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采铜精进经典语录(通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采铜精进经典语录篇一

转眼间，参加工作已接近半年，步入社会时的激情飞扬和斑
斓梦想也随着工作的热情渐渐高涨，但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很
多问题，深刻的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是真理，工
作的这段时间，深刻体会到刚刚踏入社会参加工作时的无力
感，由此我的情绪很懈怠，对工作也提不上劲儿，后来，在
学校看到了稻盛和夫先生所著的《六项精进》一书。阅读这
本书，犹如一次精神洗礼，无论是稻盛先生的工作经历还是
他从实践中得出的至理名言都让我受益匪浅。

稻盛先生在《六项精进》一书中，阐述了人生价值、人生意
义，工作的目的、方法和境界；如何通过工作提升自己的心
志，磨练自己的意志；如何享受工作的快乐，获得事业的成
功，人格的精进，从而实现人生价值、享受人生快乐。他提
出的人生"六项精进",其中，让我最深有体会的是第一条"付
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把工作当成是一件的事情，把工
作当成一件事业来做，让每一天的充满价值，在工作中体会
乐趣。日复一日的工作可以锻炼心志，提升人性，磨砺人的
思想。全身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磨
练自己的灵魂，铸就美好的，自己的命运一定会向好的方面
转变。

把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投入到工作中，就要改变心态，要喜



欢并上自己的工作，不管工作差异、职位上下，都必须喜欢，
当工作遇到困难时，一定不能放弃，放弃了就等于前面所做
的一切都归零了；当工作进展顺利时，就要直率地表达出工
作中所获得的`欢乐，鼓励自己继续努力来获得更多快乐；当
工作做到有人褒奖时，就要诚心的表示感谢，把这种快乐和
感动当做前进路上的精神食量，然后继续全心声地投入到下
一项工作中去。不要把工作当成一种苦差事，一心去想工作，
自然就会有好的收获，一定能做出，有了成绩就会获得身边
人的好评，你就会更加爱上自己的工作，良性循环也就开始
了。充满热情对待身边的每一件大事小事，只要信念还在，
梦想就在。

活在当下，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坚持每天进步一点点，
即使每天的进步微缺乏道，但假设经过日积月累的沉淀，就
一定可以孕育宏大的变化。

采铜精进经典语录篇二

那一年，我怀揣无限的憧憬和喜悦，踏上了高速公路行业，
在这里，我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温暖。多年来，在领导的谆
谆教导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中，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有效锤
炼，进一步增强了敬业心、进取心和感恩心。这“三心”与
《六项精进》中的核心宗旨异曲同工，让我进一步坚定了奋
斗信念，使我的思想得到了全新的洗礼。

敬业心，是职工的必备素养。在《六项精进》中多次提到了
一个关键词“勤奋”。书中表示：“除了拼命工作以外，世
界上不存在更高明的经营诀窍”。对此，深以为然。所有业
绩的取得，都需要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对自身负
责、对公司尽责，这，也是每一位职场人理应具备的素养。
当我们认真工作时，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迎刃而解，我们
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掌声与赞誉。基于此，今后我会极其
认真地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此践行使命担当。



进取心，是崛起的有效保障。学习是永恒的话题，唯有不断
学习，才能用知识武装头脑，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无限可能。
《六项精进》中就提到了谦虚向自然界学习、定期反省不足，
让清新、高尚的思想占领心灵的庭园。经过认真思考后，我对
“笃学奋进”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学习，不仅是要“学”，
更要“思”，定期回首“来时路”，针对自身不足，找
准“发力点”，不断完善自身。唯有此，才能让我们掌握更
多的本领，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奠基。

感恩心，是成功的最佳路径。《六项精进》中多次提及“思
利他”、“对一切都要说‘谢谢’。”这是一种奉献精神，
也是感恩的表现。作为收费站的一员，收费站所有工作的完
成，离不开周围同事的共同努力。在与同事们相处时，理应
感恩大家的付出，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与同事们友好相
处。感恩，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与人合作的有效助力，当
我们不再习惯性忽略他人付出并学会感谢时，就会收获一份
感动，也会提高周围人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自身
事业，也为公司发展凝聚强大的合力。

读一本励志的好书，让生命之旅扬帆远航，《六项精进》就
是这样一本启智润心的好书。走进富含哲理的文字世界，可
以让我们原本烦躁不安的心灵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打
开新的知识大门。今后，我会以书中内涵为引领，履职尽责、
笃学奋进、感恩他人，争取为公司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采铜精进经典语录篇三

