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坐 的
“风水”，首先你
必须知道，如同
行为语言，“风
水”也是生活经
验的累积。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
中国人不喜欢门口直对着

马路，说那是“路冲”“一箭穿心”
的坏“风水”。

这是因为古时候没路灯，夜
里车辆疾驰而至，没想到前面正
对着一户人家，一时刹不住车，
会直冲过去，造成墙毁人亡。

至于“路冲人家”挂镜子，虽
说是照妖驱鬼，真正的原因是镜
子会反光，如果夜里的来车有
灯，反射过去，能令驾车的人警
戒而及时转弯，避开一场灾难。
由此可知，“风水”是很科学的。

办公室也有“风水”。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办公室

最深处面朝外而且背后有墙的
位子最好，主管们也都喜欢这样
摆办公桌。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可以
监看全办公室的人，并看清从
外面进来的每个人。相反，最
靠外面，又背对着门的，则是比

较弱的位置，就
迷信而言，因为
背后随时有人
惊扰，坐久了会
“伤气”。

所以，办公
室里的位子有上下之分，连沙发
的座位也有尊卑之别，靠近里
面、脸朝外的位置比较尊。

同样的道理，家里的沙发也
有尊卑之分。不信你想想，是不
是主人往往坐在最靠里面、脸朝
外的位置？

如果一个朋友到访，你要他
“往里坐”，他拒绝，坚持坐在最
靠门的位子，他给你的感觉是不
是他不会久坐？

相对的，如果那人一进门就
往里面的位子坐，他给你的潜在
印象则是他可能坐很久。如果
他是很熟的朋友，你则能感觉他
不拘小节，把你家当做他家。

正因为如此，如果你做推销
员、房地产经纪人，或与主人只
是普通朋友，你应该尽可能坐靠
外面的位子。如果是熟朋友，则
可以用坐最近门的位子，来暗示
你“当天不会停留太久”。

刘墉（资摘）

科学“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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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箴 言

你终究会成为你正在
成为的人，你的每一个选
择都是来自你人生意义的
诘问。 毛姆

名人感悟

一本书、一杯茶、一块
cookie（甜饼），人间美事。不
过，在互联网的世界里，cookie
可不是甜饼“小可爱”，而是记
录用户浏览历史和偏好数据
的“潘多拉魔盒”。凡上网搜
索或购买过一次物品，你就会
持续不断地收到同类物品的
推荐和广告，这就是cookie的
功劳。

我们都有认同自己的倾
向，互联网时代貌似信息爆
炸，实则加剧了人的自我认同
与认知狭隘，强化了固有观念
与偏见。想想满屏幕的信息，
你是不是只会点开那些你认
同、感兴趣的东西？即便阅读
那些你不赞同的内容，也只是
为了寻找反对它的证据？朋
友圈里的异见者不是被屏蔽，
就是在争吵？

所以，cookie不如偶遇。
逛图书馆和书店，才会偶遇惊
喜，跳出自己的思维局限。

我们不妨从“三三制”阅
读开始吧——1/3阅读自己陌
生的领域、学科、理论；1/3进行
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深度阅读；
1/3自由读闲书。以这样的比
例阅读，才能跳出 cookie，帮
助你保持对阅读舒适圈的警
惕，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
档、投资家查理·芒格说，别做
只有一把锤子的人。

只用一种模式来思考，人
会倾向于将所有的事情都硬塞
进这个心智模型，而不考虑情
况如何，如此一来，就会产生危
险思维或者作出错误决定。

对拿锤子的人来说，全世
界都是钉子。

歌谣（摘自《妇女》）

别做只有一把锤子的人 爱迪生是世界著名的发明
家，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当
水泥出现之后，有一段时间，他
竟然突发奇想开始造水泥家具，
为此投入大量精力，投入市场后
却反响冷淡。

爱迪生不气馁，立刻对自己
的水泥家具进行改进，可还是失
败了，随后几次也没有成功。当
爱迪生还要开始的时候，合伙人
巴恩斯邀请他喝一杯。爱迪生

信心满满地说：“困难击倒我只
是暂时的，我还会立刻站起来。”

