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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最后一句话该谁说

□ 张君燕

赐稿邮箱：dtwbzl@163.com

邻家孩子今年参加中考，就差两分
达到重点中学提档线。而孩子又满心希
望能到较好的中学读书。于是，家长便
找一些跟学校能搭上界的朋友帮忙。打
听来打听去，最终还是因这几分之差而
难以如愿，即使愿意每年掏不菲的学费。

这一趟儿下来，人没少找，电话更没
少打，可结果还是难以如意。这件事，也
让家长和孩子都体会到，假如考试稍微
再考得好一些的话，就不用再求爷爷告
奶奶满世界找人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
求人不如求己。

有道是，人生在世，谁也不是在“一
人庄”上住着，谁家也没有“万宝全”。大
事小情，生活中极少有不求人的人，与之
相对应，也难免或多或少被别人来求。
就拿过去农村来说，那会儿，家家户户大
都生活过得紧巴，小到柴米油盐、针头线
脑，大到盖房上梁、婚丧嫁娶等。这些，
总少不了要到街坊邻居家去借，也少不
了要去亲戚朋友家求援。类似这样的
事，都免不了要求人，也少不了被人求。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类互相有求、相互
帮助的事，谁家也免不了，彼此搭把手、
救救急，都很正常，也都能理解和接受。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办很
多事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住院看病生
孩子，再到那些功名利禄之类，不少人都
习惯跑关系找熟人“走捷径”。所以，从
这个角度来讲，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
百姓，去求人或被人求，怕是概莫能外。

但凡事也都有个度，有个例外。有
些事情，怕是不好求人帮忙，别人也不好
帮或帮不上忙的。还是老话说得好，自
助者天助之，求人莫若求己。

求 人 莫 若 求 己 ，就 得 有 一 股 子 志
气。凡事立足自主，依靠自力更生，小到
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恐怕是再靠谱不
过的。做人有志气，自强不息，才能自主
自立。面对困难艰险时，也才会愈挫愈
勇，咬定青山不放松。那些原本需要去
求人的事情，往往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迎刃而解。

求 人 莫 若 求 己 ，就 得 有 一 股 子 骨

气。一有事就求人，多多少少难免会低
声下气去堆笑脸说好话，乃至请客送礼，
自然就会有失尊容，乃至尊严。结果还
不一定能如愿。所以说，与其低三下四
去 求 人 ，倒 不 如 挺 直 做 人 的 胸 膛 和 脊
梁。凡事不苛责于己，不苛求于人，不苛
意于果。我的地盘，我做主。有事靠自
己，结果顺乎自然，方不失做人的底线与
本色。

求 人 莫 若 求 己 ，还 得 有 一 股 子 静
气。古人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静能
养心，宁静方能致远。多一些静气，才会
少几分戾气和躁气，也才能从容大度处
事，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处之安
然。时时事事掌控好自己的欲望和情
绪，少一些患得患失、焦虑不安，便会多
一些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如此，自然就
会遇事不求人或少求人。幸福，也自会
悄然来敲门。

遇事不求人或少求人，说到底，终究
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实力和定力。

——摘自《青年文摘》

□ 远之远之

□ 钱穆

智慧，越给越多

文 苑

点 滴

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住在北京白
庙胡同里，因为白天人声嘈杂，他习惯在
晚上安静之时读书。一天晚上，黄侃与
友人在探讨“国学”问题的时候，隔壁突
然发出一阵噪音，好像有砸墙的声音，有
挪动桌椅的声音，还有笑闹的声音，严重
影响了他们读书交流。其实，这种情况
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之前黄侃都选择
了忍耐。

这次被打断思路，黃侃很生气，他决
定去找对方理论一番。黄侃气冲冲地告
诉对方，晚上原本是休息的时间，他们这
样吵闹会给别人造成严重影响。对方觉
得黄侃态度不太友好，说话也很冲，一来
二去，双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像吵架
一样。“如果觉得我们给你造成了影响，
可以心平气和地提意见。像这样子态度
强硬，只会惹恼我们，对你没好处。”对方
瞪着黄侃说。黄侃原本还想说什么，不
过最终他闭上嘴巴转身回去了。

友人不解地问：“你被他吓到了吗？
为什么不反驳回去？”黄侃摆摆手说：“看
得出来，对方不是不讲理之人，所以我不

必再逞口舌之快。让他说最后一句话，
这样会让他感觉舒服，下次自然会注意，
不再打扰我们。”

几天后，黄侃在学校上课，下课后一
名学生向他请教，两人就一个问题讨论
起来，友人在旁边等了一个多小时。友
人发现，不管学生说什么，黄侃都会回
应，学生说一句，他答一句，直至最后，也
是以黄侃的发言作为结束。

