热爱读书和善于读书，这种激情在很多

伟人身上都有，比如毛泽东、比如习近平，对于读书的热爱，注定了在他们在人生的历练历程当中

不仅有实践，还有思想和品味。这是一项素质性的激情，内在导向型激情，和某一项具体的成功没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决定了你人生的一种品质。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 3 
 

研究生导学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提到： 
插队时，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

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 
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

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读什么，是读书的第一步，它决定了读书的质量与方向。一个人读什么，自有其选择权，这

与个人的需求、爱好和思想认识有关。但选择的对与错、好与坏，则直接决定了阅读之路的方
向与终点的到达与否。因此，要正确理解“读什么”。 
一是要有健康的阅读心态。书籍不是纯净器，它不可能过滤掉所有有害、错误和不健康的内

容与思想，且不言个别非法出版物，既便是正常出版的图书，其中亦可能瑕瑜互现。此时，用
健康的心态选择“读什么”，应放于第一位。 
其二，应据弃过于功利性阅读的思维。如果一个人为升学，只读教科书，其知识面必然狭

窄；如果读书只为消遣，浅阅读之下，对思想境界的提升，显然助益并不大。 
其三，要多读经典，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知识和思想的灯塔，它历经时间的洗礼与选

择，早已嵌入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中。 

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

夫。 
 
 


	激情有两类-事业和修行
	第1类激情-比尔盖茨
	第2类激情-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