读完六项精进之后感觉这本书是指引你当下生活的一本书，
人活着怎么去正确生活，每个环节都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
想不到原来生活的正确的方式就是这样的，特别是作为凡夫
俗子的我们，怎么才能得到灵魂的升华，只有努力去工作，
拼命地工作才能得到升华，也是做为人的基本和必须的条件。

只有努力去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和你所进行的工作得到沟通，



才能和他对话，才能干好工作。

保持一颗谦虚的心去学习工作才能成长和进步，我发现在生
活中工作中好多人觉得懂一点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懂很多了，
不知道去学习，只是懂或了解一点点，没能精通，凡事都要
向身边的人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有视觉的盲区，没有谁百分
之百的完美。

六项里面第三条就是每天要反省自己，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反省自己工作中哪些还没做好，哪些还没做到位，哪些能做
得更好，继续保持，或下次做更好，不断做到更好才能不断
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是啊我们“活着，就是感谢”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感谢活着，
活着才能去感知这个美丽的世界，去遇见美丽的人和自己。
稻盛和夫他每天都在感谢身边每个人遇见的人和事，只有不
断地去感谢才能让自己成长。

同时也要把感谢的话说出来，才能影响到身边的人，让身边
的人得到愉快，自己也得到愉快，才能更好地去干好工作。
我挺感谢身边人和事的，感谢每个出现在我身边的人，都是
我老师，使我成长。

第五项我们要精进的是“积善行，思利他”多做善事，我们
常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行善才能积德，只有为他人去做一
件事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人格，完善自己。

“不要感性烦恼”今天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就爱纠结，我平时
就是这样的，每当我某件事没干好的时候就好放在心上，现
在我慢慢学着去调整自己，不纠结，争取下次做好。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学着《六项精进》的六项要求去做，每
天去精进自己，一定会提高自己，把自己变得完美，自己的
人格和灵魂也会得到提升。



采铜精进经典语录篇四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六项精进》我前后读了三遍，
第一遍是自己买回书后，迫不及待的享受着开卷有益；第二
遍是深圳分公司全体成员在百家小讲坛上一起学习，吸收着
每个家人的不同见解和能量；第三遍是写读后感，又重头到
尾、逐字逐句、思前想后、结合实际的精读一遍。每次阅读
都让我受益匪浅，而且，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同时也
更加坚定自己学习稻盛和夫哲学的决心。

“六项精进”看似简单，每一项都和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紧
密结合，并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实际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用稻盛和夫的话说，它是搞好企业经营所必须的最基本的条
件，也是我们度过美好人生必须遵守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
每天每日都能持续实践“六项精进”，我们的人生将会更加
美好，美好的程度将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学习六项精进，关键不在于知道，而是每天去践行。只有做
到这点，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将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
变。如下是我学习六项精进比较深刻的几点感悟。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这是“六项精进”的第一条，
在我看来，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书中告诉我们，付出了不亚
于任何人的努力，首先要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只有喜欢了自
己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再苦再累的付出，对我们自己而言也
是一种享受。其次，我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付出不亚于任何
人的努力，每天思考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我
们才会不断的产生创意。最后，拼命工作也是磨练我们的灵
魂。

写到这里，我似乎忽视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两年前加入
向源，我一无所知，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取得一些工
作上的成绩。两年后我就不需要了吗？不是这样的，我应该
要做的是更加努力的工作，因为我现在深深的喜欢上自己的



工作，再苦再累也要把它当做一种享受。正如稻盛和夫所说：
“自然界存在的前提，就是一切生命都拼命求生存，稍微有
了点钱，公司刚有起色，就想偷懒，就想舒服，这种浅薄的
想法也就是我们人类才有”。这点我想应该是我读这本书最
大的收获吧。

这是六项精进的第三条，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当我们取得
成绩，获得赞美的时候，难免不得意忘形。而当我们被失败
打击，被家人误解的时候，又难免不痛不欲生，不能自拔。
而每天的反省就是能够让我们从情绪中走出来，以旁观者的
心态看待我们自己，进而改正自己。和“竭尽全力，努力工
作”一样，“每天反省”也能磨练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
人格。

这里我有两点收获：

第一，每天反省不是每天不停的找自己犯的错误和不足，让
自己陷入内疚之中不能自拔，而是增加自己的正能量，抑制
自己的邪恶之心，让良心占领思想阵地，做一个有利他之心、
怜爱他人、同情他人、愿他人过的好的“真我”。稻盛和夫
把我们的心灵比作庭院，说“反省就是耕耘并整理自己的精
神家园”，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天天反省，除
去杂草，扫除心中的邪念；另一方面是播种各种美丽的花草，
让清新，高尚的思想占领心灵的挺圆，培养自己的善良之心。
因此，每天我们反省的同时，要找到我们每天做到并符合真
我的事情，不断的精心地呵护、培养，让这些真我之心在心
中发芽长大，成为苍天大树，净化自己的灵魂，做一个利他
之人，有爱之人，真我之人。

