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人家的娃都很有出息，
人家的娃总比自家的乖巧懂
事，以至于人家的什么都是好
的……”以前父亲每每讲起这
个故事，我总不免啧啧几下，一
副极为羡慕感叹的样子。

多年后，我也当了父亲，有
了自己的娃，再重读这个故事
时，便别有一番认识了。
父亲当年屡屡讲起的这

个故事出自南朝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全文简短，不到
六十个字：王戎七岁，尝与诸
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
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
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
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
字濬冲，西晋琅玡人。《世说新
语》里说到，七岁的王戎曾和小
伙伴们一起外出玩耍，看到路
边长着一棵李子树，上面挂满
了沉甸甸的果子，连树枝都被
压弯了，别的小孩跑过去爬树
攀枝，争抢着摘李子吃，只有王

戎站在边上一动不动地看着。
有长者问他为什么不去摘李子
吃？王戎说：长在路边的李子
树，还挂满果子，那一定是没人
吃的苦李子，要不，早被人家摘
完吃了。那些抢李子吃的孩子
一尝，果真如此。

王戎这段“不取道旁苦李”
的故事流传千年，很多父母也

一定与我父亲一样津津乐道于
王戎的聪慧，却往往忽视了它
带给孩子的负面影响。

或说人这一生，除了自身
努力，还有机遇和运气，所谓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这是指平日里有所准备，善于
寻找机会、捕捉机会。
故说机遇难求，稍纵即逝，

谁能错过几回？很多时候，很
多人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待

周边发生的一切。也许，他们
只是少了一次弯下腰尝试一下
的耐心。而在现实生活中，若
总是让孩子带着自以为是的
“聪明”，面对机缘，再拿什么去
把握和分辨？很多时候，我们
一边教育孩子要踏踏实实，一
边又做着投机取巧的示范，连
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树在
道边有苦李，摘来尝一口，未
必就是笨呀，至少是让人多
了一次筛选和甄别的机会，
有什么不好？

人家的娃乖巧懂事，这
也是很多中国父母的感叹，人
家的孩子真比自己的孩子强过
多少吗？其实，我们根本不需
要这样的“聪明”，尤其在对待
学业和工作上，脚踏实地，别无
捷径。一切都得靠自己的积累
和把握。

我在与孩子一起整理上学
的书包时，又想起父亲当年讲的
这个经典故事，是该做些澄清
了。廖金星（摘自《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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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把爱情想得
完美，我们就已经把爱情
弄糟。 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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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公司工作一年，因
为能力出众，对公司作出了很
大贡献，得到了极高的年度评
价。公司给他涨了薪水，他欣
喜万分，认为这是公司对他价
值的肯定。

但后来，他得知办公室其
他人的加薪幅度跟自己一样，
便颇为不满。

他认为自己付出的更多，
理所应当拿到更多的报酬。

于是他去找公司领导理
论，得到的解释却是：“这是预
先确定好的工资浮动标准。”

这个答案并不能让他满
意，他觉得公司在员工薪水问
题上应该区别对待。

为此，他终日牢骚满腹，一
天比一天丧气，甚至产生了辞
职的念头。

一天，部门负责人把他叫
到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
“你来公司虽然只有一年时间，
但我很欣赏你的才华与工作热
情。以后的路长着呢，整日抱

怨，无心工作，只会浪费了公
司这个大舞台，难道你不希望
自己有一天能站在舞台的中
央吗？”

这时，他才幡然醒悟，不再
做无用的抱怨，而是持续发挥
才干。

后来，他成为项目负责人，
带领团队攻克难关，还毛遂自
荐成为加工厂的负责人。

7年后，年仅 33岁的他
成为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
的总裁。

回顾职业生涯，他把和上
司的那次谈话，称为改变命运
的一次谈话。

面对困难，心生抱怨是一
种本能，解决问题却是一种
本事。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
用的牢骚上，不如以积极的心
态去提升自己。

当你不再抱怨工作时，就
是你强大的开始。

洞见（摘自《伴侣》）

抱怨是本能，解决问题却是本事

我们来
到 这 个 世
界，会碰到
许多路过我
们生命的人。最早路过的自然
是父母，然后是其他亲人，再后
来是父母生活、工作圈里的人。
等到再长大一些，可以独立跟别
人玩耍了、上学了、工作了，开始
有了自己的人际圈子，朋友、老
师、同学、同事、陌生人……路过
我们生命的人越来越多，也或多
或少地影响着我们。

初次跟别人打交道，我们
可能有些惊慌失措，遇上一点
小挫折便可能痛哭流涕，这个
时候，正当年轻的父母会跑到
我们面前，微笑着问我们碰到
了何种情况，为什么不开心，当
我们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
父母会告诉我们：好孩子得跟
别人友好相处，遇到事情要想办
法解决，不能只是用哭闹的方式
宣泄情绪。

我们进了学校，学习各种知
识，老师会引导我们努力读书；
做学生会适当地参加劳动，比如
擦黑板、扫教室、清除教学楼周
边的杂草，此时需要同学之间合

作，老师又
会叮嘱我们
善待他人，
少计较个人

得失。可以说，一个人最初的价
值观常常是父母与老师等长辈
奠定的。

迈入青年的门槛，大量其他
路过者开始参与对我们的塑造，
也在客观上引领着我们的人
生。路过我们生命的人中品学兼
优、乐于助人的人数量越多，我们
的操守、能力往往也变得越好。

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构成了
一些人经常说的人文环境。许
多时候，我们很难选择环境，且
不说父母不可选择，就是老师、
同事等有时也很难更换。

古人认为“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提倡“自省”，实际上就是
看到了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是五
花八门的，我们要懂得取舍，见
贤思齐，多与优秀的人并肩。

