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驴把眼镜推到额上，眯上双
眼，陶醉地回想着自己取得的成
就。它张着大嘴，嗷嗷地叫个不停。

旁边的黄牛对它说：“老兄，不
要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你不过
是在原地打转，一步也没有前进
呀！”

“什么？”老驴马上发火了，“胡
说！我天天在走路，这难道不是铁
一般的事实吗？哼！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有这样不负责任的批评，原
来庸人都是忌妒天才的！”

——摘自《长江文艺》

□ 李佳瞳

深耕独一无二的“种子”

和同学 A聊天，得知她刚刚从一家贸
易公司辞职，最近想找一家新媒体公司上
班。我很诧异地问道：“你不是半年前刚
入职那家贸易公司吗？”

细聊才知道，朋友当时去这家贸易
公司，是因为她的朋友从事外贸行业，可
以经常出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她十
分羡慕。但是真正入行后，才发现烦琐的
报税单据、客户各种细琐的对接要求，搞
得她疲于应付。

说来道去，是因为和自己兴趣、性格
不相符，没有预期的那么美好，从开始的
好奇、期待，再到困惑、自我怀疑、迷茫，最
后就只剩下厌倦、逃避和放弃。至于去新
媒体公司，她说：“现在互联网这么火爆，
你看看那些短视频平台或者自媒体博主，
日进斗金，主要时间还自由，又能表达自
己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算 一 算 毕 业 的 时 间 ，已 经 快 10 年
了。在此期间她做过电商、微商、企业策
划、销售……可惜的是，在任何一个领域
她都没有拿到过像样的结果，同样的桥段
总是反复上演。

而另外一个同学 B，和她关系要好，

坚持从事文字工作，开始在一家外企做文
案，后来转行做了记者，基本是在一个领
域工作。在长期坚持后，现在已经小有名
气，经常被邀请去大学讲课，去年还出版
了文集。从开始的薪水寥寥到现在的钵
满盆满，不仅生活品质得到提升，而且每
次见到她，精神都十分饱满，始终没有丧
失对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当我问起同学 B 的成功心得，她说：
“最初看到我的朋友从事各行各业，做高
端别墅销售、做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做翻
译，干得好的甚至年入百万，说不心动羡
慕是假的，毕竟大家都想提高薪酬待遇。
但我后来发现，做销售的朋友，性格本身
就很外向开朗，读大学的时候为校园活动
拉过很多赞助。做翻译的同学，非常有耐
心且细心，父母有留学背景，打小就喜欢
看英文电影，获得过很多英文演讲比赛大
奖。而我自己，性格比较内向，爱看各种
书籍，好奇心挺重，虽然也喜欢和人打交
道，但不喜泛泛之交，反而倾向深度交流。
所以我想，别人身上的‘职业装，穿在自己
身上未必合身’。总体看来，这个行业最
适合自己，所以就每天坚持写作，不断打

磨自己，如今，终于取得了一点小成绩。”
B 同学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一个著名

作家讲述的一个故事：世界上有一粒种
子，像核桃那样大，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
凡是看见它的人，没一个不喜欢。国王、
富翁先后将它栽到自己最珍视的白玉盆、
白金缸里，它还是没有发芽；麦田里的年
轻农夫得到了它，种在刨松的泥土里，持
续地呵护和看管，最后种子发芽了，长成
了小树，开出了数不清的花朵。

纷繁尘世，事物实多。生活工作，百
千方式。物不独取华表，事非随波而流。
在工作和生活里想要拿到结果，需要两个
因素：做适合自己的事情并持续深耕。做
适合自己的事情，关键在于明确自己的优
缺点，扬长避短；而持续深耕，就像丹尼
尔·科伊尔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中阐述
的观点：任何一项技能只要训练一万小
时，就一定会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你 我 都 有 属 于 自 己 独 一 无 二 的 种
子，把它耕种在合适的土壤中，沉心静气
地耕耘和呵护，不去艳羡高山的伟岸和江
海的澎湃，才会播种出成功的芬芳。

——摘自《思维与智慧》

老驴推磨

□□ 金江金江

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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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广阔

生 活

过好不好过的日子

以前，我姥姥经常说一句话：年好
过，月好过，日子不好过。现在姥姥已
经去世 20多年了，这句话又到了妈妈的
嘴里，也是经常说。

小时候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直到
长大成人乃至人到中年，我才慢慢参透
这句话的含义。

年是由月组成的，月是由日子组成
的，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过的不是年，不
是月，还是日子。只要把每一天的日子
过好了，月也就过好了，年也就过好了，
一生也就过好了。

旧时候有句老话：年关难过。再难
过的年关，最后也会过去的，毕竟一年
只过一次年，可是如果日子难熬，却犹
如蚁虫噬骨，是真的难熬。

反过来说，我们努力过好了每一
天，也就过好了每个月，过好了每一年，
最终过好了我们漫长的一生。

想起我刚毕业时租房子的房东白
姐。白姐家在大学附近的城中村，丈夫
本来是村里的电工，人老实厚道也能
干，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小家庭经营
得红红火火。可在他们的独生子才七
八岁的时候，丈夫在帮村里进行电力施
工时，发生了意外，触电身亡。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日子的艰难凄苦可想而知。虽然家里
有一栋两层楼，四五个房间出租，可是
附近的出租房供大于求，白姐的租金收
入微薄。