第二，反省是最快的成长方式。佛教有句偈子“由心门入，
从法门出”，意思是内心真正打开了，方式方法自然就很快
掌握了。很多得道高僧没有经历战争、婚姻、贫穷，但是能
够化解大家心中各种的困惑，给予大家平和，就是因为他们
具备一颗慈悲之心。而反省就是修炼的我们内心，通过每天



的反省，修炼我们一颗利他之心和有爱之心。

稻盛和夫为了帮助患者而研发陶瓷膝关节，因为没有通过厚
生省的批准，被媒体披露，导致自己要在公众面前赔礼道歉，
他内心非常痛苦，于是拜访担雪老师，老师说：“你会有烦
恼，是因为你活着，如果你死了，也就不会有烦恼，正因为
活着才有烦恼，这不是好事吗？”“虽然我不知道你之前造
了什么罪孽，但是你之前的罪孽能够通过这样的挫折而一笔
购销，这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于是稻盛和夫明白：不要
有感性的烦恼，反省之后，把过去的失败坚决忘掉，将精力
投进新的工作。

我们每个人不都应该如此吗？我们的当下都是由我们的过去
决定的，而我们的现在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当下
受到挫折，过的不尽如人意，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做好而
导致的，是在为过去的错误买单，为过去还账，这时候我们
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面对现在，以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去
工作，以谦虚之心，利他之心待人，过好当下，只有这样我
们的未来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我们的未来是由我们当下
决定。同时，我们也要感恩过去，因为有过去这些不足，才
会让我们知道现在要如何才会更好。

六项精进给我的感受远不止上述三点，其它如“要谦虚，不
要骄傲”、“活着，就要感谢”、“积善行，思利他”每一
项都让我受益多多，我想掌握好这六项精进，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实践，通过践行去磨练灵魂，
提升心智。

采铜精进经典语录篇五

读《六项精进》给我更多的感觉是在和一位饱经风雨的平易
近人的老人家聊天，听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我讲述最深奥的
道理。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别之处。以往的书籍作者恨不得
用最高级的词汇，最华丽的修饰来装点自己的作品。本书却



反其道而行。书籍本来就是传播知识，启迪人生，洗涤心灵
之物，如果把书籍写的非常坳口让人费好半天才能理解甚至
无法理解，那岂不是违背了书籍的本质？所以我特别喜欢
《六项精进》这本书通俗易懂的言语风格。

其次，我正好学习会计双学位，自然而然也就学习了周三多
先生的《管理学》，所以对企业管理也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六项精进》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讲同样是本不错的书籍。书
中只是把很多专业的经济学名词替换成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日
常用语，却更好的把企业管理的方法教授给更多的管理者。

《六项精进》的第一项“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第四项
“活着，就要感谢”；第五项“积善行、思利他”运用于企
业管理分别不就是指企业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努力
经营好企业；然后还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在《六项精进》中学习到的做
人的朴实又普适的道理。第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提醒我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工作中都必须不懈的努力，只要努
力才会有收获，要想成功，只有更加努力。第二“要谦虚，
不要骄傲”，这更是被我们重小就提在嘴边的话语，但是真
正扪心自问，自己真的做到了吗？没有。因为以往谦虚只是
一种口号罢了！但是在本书中却是实实在在的而又不失委婉
的告诉我“满遭损，谦则溢”。第三“要每天反省”不正是
《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吗？反省不仅仅是局限于反思自
己的言行，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和做人的态度准则，只有经
常的反省才能达到“修身”的目的，进而“齐家，治国，平
天下”。第四“活着，就要感谢”，要求我们要有一颗感恩
的心，怀着感恩之心，自己就会发现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就
不会因琐事烦恼。第五“积善行、思利他”。佛语云“因果
循环，报应不爽”“须知今日因他日果，今日果他日因”，
我们要时常行善，多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好人终究会有好报。第六“不要有感性
的烦恼”。人生在世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是极为正常之事，



把它们都当成一种人生的体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放
平心态，坦然受之。切记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和学习中，心
平气和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

愈是读《六项精进》愈是喜欢这边书，越觉得他有大道理。
而我却只能粗浅的一窥。以上就是我最近的心得，肯定有各
种缺陷不足，不过贵在真实实在。

六项精进读后感

写在书皮的六句箴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每天反
省；积善行，思利他；要谦虚，不要骄傲；活着就要感谢；
不要有感性的烦恼”，是稻盛和夫先生毕生经历与经验的总
结。