巴恩斯说：“老朋友，我给你
讲个我自己的经历。年轻的时
候，我酷爱旅游。有一次，我要
去一个地方，途中要经过一片草
地，周围景色很漂亮，我看着周
围的景色，突然被什么从脚下一
拽，我就摔倒了，我立刻站了起
来，骂了两句倒霉，继续往前走。
“可是没走两步，我又摔倒

了，我又立刻起来。当我第三次

摔倒的时候，我终于不急着起来
了，想看看到底什么拽住了我的
脚，原来是旋草，它们一圈一圈
的，这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旋草只有沼泽地周围

长，也就是说我离沼泽地非常
近，确实地面已经很松软了，我
慢慢爬着退了出去，没急着起
来，救了自己一命。从此我就记
住了，当没弄清为什么跌倒的时
候，就不要急着站起。”

爱迪生一惊，终于明白巴恩
斯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然
后开始调查市场和走访消费者，
才弄明白，水泥家具不受欢迎的
主要原因——太笨重、容易开裂
等缺陷，是无法弥补的，爱迪生
果断退出水泥家具市场。

不是所有的跌倒后迅速站
起都值得称道，在没有弄清为什
么跌倒的时候，站起也许是更大
的危机。
任万杰（摘自《思维与智慧》）

不是所有的跌倒都要迅速站起

日暮天寒，我从小店里买
了两种馅的手工汤圆，黑芝麻
馅和花生馅。它们小小巧巧，仿
佛糯米色的琉璃珠，十分精致。

小米粥熬煮得黏稠，浓薄
刚好适宜，再把小巧的汤圆下
锅煮成一枚枚胖胖的、圆圆的
明月。盛进青花瓷碗中，一片
温厚的金黄里卧着几枚朗朗的
圆月，静谧里有诗意，烟火气里
有艺术美。

这一碗不仅好看，味道还
美。小米粥的味道清淡绵远，
糯米粉的皮软糯，磨成糊糊的
黑芝麻和花生香味浓厚，又各
有千秋，甜而不腻，每一口都觉
得幸福像月光一样在静谧的窗
前轻轻流淌。

起初煮汤圆时，我没有经
验，把汤圆和淘干净的小米一
起冷水下锅。经过一段时间的
熬煮，我掀开锅盖，呈现的是混
沌和芜杂，圆圆的明月煮破了，
没了诗意，味道也不好。

经验都是在生活里磨炼出
来的，慢慢地琢，慢慢地磨，就
磨出了生活的诗意和美感。

我一向偏喜面食的厚朴味

道，却喜欢汤圆的软糯香甜，但
是不知道汤圆如何做的。小店
里做汤圆的大姐告诉我，好的
汤圆是磨出来的。

怎么磨？磨要耐心和细
心，还要静心。先要在石磨上
把糯米磨成糯米粉，顺时针磨，
一遍又一遍，至少磨7遍。黑
芝麻、花生也要细细磨，磨出香
味。食材准备好了，做的时候
更不能急躁，要一个个细细地
团团磨磨，磨成圆润的小小月
亮才好。

酒香不怕巷子深。怪不得

这大姐的手工汤圆小店在偏
远的胡同深处，也有人赶了远
路来。

生活里的很多事不也是这
样吗？食物的味美是精心磨出
来的；一棵鲜翠的蔬菜是从一
粒小小的种子在泥土和时光里
慢慢磨出来的；春天繁花似锦
的明亮是从寂冷的冬天一步步
磨出来的。

我们常说“好事多磨”“事
缓则圆”，这“磨”中，这“缓”里，
都在给人心建基石，让人沉稳，
让人冷静。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

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

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
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
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人在事上磨，才能磨出优
雅从容的心态。花落花开，云
卷云舒，我自闲庭信步，任而东
西南北风。时光和世事，在不
知不觉间磨出一个人的品性和
气度。