白姐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努力过
好每一天。她每天都收拾得干净利索
才出门，送孩子上学，上市场买菜，回家
以后就一层楼一层楼地打扫卫生，把楼
梯、楼道拖得亮亮堂堂，给每层楼的公
共卫生间消毒，给阳台上的每一盆花浇
水、松土。

做完了这些，为了增加收入，白姐
还在大门口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代洗衣服代刷鞋。很多大学生就把脏
了的衣服、球鞋送过来，由白姐清洗干
净，拿到楼顶晒干，然后每件衣服收取 2
元的清洗费用，球鞋贵一些，3元。

我因为在这里住得久，和白姐说话
也多一些。有一次我对正在刷鞋的白
姐说：“白姐，你就一个儿子，家里还有
房子，不用那么劳累的。”

白姐听了淡然一笑说：“孩子越来
越大了，花钱也越来越多了。再说现在
我还年轻，也累不着，不是还有你们帮
衬着嘛。”

天道酬勤，白姐每一天都这么忙忙
碌碌，辛辛苦苦，日子眼看着比以前好
过了许多。

后来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搬离了白
姐的出租房，联系慢慢就少了。

前几年的一天，在市区偶然碰到了
白姐，她依旧打扮得干净利索，两人匆
忙聊了几句。白姐说她儿子已经结婚
了，也在市区买了新房，她马上就要当
奶奶了。

对此我一点都不奇怪，只有真诚的
祝福。一个能够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
好的人，的确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摘自《平顶山日报》

我的学生时代，正是武侠小说和武
侠影视风靡之时。几位武侠小说名家
的作品，成了年轻人当中最流行的读
物。即使是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武侠小
说的代表人物金庸依然拥有一般作家
望尘莫及的读者量，有人甚至把读金庸
的作品读成了一种职业。

在众多武侠作品中，受到读者喜爱
的角色，多数是因为他们身上那股令人
肃然起敬的侠义之风，而不是因为他们
的武功天下第一。这起码说明，崇尚侠
义也是人之本能。

去年，笔者应邀参加一个网上直播
文化交流活动。有读者现场问我如何
理解侠义精神，我不假思索地说，“侠
义”其实没有那么遥远、那么高深、那么
复杂，它并不需要高明的武功，甚至也
不需要出众的智力、能力，简单地说，不
妨这样理解：心有他人即为侠。

也许，你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
是的，做到“心有他人”确实不难，但也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觉。

不妨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早些年，
我们过马路时，经过斑马线，看到汽车
来了，都是以人让车为主，即使有些汽
车减速了，行人也是欲行又止，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后来，出台了汽车礼让
行人的规定，而且安装了摄像头进行监
督，于是车让人成了一种常态。这当然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新的问题又
来了：有些行人过斑马线时目空一切，

甚至在斑马线上来回行走。这种人，撇
开安全意识来说，根本不懂得行人要与
驾车人互相体谅的道理。可以说，他们
骨子里缺乏一股“侠”气。

心中是否有他人，往往体现在生活
的细节当中。为什么经常出现路人昏
倒一旁而过往行人视若无睹冷漠经过
的新闻报道？为什么有的人为了蝇头
小 利 不 惜 亲 友 反 目 成 仇 老 死 不 相 往
来？如果稍稍有点换位思考、悲悯情
怀、宽容大度，人世间的那些不和谐之
事，该锐减多少？古人云：“杀人以自
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对照这
个标准，很多人相差太远了。

心中有他人，会为别人利益着想
者，就是具备了侠义精神。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义”
不需要你喊什么铿锵有力的口号，不需
要你动辄作出多大的牺牲，甚至不要你
帮谁办多少事情，只要你有不给别人添
乱添麻烦的想法、体谅他人苦处难处的
念头、乐意成人之美的善意，就够了！

《墨子》说：“利人乎即为，不利人
乎即止。”如果每个人都能主动想着别
人，坚决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努力做到
诚实守信，这个社会便充盈着侠气。如
此，大家便少了抱怨，多了理解，少了火
气，多了和气，少了私心，多了公德。那
便如一首歌所唱的：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人间。

——摘自《开封日报》

□ 李伟明

心有他人即为侠心有他人即为侠

我们照镜子时，自己的喜怒和
镜子里那个人的是同步的，这是最
直接的反应。我们要做的，是看着
镜子思考：我今天的面部表情跟昨
天的不一样，一定是我的内心发生
变化了，脸上的表情也随之改变。
如果养成这样的习惯，就算身边发
生了极小的事情，也能自我引导去
调整、追问自己的内心。

持续从事这样的自我训练，到
后来有些人就“高”了。这个“高”
不是指地位，也不是指钱财，而是
指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和敏感度提
升到了相当高的地步，这时他就能
够从容处理自己和外界、他人的关
系。而且这种人更不容易犯错，人
生的懊悔更少。

——摘自《意林》

照镜子

□□ 许倬云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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