稻盛和夫先生花了长达半个世纪创建并经营了京瓷和kddi两
家企业集团，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在认真经营
企业的同时也在探索做人的正确的准则，他自言，每次做出
经营判断的时候，总会扪心自问：“作为人，何为正确？”
他给出的答案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那就是“坚持把作为
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

稻盛先生认为六项精进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付出不亚于任何
人的努力”，他认为拼命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高明的经营诀窍，
是做人最基本的，必要的条件。想想的确如此，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吗？如果有那也会是得之易，失之快。
哪行哪业，任何人想要取得出色成绩，都是靠竭尽全力、埋
头工作才能得来。我觉得稻盛先生是位智者，他在将自己工
作中的体验告诉大家，他在传授的是经营的哲学，是实学，
不是空洞的理论。从他的言语中没有让人有打了鸡血的冲动，
自然也不会有冷静后的失落。稻盛和夫先生的经营哲学，从
做人最基本道理出发，真挚诚恳。

六项精进的第二项就是“要谦虚，不要骄傲”。中国古代哲



学家就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今稻盛先生
重谈，可见“谦虚”是古今中外，为大家所公认的做人的基
本美德，也是事业成功的基石。稻盛先生用真诚的言语提醒
着我们，取得成功后一定不可以忘记谦虚。

古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今稻盛先生言每天需要反省有
没有让人感到不愉快？待人是否亲切？是否傲慢？有没有卑
怯的举止？有没有自私的言行？等。反省才会意识到自己的
不足，意识到了才能改正。现在很多人向往“非主流”，有
很多个性化的东西确实很好，但也有很多坏的行为被冠
以“自由”的帽子，掩盖他邪恶的本质，被大肆宣扬。没有
人是完美的，mr。job雷鸣老师说，最真实的自己未必是最美好
的自己，强调个性，也分个对错的。

心存感恩之心是六项精进又一条精髓，也是做人的一条基本
的原则。感恩父母，生我育我，感谢兄弟姐妹相伴成长，感
谢朋友兴时相伴，落魄伸手相援，感谢对手给你压力，活在
世上，真的值得我们感谢很多人，很多事。

既然知道感谢，顺其自然，我们也应积善行，多为他人考虑。
稻盛先生说的很多时候，对别人有情，为他人行善日后必有
好报，与中国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相近，都是在宣扬
一种助人的美德。

最后一条对我有很大的用处，自认为是一个感性的人，总是
自诩有诗人的忧郁却没有诗人的才气，总是会莫名的感伤。
其实自己不太喜欢自己的那个样子，因为莫名感伤之后，就
会有了莫名的烦恼。把不要有感性的烦恼作为一个警钟，时
时提醒自己，活得健康阳光一点，是个不错的建议。

之后稻盛先生又跟我们讲述了人何在经济洪流中伺机出手，
那就是在于储备。



六项精进读后感

读《六项精进》，我们就要试着拾起这些看似浅显但却无限
深刻的人生法则。

六项精进，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修炼，是企业领导者搞
好企业经营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养，也是收获美好人生所
必须遵守的最基本条件。短短六条，稻盛先生对京瓷的员工，
苦口婆心地说过无数遍。修炼人生的“六项精进”中的头条，
便是“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是持续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跑完马拉松。

有道是努力者自有天助，这是稻盛先生八十年人生不变的信
条。但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的人，他们无不在拼命地工作。
就像稻盛先生所说的，当你全身心专注于自己从事的工作，
达至忘我的状态，那么你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就会潜移默化地
渗透到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而往往伟大的创造力也都来
自于这努力之后的灵感一闪。反映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也就
是每天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忘我的投入。

第二条就是要谦虚，不要骄傲。人容易骄傲自满，这是人自
身的一种劣根性，特别是在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可是，古
往今来，最后的胜利者总是那些虚怀若谷的人，他们很智慧，
懂得学无止境，人外有人，他们怀有广大的胸襟格局，在他
们看来，眼前所取得的所谓成就根本就微不足道。其实，我
们中国自古就有满招损，谦受益的传统美德，所以不管是我
们做人做事都要怀着一种谦恭敬畏的心态，才能不断进步。

第三条是要每天反省。圣人孔子每日都要三省吾身，更何况
是我们呢。只有每天对于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不断总结反
思才能够每天精进自己，这样通过时间的积累，小精进积累
多了就能大进，小成功积累多了就是大成功。来到现在的岗
位，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还是改变很多，现在的我，在每
天工作结束回家的路上我就会想想今天发生了什么，自己做