友人很疑惑，问：“你不是说要让对
方说最后一句话吗？”黄侃回答：“学生跟
我讨论是为了求知，我当然要尽心尽力，
消 除 他 所 有 的 困 惑 。 这 场 谈 话 我 来 收
尾，才能让学生踏实，不然他会有需求得
不到满足的失落感。”听了黄侃的解释
后，友人连连点头，对他佩服不已。

在吵架时，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会很
满足；在交流时，最后一句话得到回应的
人才会感到满足。黄侃深知这一点，并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尽力让对方感
到舒服，不仅照顾了对方的情绪，也让事
情得到顺利解决。

——摘自《文萃报》

物质身体生活，大家都一样。饿了
要吃，冷了要穿，倦了要休息。但从另
一面讲，此种人生，乃个别不相通的。
我喝一杯水，与你不相干。吃饭各饱了
各自的肚子，你吃饱了，别人并不饱。
你穿暖了，别人并不暖。

但是精神生活便大不同，这是一体
相通的。今天来听一次讲演，一人讲，
大家听，这是心与心之相通，是精神的。
一人心中话，可说给人人听。但一人手
中食，不能拿供人人吃。中国人有句话
说：“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满堂饮
酒，有一人向隅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
乐。这是心灵精神方面的事。

人生必到了心灵精神人生，才有这
样一个共通的境界。《老子》书里说：“既
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假使
我今天是一个厨师，做菜请大家吃，大
家吃饱后走了，菜亦没有了，所以来吃
的也必得出钱买。但今天我是来讲演
的，将我心中话讲给大家听，不仅诸位
听到，我自己也会对我自己的话有增
添，有生发。这不是我讲给诸位听后，
而我自己反而更多了吗？吃的、穿的、
住的，一切物质方面的东西，不能多予
人。我多予了你，我自己就没有，或者
减少。至于心灵精神方面的，给予了
人，自己一点也不减少，只有兴起他人
心灵上之共鸣。所以老师教学生，定会

“教学相长”。歌星唱歌，定要有人听。
西方有些电影明星，不愿意拍电影，而
愿意在舞台上表演。因为在舞台上表
演，下面有观众，心与心当下交感相通，
他会感到更快乐。我们人都抱有一种
意志，我的意志，得你赞成，我的意志会
更坚强。我的智慧也不能老放在脑子
里，会枯槁窒塞，要得向人传播，和人讨
论，智慧会更发展。

——摘自《意林》

求人莫若求己求人莫若求己

人人 生

□ 程刚

大学毕业后，我应聘到一家大公
司。新入职的同事要住在一块儿，进
行 20天封闭培训。培训很快过去，这
天办公室通知，要进行结业考试。没
想到，成绩出来后，我们都没考好，只
有小李的成绩遥遥领先。

对于他的成绩，我们无法认同。
有一道题，要求标定公司所有分公司
所在城市的位置，培训时根本没人给
我们做过介绍，小李却全答对了。大
家怀疑，小李作弊了。

第二天，公司总经理问我们：“你
们心中是不是有疑问，为什么没讲的
东西却考了，而且只有小李考得最
好？小李，你来解释一下。”

小李站起来，对大家说：“大家有
没有注意到，我们入住的房间门上贴
了一张公司组织结构示意图，把公司
所有子公司的位置标得清清楚楚。
我认真地看了几回，便记住了。”

小李的一席话，瞬间点醒了我
们。是啊，每个房间门上都贴着示意
图，可我们根本没有去看。

总经理沉默了一会儿，说：“学习
从来都不是等着别人教你什么，而是
应该主动去发现……”

这次培训，让我知道了自己与成
功的差距，从此有了奋斗的方向。

——摘自《读者》

房间里的示意图

□ 莫小米

父亲去世之后，年迈的母亲将自
己安排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得多。
那天无意间看见她的日记，发现一颗
曾经沧海的心，梳理得那么通顺。

她的日记是表格式的，格式的限
制使她删去了所有废话。在日期、天
气栏的后面，逐一列着户外活动、读
书看报、来信来客、娱乐、健康……值
得一提的是最后那一栏：情绪。有一
天她在那一栏里写着“高兴，感到时
间不够用”，另一天是“舒服极了”，有
时更简单，是“稳定”或“安宁”，当然也
有不佳之时，比如“差，不想说话”“莫
名其妙地流了点儿泪”。

刚出差回来的我指着“流了点儿
泪”那一栏问：“妈，这是为什么？哪
一天？”

她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便傻笑：
“你瞧，想都想不起来，肯定是什么事
也没有，自寻烦恼，真是犯不着。”

忽然觉得母亲了不起，她发明了
这么一个记载情绪的方式来管理情
绪，或者说，放逐情绪。

——摘自《岁月》

放逐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