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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统领贯穿着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后世的
仁人君子也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修身立人，做着出世入世的事业。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家思想始终是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
相互辉映。

历代也多认为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故有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https://fhyuan.net/?p=4391


 

道家追求自然无为、返璞归真，涤除玄鉴，潇洒旷达，体现了机敏做人的学问。不是追求阴谋诡计，也不
是一味圆滑世故，而是一种智慧和谋略，它既防止别人伤害自己，同时也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广交人脉，
左右逢源，事事畅通无阻。

儒家讲究持重、勤谨、正气、担当以及自省、中庸的为人处世之道，体现了中正做事的学问。这种心态，
让人圆融通达，变得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社会精英。

佛家主张四大皆空，慈悲宽大、包容忍让，视世间万难为无物，不怨天尤人，崇自然，呈本性，体现了超
脱修心的学问。

有了这种心境，人就会变得豁达而坚强，远离仇恨，避免灾难，获得人生的成功。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本厚重的智慧书，那么，道家智慧是最机敏的一页，儒家智慧是最中正的一页，
佛家智慧是最超脱的一页。

学习了解儒、释、道三家智慧，帮你全面地解读其思想精华，把传统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中，在做人、做
事与修养心性方面为你提供帮助和借鉴。

时代在变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思考。

 



 

纵贯儒、释、道三家智慧，撷取道家、儒家、佛家中最经典的人生智慧，以儒家做人、道家做事、佛家修
心。

涉及现代人最关注的人生问题，诸如财富、事业、管理、家庭、处世、人际、进退、修心以及养生等方面。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大事的时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如果你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么你只不过徒有满腹经纶而无所用。

如果你一味老实耿直，不懂应变之道，那么你也只能处处碰壁，逃脱不了平庸的魔掌。

如果你素来争强好胜，百折不弯，不懂屈伸进退，那么你也只能吃亏在后，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你总是心直口快，不加掩饰，不知用晦于明、藏巧于拙，那么你也只能聪明反被聪明误，搬石头砸自
己的脚。

掌握了道家、儒家、佛家做人做事的方法，必能帮助你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在人生道路上左右逢源，
大大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处处受欢迎，事事皆顺利，从而成就卓越人生。

学习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做人、做事、修心的成功哲学，密切结合实际生活，可以解决现代人最关注的
许多人生问题。诸如事业管理、婚姻家庭、为人处世、结交人脉、职场进退、修心养生等诸多方面。

用最经典、实用的人生哲学指导自己日常的做人做事，会更顺利地成就事业和人生。

 



 

大量有关道家、儒家、佛家做人做事成功与失败的生动事例告诉我们：

做人要聪明不外露，做一个糊涂的精明人；

要把握好做人的尺度，万事都要留有余地；

要经营好自己的人脉，八面玲珑路路通；

要学会低头，能屈能伸，“忍”字当先；

要灵活为人，水流不腐，人“活”不输；

要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

要外圆内方，行欲方而智欲圆⋯⋯

做事要有看待事情的特殊眼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希望；

要抓住机遇，敢于冒险；要把所有的精力集中于一点，专注突破；

学会选择，懂得放弃；要敢于决断，该出手时就出手；

要从全局出发，能谋善断，运筹帷幄；

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思维，力求创新；

在面对挫折时要力争奋发，以毅力和坚忍攀最高峰⋯⋯

提示：做人要效仿儒家一板一眼，马虎不得；做事要效仿道家灵活机动，随缘方便；思想要效仿佛家量同
太虚，智周万物！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