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身边有位战友，为人乐观开朗，是
个“热心肠”。谁获得成绩、取得进步，他总
是第一时间送去真诚的祝福；谁在朋友圈
中分享自己的开心事，经常能看到他的点
赞和评论；谁家遇到了难处，也能看到他帮
忙跑前跑后的身影。谈及他，无论是单位
领导，还是同事部属，都不禁竖起大拇指，
也为他的每次成长进步而高兴。

现实中，一个“乐见他人好”的人往往
心态阳光、内心善良、宽容大度，在跟别人
相处过程中，会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让人感到愉悦。古人云：“乐人
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
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你能“乐
见他人好”，别人也会跟你友善相处，当你
遇到困难时会力所能及地帮你。由此而
言，“乐见他人好”不仅是一种良好心态的
体现，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妙方。

然而，一些人虽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却
很难在现实中真正做到。他们有的只能

“见自己好”却“见不得他人好”。看到别人
成功时，不是送上祝福，而是心生嫉妒，发
出“凭什么是他”的质疑。还有的看到别人
受挫时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为什么
现实中总有些人“见不得他人好”？归根结
底是因为他们名利心太重、嫉妒心太强。
他们把别人当成追名逐利的竞争对手，既
羡慕别人的实力，又害怕被人超越。一个
人内心一旦被过重的名利心和嫉妒心所占

据，就会心胸狭隘、内心扭曲，与人相处时
心存戒备、缺乏真诚，也很容易言语偏激，
做事极端。长此以往，名利心和嫉妒心就
会严重地破坏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影响他
与他人的正常交往。

人生之路免不了竞争，自然也少不了
竞争对手。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竞争对
手，体现出智慧的高低，折射出胸怀和格局
的大小。一位著名主持人在自传中讲了自
己的一段经历：一次参加主持人选拔赛时，
她发现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有一个明显的问
题，这原本是一个击败对手的很好机会，但
她选择了在赛前提示对方，让其意识到这
个问题。谈及这段往事，她说，我没有把她
当敌人，而是当作患难之交。竞争对手不
是你的敌人，而是前行路上的伙伴，是能够
帮助你成长进步的益友。从竞争对手身上
发现自己的不足，激发前进动力，会使你变
得更加强大，这才是竞争对手的真正价值。

万物相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携手前
行，才能共渡难关。当他人取得成绩和进
步时，我们应当由衷地为他人喝彩，同时积
极学习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使自己见贤
思齐，尽快成长进步；当别人遭遇不幸和困
难时，我们应当力所能及地向他们伸出援
助之手，给他们以力量和希望。如此，前进
道路上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与你结伴同
行，人生的舞台才会更加宽广。

——摘自《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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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新

耐住重复的枯燥

在职业岗位上，许多工作往往都是
轮回往复、周而复始的。车工每天在加工
同一种零件，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钳工
每次按照錾削、锉削、钻削、铰削、刮削、铆
接等工序操作，一遍又一遍，无休无止；快
递员每天照着包裹单上的地址、楼栋、门
牌号码挨家挨户送货，一趟又一趟，风雨
无阻……这些重复性劳动，常常令人觉得
单调难耐、枯燥无味。

听一位民航机长说，他们每次航行
的程序和动作基本是一样的，都是重复操
作。比如起飞前，首先要按照制式的诵读
单边诵读边操作检查。一般由副机长诵
读，机长操作检查。其中的程序不能更改，
不能省略，必须按照诵读单一步步进行。
即使早已将诵读单背得滚瓜烂熟，也必须
一字字诵读、一步步操作。在客舱，乘务员
用麦克风跟旅客说的规定内容，同样必须
看着单子念，即使再熟练，也必须一字一
句地照本宣科，没有通融余地。这种严格
而“死板”的规定，令机长和乘务员一遍又
一遍地重复着机械式动作。枯燥吗？当然
枯燥。然而，这是岗位操作不可逾越的刚
性程序、不可违背的铁的纪律。一旦逾越
和违背，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其实，在人们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中，有许许多多内容都是枯燥的重复。
学生每天与单词、公式、数字、文字打交
道，反复背记，来回运用；农民每次灌水、
耕耘、插秧、施肥、除草，季节轮回，来回劳
作；士兵天天出操、站岗、集合、操练、研
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作家长年爬格
子、敲键盘、出作品，呕心沥血，没日没夜；
运动员天天重复着一个个单调枯燥又苦
又累的动作，汗水一次次浸湿新伤旧疤，
循环往复地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这种
岗位劳作的枯燥，与外面五彩缤纷、充满
诱惑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不少人难
耐枯燥，不惜抛弃原先的追求和梦想走向
喧嚣与浮躁。然而，喧嚣和浮躁过后，他们
会蓦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于
是觉得生活又是那样的无聊和没劲。

耐住重复的枯燥，往往是一个人走
上职业岗位必须要过的第一个关口、不得
不经受的第一个考验。确切地说，世界上
的任何职业、任何工作，几乎无不具有枯
燥的特点，许多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单调、
枯燥和寂寞的磨砺与炙烤。为了经受这
个考验，需要树立高尚的职业精神，将自
己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职业岗位上去，一

