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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一个人最危险的敌
人是他自己的口舌。

——马克·吐温

箴 言

名人感悟

一 个
人的姿态
对气质的
影响胜于容貌。注意观察一下
周围，你会发现一件神奇的事，
一个人只要抬头挺胸，浑身就
会散发出高贵的气质。相反，
一旦弯腰驼背，外表看起来立
刻苍老10岁，一副寒酸相，而
且，对健康也有不利影响。

一旦有了良好的姿势，不

管穿什么
衣服都好
看。所以，

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耸肩，而要
伸长脖子，抬头挺胸。同时，努
力感受背上那对天使的翅膀。
随时想象自己背上有一对天使
的翅膀，随时感知这对翅膀。
天使的翅膀就会让你的姿势变
优美。 [日]加藤惠美子

（摘自《气质》）

背上有一对天使翅膀

《韩非子》中记载了“子皋治
狱”的故事，大意是：

孔子任卫国的相国，弟子子
皋掌管卫国的刑狱，砍掉了一个
罪犯的脚。这个人后来做了一个
大门的看守。

有人向卫国国君诬陷孔子，说
孔子想叛乱。卫国国君下令捉拿
孔子，孔子和他的弟子就逃跑了。
当子皋跑到那个大门时，那个被他
砍掉脚的人，引导他躲藏在大门边
的屋子里，官吏没有抓到子皋。

半夜，子皋问被砍脚的人：“我
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正是你报仇的
时候，为什么你还保护、帮助我
呢？”那人说：“我被砍脚是罪有应
得。当您给我定罪时，反复推敲法
令，很想找到免罪的法律依据。您
依法给我定了罪，却紧锁眉头、局
促不安，流露出了哀怜之情、仁爱
之心。这就是我对您感恩的原
因。” 姬黎明（摘自《法治日报》）

子皋治狱
生活中难免遇到与朋友发

生矛盾、意见不合的情况，如何
用沟通化解冲突？以下三招可
以学起来。

第一招，了解冲突背后的

真实需求。

冲突背后是彼此的需求没
有被看见、被接纳，所以，解决
任何矛盾，最重要的是了解彼
此的真实需求。

争论时，对方通常会说“算
了，懒得和你说”之类的话，这
只不过是以评判的方式来表达
某个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功课
是 去 学
习 在 别
人 不 明
说 的 情
况下，识别话语中隐含的需要，
通常这要靠猜测，然后再向他
们求证，支持他们说出自己的
需要。比如，有朋友说你：“和
你说话从来都不听！”那你可以
问：“你不高兴，是因为你需要
被听见吗？”而不是问：“你是在
生我的气吗？”要把关注点放到
对方内心的需求，而不是因为
谁的问题。

第二招，不带有偏见地描

述客观事实。

语言表达非常重要，冲突的
起因常常是一言不合，比如用负
面词汇“笨”“懒”，或用含有评论

意味的形容词、副词，如“你总是
这样”“每次”“永远”等。化解冲
突，需要描述客观事实，不要带
有情绪和观点地评价对方，而是
只讲客观发生了什么。比如和
朋友一起打球，朋友打得不好，
如果说“你怎么打的？太糟糕
了”，这就是在宣泄情绪，而客观
描述应该只讲“你上场20分钟
没有进球”。比如，小组成员没
有及时上交合作成果，如果说
“你怎么这么磨蹭”，这是你的评
价，客观描述是“我看你昨天才
开始做”。

第 三

招，真诚地

表达你的

感受，使用

“我”语言。

使用“我”语言而不是“你”
语言来表达你的感受。例如
“我感到难过，因为我的东西被
藏起来了”。而不是“你总是藏
我的东西”。这种表达方式可
以减少对方的防御心理，使沟
通更顺畅。

但是注意，一定要让对方
知道到底是什么行为让你有
了这样的感受。因此要将
“我感到”“我觉得”和对方的
行为进行联系，让对方更好
地理解你。 陈天洋

（摘自《青年文摘》原创稿）

三招化解人际冲突

我 的 助 手 是 个
1989年出生的姑娘，
她做了很多让我刮目
相看的小事。

有一次我发高烧，体温升
到39.7℃，撑不下去只好去医
院，医生让查血，她陪我在抽血
处等待。

我烧得迷迷糊糊地歪在椅
子里，她在几个窗口前转悠，回
来笑眯眯地说：“咱在8号窗口
抽血，保证一点都不疼。”我烧
得连问为什么的劲儿都没有
了，默默看着她张罗。

果然，像我这样晕针晕血
的人都丝毫感觉不到针头扎进
血管的疼痛，我好奇地问她：
“你怎么知道8号窗口的护士
技术好？”她得意地笑：“我转悠
了几圈，上午这么多孩子来抽
血，其他窗口的小孩都大哭大
闹，在9号窗口抽血的孩子哭
得最厉害，只有8号窗口，即使
一两岁的孩子都安安静静的，
肯定是护士技术好。”简单的判
断却让我心服口服。

