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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不远离小人 你就可能变成小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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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亲近没有道德的小人，听
多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见多了他们
的见利忘义，自 己的邪见定会日益
增上，智慧也将全部灭尽，无形中带
来极大的危害。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修行中，
恶友的危害都非常大。

一个人学好很难，学坏却很容
易。即使是有功德的智者，一旦交
友不慎，也会被恶友拖下水。《水木
格言》中讲过，纵然是圆满的大树，
久泡水中，根也会腐坏；纵然是具足
功德之人，长期与恶友交往，也会被
他所毁。

《佛子行》亦云：“交往恶人增三
毒，失坏闻思修事业。令成无有慈
悲者，远离恶友佛子行。”意思是说，
交往恶友，会增上贪嗔痴烦恼，失坏
自己的闻思修行，以前具有的慈悲
心也会荡然无存，因此，我们一定要
注意平时的与人交往。

假如有人傲气十足、烦恼深重，
对善知识的教言不重视、不恭敬，那
最好不要与之寸步不离，否则，自己
渐渐就会被其同化，进而沆瀣一气、

同流合污。
古人特别重视择友，《世说新

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管宁和华歆是一对非常要好的

朋友。他们同桌吃饭、同窗读书、同
床睡觉，成天形影不离。

有一次，他们在田里锄草。管
宁挖到了一锭金子，但他对此没有
理会，继续锄他的草。华歆得知后，
丢下锄头奔了过来，拾起金子摸来
摸去，爱不释手。

管宁见状，一边干活，一边责备
他：“钱财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
得，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可以贪图不
劳而获的财物。”华歆听了，不情愿
地丢下金子回去干活，但不住地唉
声叹气。管宁见他这个样子，不再
说什么，只是暗暗地摇头。

又有一次，他们两人坐在一张
席子上读书。这时，一个大官在窗
外经过，一大队人敲锣打鼓，前呼后
拥，威风凛凛。 管宁对外面的喧闹
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华歆却被这种排场吸引住了，
他嫌在屋里看不清楚，干脆连书也

不读了，急急忙忙跑到街上去看热
闹。管宁目睹了华歆的所作所为，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失望。等到华
歆回来后，就当着他的面，把席子割
成两半，痛心地宣布：“我们的志向
和情趣太不一致。

从今以后，就像这被割开的草
席一样，我们再也不是朋友！”这即
是历史上著名的“管宁割席”。

所以，如果亲近没有道德的小
人，听多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见多了
他们的见利忘义，自己的邪见定会
日益增上，智慧也将全部灭尽，无形
中带来极大的危害。

大华府观音堂 ：
网上佛经学习：周一至周五每

晚 7:30pm-8:30pm《佛说阿弥陀经》
讲座；每周六 9:00am-11:30am《地
藏菩萨本愿经》讲座。

电话参加：1307158592 再拨 ID
号码: 97869843406#

Zoom 登陆 ：ID: 97869843406，
密码：498；欢迎大众随缘学习！咨
询电话：301-683-8831，240-621-
0416

惊人的惊人的““二八定律二八定律”：”：人和人的差距是如何一步步拉开的人和人的差距是如何一步步拉开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谚语：世界上
80%的财富被掌握在 20%的人手
中。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二
八法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
发现的。在他看来，任何一组东西
中，最重要的大约占其中的20%，而
其余80%却是次要的。

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是接受
80%的平庸，还是争取20%的成功，
其实早就写在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里。

有这样一段对话：
3个石匠在雕塑石像，有个人

问：“你们在做什么？”
第一个石匠回答：“我在凿石

头，凿完这块我就可以回家了。”
第二个石匠回答：“我在做雕

像，很辛苦，但要养家糊口。”
第三个石匠回答：“我在做一

件艺术品。”
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回答。
前两个石匠把工作视为一种

义务，要么为了交差，要么为了讨
生活，他们是在做事情。只有第三
个石匠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他以工作为荣。

事业和事情，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做事业抒写的是自己的人
生；而做事情，归根结底只是为了

完成任务。
哲人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工

作当成事业来做，那么他就成功了
一半。

可悲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把
工作当成事情来做，被框在了“为
别人而活，为别人做事”的笼子里。

殊不知，工作不仅是我们的生
活，更是我们的人生事业。

据研究，人类的大脑相当于
1975618G的硬盘容量。虽然很大，
但和记忆力却不成正比。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表示，当我
们学习一个新知识暂时记住后，很
快就开始遗忘，20 分钟后遗忘
42%，1小时后遗忘 56%，1天后遗
忘66%，6天后遗忘75%。

知乎上有人说：
“大脑不是硬盘，而是人体的

中央处理器，主要功能是运算和处
理数据，并不是储存数据。”