旦职业精神扎根了，所有的枯燥都将不在
话下；需要锤炼顽强的职业意志，将岗位
当事业，将职业当使命，勇于克服横亘在
职业岗位面前的高山峻岭和艰难困苦，对
事业始终怀有持之以恒的自觉和坚定不
渝的恪守，一旦职业意志坚定了，所有的
枯燥将不复存在；需要铸牢长远的职业理
想，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确立好自己
的奋斗目标，即使不必达到“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我境界，也应
当有为了实现理想而甘愿付出必要牺牲
的心志和努力，一旦职业理想明确了，所
有的枯燥都将烟消云散。

当刻苦的学子解开一道道难题、弄
通一个个原理时，当朴实的农民收割一片
片稻穗、摘下一个个果实时，当辛劳的工
人完成一道道工序、做成一件件产品时，
当英勇的战士越过一道道障碍、获得一枚
枚勋章时，当勤奋的作家敲下一个个文
字、写出一篇篇妙文时，当出色的运动员
拿下一块块奖牌、举起一个个奖杯时，不
仅享受到了奋斗的乐趣，而且创造了绚烂
的人生。那时，你会觉得自己枯燥的奋斗
是美妙的，耐住枯燥后的收获是美好的！

——摘自《肥东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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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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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我不赞同父母要无条件相信孩
子，也不赞同人要无条件相信自己。

孩子在学习和行为举止、为
人处世上出现了问题和偏差，作为
父母，要站出来指正，而不是护短。
如同一棵小树栽歪了，要将其扶
正，而不是无条件地相信它长大后
会自动变直。小错不纠，小漏不阻，
只会越来越坏。我们固然要相信自
己，相信自己的明天会更好，但不
能盲目，得有条件：自己需要不断
努力，没有躺平，没有放弃。

知错就改、积极向上的孩子，
值得父母相信；勇于拼搏、不断成
长的自己，值得自己相信。相信，是
有前提条件的。

——摘自《今晚报》

相信

□□ 徐竞草徐竞草

孔 子 给 颜 回 的 评 语 是 一 个
字：愚。说他和颜回谈了一天话，颜
回“不违，如愚”。然后，“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不是
愚，而是好像愚。老师说什么，他都
说“是，是，是”，“不违”，像傻瓜。

孔、颜师徒的对话有一项记
录。孔子率领门人正在周游列国，
中途遇险。好不容易逃了出去，却
不见颜回。随后颜回赶到了。孔子
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答复：

“子在，回何敢死？”对话很生动。一
个说“我以为你死了”，一个说“你
没死，我怎么敢死”。一问一答，哪
里像愚人？

——摘自《意林》

哪里像愚人

□□ 金克木金克木

大院里，住户已经换了一批又一
批，可是放在走廊尽头的那两把竹梯
始终都在。每天，它们默默地靠在墙
边，随时听候使唤。如今，大家都忘
了 梯 子 的 主 人 是 谁 ，只 是 用 完 了 以
后，都会自觉地放回原处，然后说一
声谢谢。

到了学校放寒暑假时，这两把梯
子也成了孩子们的娱乐设施。他们
搬 来 搬 去 ，爬 上 爬 下 ，掏 鸟 窝 ，逮 知
了，玩得好开心。孩子的父母大多为
外来打工者，每天早出晚归，也无暇
多顾及孩子，就任由他们玩。

忽然有一天，一个小男孩从梯子
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被送到医院
花了一万多元。孩子的双亲都是残
障人士，收入微薄，这笔钱对这个家
庭来说简直是不堪的重负。院里大
伙 十 分 同 情 ，纷 纷 捐 钱 物 、想 办 法 。
也有人想到了梯子的主人，说，梯子
放置不当，管理不善，也是酿成这起
事故的原因之一，梯子的主人应该负
点责任。

可谁又是梯子的主人呢？没人
知道。经过居委会调查才知，梯子的
主人是一位姓李的老人，当过小学老
师，几年前曾在这大院住过。老人很
热心，那时候家里有两把竹梯，经常
有人来借，为了方便大家使用，就索
性放了一把在院子里，不知不觉就成
了公用梯子。后来，老人搬家时就没
有带走这两把梯子，老人对老伴说，
既然大伙还用得着，就留下吧。可老
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会发生这种
事情。老人心里十分不安，买了东西
去医院看望孩子。

老伴觉得很冤，说：“做了好事，
啥也没得到，反而惹了一身麻烦。”老
人却摇摇头，说：“话不能这么说。在
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孩子们
缺少照料啊。”

从此，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
没过多久，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

来，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
竹制书架，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都
是儿童读物，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写
着“免费阅览”四个字。老人每天过
来，给孩子们讲故事、传知识，还教孩
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俨然成了孩
子王。家长们自然高兴，也能安心地
工作了。有人问：“那两把梯子去哪
儿了呢？”老人指了指书架，笑呵呵地
说：“这不还在吗？”大伙先是一愣，接
着恍然大悟，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
书架。老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也是这世间最美最好的梯子。”

——摘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