我相信专业在于细节，可
是，绝大多数职场人士却很少
在细节上用力，眼光总是盯着
光环耀眼的“大事”，不肯俯身
屈就认真对待小事。

她经常给客户送各种资料

并带回回执函，这项工作琐碎
而辛苦，客户们分散在城市各
个区域，她每次出门前都在纸
上列好顺序。一个上午她能全
部搞定，中午准时出现在办公
室做下午的工作。

我问她办事效率怎么这么
高，她说，提前查看路况并计划
好公交路线，规划一条最短最
畅通的路线，公交车和出租车
并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能节
省成本。然后，她很诚恳地加
了一句：“挣钱不容易的，能省
就省。”

我十分欣赏她自然而然的
成本意识——太多人对待自己
的钱锱铢必较，对待工作经费
却土豪得很，她这种普通、高
效、踏实的态度让我另眼相看。

她负责公众号的版面编排

与发稿，有一天，她给
我打电话：“我做了件
错事，我想尝试一项排

版新功能，却不小心按错了键，
删除了4天的内容，我尝试挽
回，但是无法恢复，这是我的责
任，我愿意负责。”

我对无法恢复的内容心痛
了片刻，但很快释然——多少人
能够承认工作失误，主动尝试
解决并且承担责任？这些错误
与这份态度相比，算不上什么。

她极少和我聊愿景、梦想、
个人规划等，每天，我们俩一边
热热闹闹嘻嘻哈哈，一边完成
各种工作。这个不是名校毕
业，没有牛气背景，也从未被任
何高大上机构录用过的姑娘，
却修正并且丰富了我的职场观
与生活观：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我们都需要优质普通人。

在成功学的激励下，每个
人都想去闯一闯出类拔萃的独
木桥，在这样的对比中，关爱家
人、对职责上心、对诺言守信、
靠谱善良的优质普通人反而显
得特别可贵。

实际上，不管最终的目标
多么高大上，大家最开始的出
发点，只不过是为了生活得好
点。于是，优质普通人的优势
便显现出来，他们不是庸碌，而
是温和的优秀；他们从不咄咄
逼人，总是带着暖暖的厚道。

所以，做个优质普通人并
不容易，甚至，这是一个所谓合
格精英真正的起点。

李筱懿（摘自《生活潮》）

做个优质普通人

当年，如皋有个习俗，哪家
生了孩子，满月那天，外公外婆
会把精心准备的“月子礼”，用
木轮车送到女婿女儿家，有年
糕粽子，有鱼有肉，有小孩一年
四季穿的衣服，还有小孩坐的
方形木椅子。

外公外婆送来的“月子礼”
中，还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那
就是一棵带着根连着土的鲜活
的竹子。竹竿上贴上红纸，父
亲把它栽在老屋的后院河坎
上，放上八个鞭炮，祝福孩子生
长如竹子节节高，也祝福全家
生活平平安安。

来年春天，大地转暖了，竹
子苏醒了，根部还冒出两三根
新芽来，竹子的
生命力也很强，
不到三五年时
间，生了孩子的人家，大多有了
一个小竹园。长得密密匝匝，
绿荫葱葱，屋后像多了一道绿
色的围墙。

小时候，竹园就是我们的
小乐园。夏日的晚上，月亮似
乎特别的圆也特别的亮，竹园
里“织布娘娘”、蟋蟀的叫声把
我们吸引住了，我和小伙伴弯
着腰，蹑手蹑脚地来到竹园
边，竖起耳朵听蟋蟀的声音来
自何处，瞪圆眼睛打量“织布
娘娘”躲在哪片竹叶上。我轻
轻翻起掉落的竹叶，突然，一
只蟋蟀蹦出来，我一伸手就逮
到了，蟋蟀两条带刺的腿，在

