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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自然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自然属性就是我们讲的生命周期，社

会属性则是指在人的生命周期里你的外部环境因你做人做事的缘故而产生的社

会认同度以及你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感受。人的自然属性是个体的事情，基本上应

该由天注定的，所谓生死在天，富贵由命，生命的长度不由人。但是，在同一个

生命长度中的生活质量却会有所不同，其标准就在于因“个体”努力而产生的个

体与外部环境的“共振”度。 

共振是物理学上的专业术语。其定义是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一个发

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 由此引申，社会是个集群体，对任何

事物、行为等都会有一个评判标准，这种标准要求我们个体的人在体现自身的社

会属性的时候一定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以此形成与社会的共振而创造改

变你生命周期的质量。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某某人很会做人，某某人

做事很好但做人一塌糊涂等等的话语。我想，这实际上是由我们个人所具有的社

会属性决定的大众对个体必然存在的评判。 

    我们经常说，做事先做人，如果连做人的起码准则都不行，则这个人大

多数情况下是做不好事的。还有，从个体所受工作环境不同待遇或不同心理感受

而言，做同样的事情但往往结局会不同，撇开其他原因，做人方面是否存在缺陷

是关键。 

    个体的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做人”来适应人的社会属性，从而在现实的

环境中尽量能生活的好点，轻松点。人是个体的，但人同样是集群的，也就是说

人具有社会属性，如何做人就关系到设定做人标准的社会性，或者说社会比较一

致认同的良好的人格特性。 

     我认为：如何做人，个人有个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又受个体出生、环

境、教育、圈子等的影响会有所不同，你不能指望平民和贵族有相同的做人标准

和处事态度，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同生活环境对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实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评论同样是有钱人，为什么对“他”我们会说这个人气质不错

而对另一个“他”却会说是暴发户。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底蕴”，这个底

蕴通过你的社会属性被大众来评判和接受。从普适性原则说，我认为一个能得到

社会环境基本认可的“人”其基本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有相对完善的人格特征。每个人处事的标准和为人尺度会有不同，这是

正常的和必然的。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同，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必须具备

最起码的做人标准或准则，从人格特性说，洒脱、平和、宽容、厚道应该是基本



要求，如此，我们可以在任何不同的时期、地点、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俯仰无

愧”。 

如何培养相对完善的性格特征，我的观点是：⑴心态要平和。对待人、事、

物，要有敬畏心、感恩心和平常心；⑵心胸要开阔。对人要宽容心，要有谦卑心，

做人要糊涂；⑶要有责任心。责任是做人处事的根基，没有责任心就不可能养成

相对完善的人格特性。如何做到有责任心，关键是要有思想，只有心中有思，才

能眼中有事。一个有进取心的人首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同样，一个有责任心

的人，一定是有进取心的。进取心强调的是一种张扬、一种进攻，平常心强调的

是一种收敛，一种含蓄，从字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在我们为人处事中却是统一的，

进取心更多的是做事，平常心更多的是做人，所谓做事要高调，做人要低调就是

反映了这种关系。 

2、有较高的社会融洽度。社会融洽度衡量的是你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群体

中的定位。个体生存意义不仅在于你为自己、为家人做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你为

社会、为他人能做什么和做了什么，在于你与社会环境的融洽度，只有时常将“人”

放在心中才可能被“人”将你放在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时刻不忘做

个好人，所谓的“己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作为我们的为人处事的原

则。 

3、能正确“比较”，坦然面对得失。在人的社会属性中，个体的价值除了

自己努力外还有外界对你的评价。由于每个人总会坚持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和自

己的行事作风，而这些行事作风与做法并不会被所有人所认同，特别是在目前这

个很物质化的社会中，这个时候就可能产生个人付出与他人比较后的不匹配从而

影响到对社会或者单位“公平性”的评判。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改

变环境，如同我们不能改变风向一样，面对这种个体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们唯一

能做的是：（1）检查自己，个体的行为不能违背社会普适的观念和习惯。比如经

过个体努力可以改变的就应该积极努力去争取改变，如果经过努力不能改变的就

应该坦然处之，人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2）调整心态，积极面对得失，

所谓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心要悠然。（3）不比较是很难的，因为我

们是有七情六欲的物质人，但我们可以调整比较的对象，不和他人比，不横向比，

和自己比，和纵向比。可以试试看，换一种比较方法我们会轻松许多。 

    信教的和出家的，或多或少会具备上述这些特征，为什么？因为他们至

少是知道我们必须上对天下对地，仰望天空，无愧于明月星空，俯视大地，对得

起列祖列宗。虽然我们没有信教，没有出家，还在这尘世中漂泊，但人格特性这

个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没根，你想想会飘到什么地方？ 

    人的社会属性体现最集中的场合就是你的做事，人的一生，至少三分之



一时间在做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处理方式产生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并

因此而形成“共振”或者“反振”。如何做事，可以有各种答案，我认为其中最

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1、要学会做人。人的品行决定你做事的内涵与本质，我们经常听到“这个

人做事还可以，做人不行”就是对这种现实的描述。如果一直被人以这种描述，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没地方可以去做事，因为没人喜欢和你在一起做事。 

2、做事要努力。任何事情或者任务都存在能完成和难以完成两种结果，但

对个体人来说应该只有一个，要么完成，要么不能完成，其实就是你不能完成也

可以通过你的影响力去推动别人帮你完成。所以我始终认为，任何事情总是能完

成的，只不过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和资源。能力和资源如何取得，关键在努力，时

间会给你一切。个体要关注的并不仅仅就是眼前的短暂利益，更重要的是你的能

力和资源---培养能力，积累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当然还有谦虚与好

学。通过不断提高能力、扩大资源，使社会对你所产生的“共振”力度更大，你

的成功就会更快。 

3、要得到舍弃。做人要直，做事要曲。为什么，因为个体只是社会群体中

的一份子，能力和影响力有限，即便你是领导或者是资产的所有者，其实和普通

的员工或平民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不会有本质的差异。你是打工的，你上面就一

定还有其他领导，你是有产者，但有问题的“资产”随时可能被“剥夺”，黄光

裕盛极一时，现在不还是阶下囚。所以做人要直（所谓直，应该包括厚道、平和、

宽容、洒脱），这是一种品格的反映，是人性的本源，是为人处世的基础。但做

事要曲，这个曲并不是虚伪、媚颜和推卸责任，而是指做事要懂得尊重、懂得回

旋、懂得留有余地。我们说，做人低调，做事高调，但这种“高调”应该是张扬

而不张狂，执着而不固执。 

共振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弹性，从做事的角度说，这个弹性就是“曲”，

现在有太多的人过于“直”而不懂得“曲”，为了能较好地置身于这个社会，为

了能保持一个较好的发挥趋势，为了提高你生命周期的质量，想想，怎么做好事

吧！ 

     在期货市场将近 20 年，职业生涯开始进入倒计时，回顾自己 40 年的

工作经历，虽曾入商贾，亦为教师，但我最爱和感受最深的还是在期货市场这些

年，这些文字也算是我在这个市场的感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