了些什么，有哪些人和事我没有处理好的，以期于后续的改
善、精进。而在正式上岗之前，我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的，
每天都浑浑噩噩，好似消磨青春。即使偶时被他人的故事所
打动，但是也无法做到坚持。

第四条就是活着就要感谢。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很重要，很多
人会说，但很少人能够做到。举例子来说，当一个朋友每次
都帮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什么，把它当成是一种习惯，
然而如果突然有一次那个朋友确实也是有难处而帮不了我们
的时候，这时往往在我们心里的那种习惯可能就被打破了，
会埋怨。其实殊不知别人帮我们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可能
起初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谢，但是久而久之就忘了初心。试想
我们生于天地间，须要感恩的人太多太多，如我们要感谢父
母给予生命，感谢有难时身边朋友的鼎力相助，感谢老师曾
经的悉心教导等等···总之，要感谢出现在我们生命中所
有的人和事。

第五条是积善行，思利他。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在当下的
社会里很多人还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很多人走向邪恶，甚至
树立一种强盗逻辑，他们总是盘算着如何把自己的利益最大
化而根本不顾及是否伤及他人的权益。而每每出现问题的时
候，又总是绞尽脑汁要怎么撇清关系、回避责任。因此，我
们要多读书、多实践、多与好人交往，在工作与生活中要经
常尝试换位思考，经常思考如何平衡自己与他人的利益，不
断改变自己，最终做到积善行，思利他。

《六项精进》中最后一条就是不要有感性的烦恼。其实这一
点我更多的理解为不要被过去的事情所牵绊，不管是开心还
是不开心的事，过去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应该是负担，
人生需要向前看。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尤长。作为年轻人，我们要相
信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
要迎接的挑战与考验也还很多很多。让我们常怀谦虚之心、



反省之心、感恩之心、利他之心，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
作与生活中去多磨砺自己，让我们历经世事苍苍，体味人情
冷暖，让我们在阳光与风霜的交织中不断精进、前行。

采铜精进经典语录篇六

20xx年濒临破产的日航在稻盛和夫到任后的424天，涅火重生。
这是第一次听到“稻盛和夫”。

20xx年公司组织学习《干法》《活法》，到现在学习《六项
精进》对于我而言，每次的学习，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可以让我“慢下来”，深度的思考与交流，和同事也是
灵魂的碰撞。

活着的意义？

大学毕业，我的第一份工作选择了银行，这份看起来很体面
的工作，实则十分机械，每天重复的工作让我开始思考，活
着的意义。如果活着是为了快乐，那么工作不快乐，我就可
以放弃吗？就这样我坚持了两年，辞掉了我这份不快乐的工
作。

直到这几年，读过稻盛和夫先生的书之后，我才明白了，人
生的意义：提升心性，磨炼灵魂。

稻盛和夫先生的人生哲学，在我看来，就是让自己今天比昨
天活的更好，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因为活着的每
一天，都是我们的人生。

自省的神奇力量

我认为想要快速提高自己，需要有一份敏锐的觉察，这份敏
锐的觉察一定来自每天的自省。



几年前，我加入培训这一行，因为入行初期，我一心想输入
更多的知识，想看更多的书，但书中的内容基本看完就忘了
一半，过1个月，基本忘了一大半。其实那时的我，一直在低
效旋涡里徘徊，但我没有察觉，因为我太想往前冲。后来我
把看书的计划停下来，开始反省自己为何看书如此低效，正
是这个“慢下来”让我开始思考。后来我不再一味追求知识
量的增多，而是看中“深度”，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
在书中看过的很多内容都记得下来，因为深度思考，可以让
我把“知识点”连接成“知识网”，形成认知以后，这些知
识在脑海里，就像刻盘一样，很难抹掉。

工作的意义？

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与工作有关系，所以最高提升心性，
磨炼灵魂的地方是在工作中。

从我有记忆开始，到毕业后的几年时间里，生活一直过的比
较顺，所以当时的我，是一个有“菱角”的人。我最开始遇
到挫折的地方，就是在职场，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我
拥有了让自己变好的“机会”。

我们的确被叫做命运的力量掌控着，比如出身、容貌、健
康...但在命运之外，我们还被自己的信念、心态掌控。稻盛
和夫先生是极度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这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宋
明理学家的“不诚无物”，真诚贯穿万物的始终，这个对生
活的态度，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信念。

希望我也能想象出一个有颜色的未来，然后规划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