有人说：路过我们生命的每
个人，都参与了我们的成长，并
最终合力塑造了我们本身。对
此，我想再加一句：塑造怎样的
“本身”，主要靠我们自己。

游宇明（摘自《广州日报》）

路过我们生命的人

她的手轻轻地搭在方向盘
上，外面下着小雨。收音机正转
到一个不知名的电台，播放的是
古典小提琴曲。

前面是隧道，车如流水，汇
合入洞。
“各位亲爱的听众，人生最

重要的事其实只有两件，那就
是……”主持人的声音向来都
是华丽明亮的居多，何况主持人
正在义无反顾地宣称这项真理。

她其实也愿意听听这项真
理，可是这里是隧道，全长500
米，要40秒才走得出来，声音在
隧道里面断了，收音机只会嗡嗡
地响。她忽然烦起来，到底是哪
两项呢？要猜，也真累人，是物
质与精神吗？是身与心吗？是
爱情与面包吗？是生与死吗？
是爱与被爱吗？隧道里不能倒
车，否则她真想倒车出去听完那
段话再进来。隧道走完了，声音

重新响起来，是音乐，她早料到
了。40秒太久了，按一分钟可
说两百个字的播音员语速来说，
主持人已经说了150个字了。
150个字，什么人生道理不都说
完了吗？

她努力去听音乐，心里想：
也许刚才那段话是这段音乐的
引言，如果知道这段音乐，说不
定也可以猜出前面那段话。

音乐居然是《彼得与狼》，这
当然不会是答案。

依她的个性，她会听下去，
一直听到主持人播报电台和节
目的名字，然后打电话去追问漏
听的那一段，主持人想必也很乐
意回答。可是，有必要吗？40
岁的人了，还有必要知道人生最
重要的事是“什么和什么”吗？
她伸手关上了收音机。雨下大
了，她按下控制雨刷器的按钮。

张晓风（资摘）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情趣本來是物我交感共鸣
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
亦自生生不息。

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
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许多
事物能否欣赏，也就是“无所为
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
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有一条大
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
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慢慢走，
欣赏啊！

许多人在这世界过活，恰
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
风，匆匆忙忙地疾驰而过，无暇
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
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
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惋
惜的事啊！ 朱光潜（资摘）

慢慢走，欣赏啊

1917年，爱因斯坦提出
广义相对论的第二年，他已
经被推到了神的位置。为了
解释宇宙的稳恒态性问题，
爱因斯坦进行研究。

由于物理直觉上的偏见
和数学运算上的失误，爱因斯
坦选择了静态宇宙的观点。
他为求得一个静态的宇宙模
型解，不惜在方程中引进一个
“宇宙项”。这个结论在当时
既符合宇宙学原理，又符合已
知的观测事实。

然而，1922年，美国学者
弗里德曼求出了动态解；1927
年，比利时学者勒梅特也独立
求得同一解。从数学角度证
明，宇宙不是静态的，而是均
匀地膨胀或收缩着。然而，爱
因斯坦不肯接受这个结果，坚
持静态宇宙模型观。

两年后，美国天文学家哈
勃根据远距星云的观测，发现

远距恒星发出的光谱线有红
移现象，离地球越远的恒星光
谱线红移越大，这说明恒星在
离地球而去。

哈勃的发现支持了弗里
德曼等人的动态宇宙模型，但
爱因斯坦不承认失败，一直寻找
推翻动态宇宙的办法，耗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嘲讽
弗里德曼等人愚蠢。

一直到爱因斯坦 70
岁生日之时，他对好友索

洛文说：“一只老鼠钻到牛角
尖里，它跑不出来，却还拼命
往里钻。牛角对它说，朋友，
请退出去，你越往里钻，路越
狭窄。老鼠说，我不会放弃
的。牛角说，可是你走错路了
啊！老鼠说，我一生就是钻洞
过日子的，怎么会错呢？我就
是那只老鼠，静态宇宙是我一
生中最大的错事，而我耗费了
这么长时间。我收回对弗里德
曼等人的批评，因为我错了。”

在寻找路途的过程中，不
要害怕错误和挫折，真正可怕
的是明知错误却不知道早些
回头，偏要一条路走到尽头，
才后悔当初的选择，那时候悔
之晚矣，徒留感伤和悔恨。

任万杰（摘自《知识窗》）

我就是那只老鼠

侦察兵的工作是探索和发
现，思考方式根植于好奇心。

他们在获取新的信息或解
决一个难题时，会感到快乐；他
们在遇到与自己的预期相悖的
事情时，更有可能感到好奇。

换句话说，侦察兵有“智力
谦逊”。智力谦逊被定义为“一
种对新思想开放的状态”。

比起取得高分，知道正确
答案和不犯错误这种“老式智
慧”，谦逊是一种“新式智慧”，
是以人不断适应的能力来衡
量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
有开放的心态，把自己的信念
当作假设，让它不断接受检验，
进行修正。

风险投资家克里斯托弗·
施罗德用一个问题来提醒自己
保持开放的心态：我更愿意作
对，还是更愿意理解？他说：
“如果你坚持自己是对的，你就
会把自己锁在回音室里，这会

导致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另一位风险投资家用类似

的问题来评估候选人：这个人
是宁愿正确还是宁愿成功？
而他倾向于把钱投给后者。
因为他发现，成功的企业家更
愿意接受反馈，并愿意被证明
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能够学
习、适应，继而改进自己的想
法或提议。
“必须正确”不仅能影响业

务决策，在人际关系中，它也会
让争论和争执持续很久。

发现自己在某件事情上
错了，不用总是感到羞愧，或
许这是一种智力开放和长大
的标志。
（英）沃伦·贝格尔（摘自

《如何用提问解决问题》）

侦察兵的思考方式

再尝“道旁苦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