我掌心乱蹬，虽然痒疼，但我
决不松手，小心翼翼地放进早
已准备好的小竹笼里。抓多
了，一场蟋蟀大战就开始了，我
逮到的一只大蟋蟀是常胜将
军，我至今还记得它暗红的肚
子圆圆的，两条腿粗而有力，头
上的两根须子站立起来，一跳
就压在对手的身上……

渐渐长大的我们，对于小
竹园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在那
个物质贫乏的时代里，小竹园
发挥了大作用。乡人的生产工
具和生活用品，扁担畚箕、晒匾
凉席、篮子箩筐等，多为竹制
品。竹篾编织变成了产业，为
农民早日摘掉贫穷的帽子提供

了物质支撑。
如今，竹制

品大多已经淡出
了人们的生活。竹篾匠人也在
乡间渐渐稀少。一次偶然的机
会，遇到一位在街上卖竹器的师
傅，我眼睛一亮，大步迎上去和
师傅打招呼，师傅虽然满头白发
但脸色红润，他告诉我，他十五
岁就开始学艺糊口，一直坚持到
今天。农闲的时候，他就做点篮
子、筛子出来卖卖，以贴补家
用。秋天出来恰如踏青，钱赚得
多少没关系，只要心情好身体好
就行。

我连忙买了一个晒匾，嗅
闻这新晒匾上浓浓的竹香，故
乡的小竹园似乎又跃来眼前。

严世进（摘自《扬子晚报》）

小竹园

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他双目失明，无亲无故，勉
强被一家私立救济院收容。我
当时由于工作的关系跑去看
他，希望能为他做一两件事。

探问之下，我知道他的眼睛
并没有全盲，还可以隐约看见近
距离的东西。他的英文不错，也
能打字。我非常兴奋地劝他接
受一份听录音打字的工作。他
一面摇头叹气，一面表示希望换
一家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待他
也比较和善的救济院，好让他在
里面终其余年。他的年龄不过
四十岁，但是他说：“我已经不能
工作，再过几个月，我的眼睛就
要完全看不见了。”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
果然已经全盲了。我建议他接

受某种技能训练，他连声叹气：
“这里的空气太坏，很容易叫人
生肺病，恐怕我已经得病了。”

果然，再次见面是在病房
里。我当时对他的“料事如神”感
到十分惊讶。后来，我阅历渐增，
知道这是由于他的生存意志崩溃
所致。虽然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生活，他却主动放弃，他的精力和
知识都用来设想各种最坏的情
况。对于这种人，灾难终究是要
降临到他头上的，说起来一点也
不意外，即便这让人很难过。

后来我认识一些人，他们
开朗而乐观，永远期待有更好
的事情发生，并为此努力不懈、
奋斗进取。果然，他们大都如
愿以偿。 王鼎钧

（摘自《王鼎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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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9月
6日，英国皇家
海军铁甲舰“船
长号”，在第一次航行中就遇到
风暴而沉没，船上473人丧命。

这艘军舰为什么这么弱不
禁风呢？

事故调查发现：首先，“船长
号”以蒸汽机作为动力，又画蛇
添足地安装了风帆桅杆；其次，
工人们在造舰时唯恐用料不足，
大多数零件的重量超出设计标
准，导致完工的军舰整体重量比
设计重量多出了747吨；最后，两
门旋转炮塔导致军舰上部过重，
重心上移，稳定性欠佳。遇到风
暴，这艘号称当时最先进的铁甲
舰就这么沉没了。

从此以后，炮塔铁甲舰都
取消了风帆设备，只保留一根
军用桅杆用来发信号、打旗
语。每一个零件的重量都必须
符合设计要求，安装的每一步
都必须符合图纸的规定。因为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复杂和多

并不意味着
完美，反而是
隐患。

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无必
要，勿增实体。”这个原则在医
学上就是医生精进医术要过的
第一关：少即是多。

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
说过：“年轻医生在职业生涯刚
开始时，治一种病用20种药；年
长医生在职业生涯要结束时，则
用一种药治20种病。”

高端、复杂的治疗未必是好
的治疗，也不等同于彻底治疗。
所谓面面俱到的医生，未必是负
责任和关心病人的好医生，他可
能只是为了满足病人的心理需
求——很多病人认为治疗的环
节越多，用的药越多，病就好得
越快、越彻底。或许这个医生本
身就存在着思维误区。

其实不仅医生、病人，所有
的人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思维
误区。 薄世宁

（摘自《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

少即是多

杨丽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