耿艳菊（摘自《知识窗》）

事上磨

在这个世界上，相爱有一
个基本规律——互相说真话。
还有个规律，凡是赞扬你的话，
一百句有九十九句是虚的，而
在批判你的话里，一百句往往
有八十句是真的。

亲密的、相爱的关系，彼此
之间百分之百敞开，如果其中
一方说出“相杀”的话，这种心
意其实是很珍
贵的，你可以
把它当成一种
爱来体会，它
是对你生命的
创造。

一份爱情里两个不同的生
命，能体会彼此的成长性、价值
点，这种所谓的“相杀”，是一种
对生命特别的珍惜。

美国作家霍桑明明是当作
家的材料，但他年轻的时候偏
偏热衷于政治，去当了公务员，
还去参加竞选。后来美国新总
统上台，行政系统换人，他被赶

回家了，垂头丧气。妻子看着
他，笑眯眯地说，回来了，太好
了！霍桑说，好什么好，以后靠
什么生活呢？妻子说，你早该
回来了，我早知道你是个当作
家的料，你还在那里折腾，回来
就好好写作吧。霍桑说，生活
怎么办？没钱。妻子说，我早
知道你会这么落魄地回来，以

前挣来的钱我都攒着，下面几
年你只管写作，钱够用，但你不
能再像以前那样自己不明白自
己。霍桑觉得妻子的所言所行
真不简单，于是回归写作，写了
半年。

一个原来认识的出版商路
过他们家，问他回来后在做什
么，霍桑说在写东西，这就是后
来霍桑的代表作《红字》。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是为
了互相增加能量、互相增值，而
不是为了跟社会比功利的。两
个人的合力能长出一种新的东
西，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之间
的那种温暖、信任，已经在精神
上合成一个共同体。

人与人交往最大的价值
是差异互补。传统社会是由

集体、家族构
建的，一个人
能合群，能遵
守普遍规则，
就是优秀的，

那个时代讲究模范标本，人要
像螺丝钉，放到哪里都要符合
标准。

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一个
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跟
别人不同，不同才有交换性，不
同才凸显人的独特价值。一个
人就开出一朵不一样的花来。

梁永安（摘自《梁永安：阅
读、游历和爱情》）

爱的智慧

相爱是存量，相杀是增量

偶然看
到法国作家
加缪的一段
话，他说，我
们可以否定一样东西，但不一
定非得诋毁它，因为这是在剥
夺他人相信的权利。

我们平时在表达对一个
事物的否定时，经常会延伸
出一连串的动作：第一，我要
否定它；第二，我要证明我的
否定是正确的；第三，我还希
望别人同意我的否定，加入
我的阵营；第四，为了巩固我
们这个阵营，光在逻辑上否
定它还不够，还应该在情感
上厌恶它。

这个时
候，一个简
单的否定就
变成诋毁，

一个观点的表达就变成了对
他人的绑架。所以，一个人要
想变得善良一点，并不需要赞
成一切，只需要把握好这个边
界就行。

我否定或者拒绝，并不一
定要给理由；给理由，未必要
说服对方；对方同意，并不一
定要和他在情绪上共鸣。能
这样做的人，其实就已经很善
良了。

罗振宇（摘自微信公众号
“罗辑思维”）

做一个善良的否定者

王溥是
明朝官员，
洪武末年，
曾任广东参
政，以清正廉洁闻名。据《明
史》记载，有一年，王溥的弟弟
从家乡来探望他，路上，同舟而
行的人中，有一个王溥的下属，
这位下属从攀谈中知道了他是
王溥的弟弟，便立即献起殷勤
来，临别时还送给他一件布袍。

他见到哥哥王溥以后，就
谈到了这件事。王溥听罢，很
严肃地对弟弟说：“一件衣服虽
然是很轻微的东西，但在接受
它时不能不谨慎，因为这正是
玷污一个人的品行、玷辱一生
的开始啊！”说完，就让弟弟把
布袍还给了那位下属。

圣人常慎其微，故能太平而

传子孙。王
溥就是一个
在微小事情
上都谨慎的

官员，即使是一件布袍，也不让
弟弟接受，“一衣虽微，不可不
慎”，正因如此，他才因清廉被写
进了《明史》。“不虑于微，始成大
患；不防于小，终累大德。”

王溥爱惜名节能在如此细
微的地方都注意防范，对我们
有着极大的警醒作用。

唐宝民（资摘）

一衣虽微，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