然而，我们很多人都高估了自
己的记忆力，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
记住很多东西，却忘了能记住的东
西一定是不断重复的。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只有记笔记才能不断重复你

记住的东西，你的大脑会遗忘，但
你的笔记，只要你不删除，它就永
久存在。

真正的笔
记，不只是为了
记录过去，更是
为了创造未来。

莱辛曾说：
“走得最慢的
人，只要他不丧
失目标，也比漫
无目的地徘徊
的人走得快。”

目标，就像
是夜行人前进
路上的灯塔，是
方向，更是希
望。有目标的
人，不管他怎么
走，都不会迷失
自己。

没有目标
的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要么东
碰西撞，要么原地打转，喜欢胡思
乱想，还经常被旁人左右，担心自
己会半途而废，害怕自己会失败，
结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

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了目标不
断努力。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目
标没实现，而是没有目标可实现。

有句话说得好：没有目标，人
生叫流浪；有目标，人生叫航行。

为什么圆规能画圆，是因为它
的脚在走，心不变。为什么我们很
多人不能圆梦，是因为我们的心不
定，脚乱走。

脚步乱了，人生也就乱了。
有这样一个哲理小故事：
很久以前，人类还赤着双脚走

路。
有一次，一个国王到偏僻的乡

间旅行，遍地的碎石子硌得他双脚
直疼，气急败坏的他下了一道圣
旨：“把全国的道路都给我用牛皮
铺起来。”

但问题是即使把全国的牛都
杀掉，也不够铺路。

一位聪明的仆人大胆向国王
进言，说：“国王啊，与其牺牲那么
多牛，您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住
您的双脚呢？”

国王如梦初醒，立即收回成

命，采取了这个建议。
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

己，因为这个世界你能控制的只
有你自己，别人都是不可控的。

别试图去改变别人，因为你
永远都改变不了，如果你希望看
到世界改变，那么先学会改变你
自己。

网上有人说：今天的事今天
做，明天的事提前做，后天的事准
备做，未来的事计划做。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要
想成功，你不仅需要能力，还要有
超前意识。毕竟，真正的机会，从
来都是给时刻做好准备的人。

然而，我们很多人却败给了自
己的惰性，常常把今天的事情拖到
明天做。但就算明天做得再好，终
究还是把事情耽误了。

更可怕的是到了明天也不一
定做，一拖再拖，最后，不仅拖垮了
自己的时间，也拖垮了自己的人
生。

正所谓，未雨绸缪早当先，居
安思危谋长远，我们不仅要今日事
今日毕，同时也要明日事今日计。

别等到亡羊补牢时，才发现为
时已晚。

别等到错失机会时，才意识到
自己的每一次偷懒，其实都是在给
自己的未来挖坑。

牛顿曾说：“如果说我比别人
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
人的肩上。”

成功是没有捷径的，但是如果
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鉴前人成
功的经验，你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按别人成功的经验做事，不是
照搬别人的经验，而是结合自己的
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个人能成功，靠的不仅是自
己的努力和坚持，更多是因为跟对
了人，做对了事。

反之，如果一个人一意孤行，
仅凭一己之力，是很难走向成功
的。

无论一个人多有智慧，也都会
有自己的极限，如果不愿意去学习

别人成功的经验，基本上是人生也
就禁锢住了。

所以，要想突破，你就要学会
借力，如此，才能爬得更高，走得更
远。

《道德经》里写道：“天下难
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

意思是说，天下的难事是由
简单的事情演变而成的，天下的大
事是从细微的小事累积起来的。
如果一个人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得
从细微、简单的事情做起，比如，坚
持每天阅读。

《哈佛家训》里有这样一组数
据：

如果每天花15分钟看书，每分
钟能读 300字，15分钟就能读 4500
字，一个月是 13.5万字，一年的阅
读量可以达到162万字。如果按每
本书 8 万字，一年就可以读 20 本
书。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数字远
远高于世界人均阅读量，而我们国
家，人均阅读量才4.66本。

像每天阅读如此简单的事都
很少有人能做到，更何况世间的大
事？

《劝学》里说：“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想一步登天，那就无异于天方
夜谭了。

有人说：
这个世界没有给任何人保证

公平的义务，有的只是在现实环境
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做自己想做的
能做的事。否则，愤怒了一辈子，
批判了一辈子，却什么事都没干
成。

二八法则从某种意义上也叫
不公平法则，很现实，也很残酷。
它的不公平，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我们唯一能决定的就是选择成为

“二”，还是成为“八”。
要想成功，那就要不断地从

80%进入20%，如此，才能攀向人生
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