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赵晓芳

定准“我”的坐标

人 生

这几年，“人设”一词在网络上广为
流行，而“人设崩塌”的新闻也是屡见不
鲜。所谓“人设”，简单说就是正面积极
的形象设定，出现“人设崩塌”现象，说到
底是当事者“人设”与真实形象有出入。

这启示我们，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精准定位至关重要。知晓在什么场合、
处什么位置、以什么身份、担什么职责，
定准“我”的坐标，这样说话才不会出格，
办事才不会出界，做人才不会出位。

定准“我”的坐标，首先要弄清楚“我
是谁”。很多人可能认为自己最了解自
己，其实并非如此。时代的变迁、环境的
变动、事物的变化，都可能对自我认知产
生影响，甚至使我们在某件事上或者某
个阶段迷失自我。比如，有的人常常在
别人吹捧中飘飘然，抑或在相互攀比中
昏昏然，甚至在误入歧途时还悠悠然。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特莱斯所说，人生最
困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有些人之所以
走不出自我，就在于常常忘记了“只缘身

在此山中”，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不能自
拔。多反省、多跳到自己的“局外”，拉开
与自己的距离，才能保持清醒，把自己看
得通透。

人贵有自知之明。认清自己只是第
一步，摆正自己的位置同样很关键。摆
不正自己的位置，就容易心态失衡、情绪
失控、行为失范，产生“生不逢时、遇人不
淑”的悲观想法，发出“既生瑜，何生亮”
的人生喟叹，做出“不符身份、不合常理”
的错位举动。

摆正“我”的位置，不仅要弄清“我是
谁”，还要明白“我在哪儿”。每个人在工
作生活中都扮演着多重角色，“我”的位
置也不是静态的、固化的、不变的。一个
人可以是“矮子里的将军”，也可能是“巨
人国的侏儒”。参照系不同，坐标点就会
发生变化。有时需要上下比对、左右比
较、前后比照，才能把“我”的坐标定准。

定位决定站位，格局决定结局。恩
格斯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

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
还不错。”在恩格斯心中，“马克思是天
才，我们至多是能手”。他在物质、精神、
学术等多个方面上，给予马克思巨大的
支持。虽然他甘当“第二小提琴手”，可
谁也不能否认和看轻他的思想贡献和历
史地位。在《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
克思在通信中表达了对恩格斯的感谢：

“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
从成长进步的角度讲，定准“我”的

坐标，贵在知道自己的长处，承认自己的
短处，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把好钢用在
刀刃上，给自己的人生增值。倘若德薄
而位尊，识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不但
不能成事，还会惹祸出事。

定位是门学问，关乎方向的选择，关
系人生的抉择。常想想“我是谁”，多看
看“我在哪儿”，定准“我”的坐标，找准
平衡点，把握分寸感，人生之路才能行
稳致远。

——摘自《解放军报》

点 滴

宋代理学家邵雍在《安乐窝中
吟》中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
到半开时。”这个“半”字用得好，它
说的是一种人生智慧、处世哲学。

《道德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菜根谭》说：“路留一
步，味让三分。”

明末清初的大儒李密庵有一
首《半半歌》，其中说“看破浮生过
半，半之受用无边”，体现出那种知
足常乐、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这
个“半字哲学”，劝告人们心态要从
容、豁达，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一路
阳光不过是一种美好意愿而已。

——摘自《今晚报》

半字哲学

□□ 韩铁铮韩铁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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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周末小聚，朋友的心情很好，我问其
是不是遇到开心事，他点头。原来，之前
公司来了一位新的合作伙伴，是资深的
业内行家，我的朋友是个“社恐”，本来担
心合作会不顺利，没想到这位行家说话
非常和蔼可亲，一见如故，合作愉快，朋
友开心不已。

这让我想起初入职场时一位前辈告
诉我的人生哲学，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

“有话和气说”。他说：有才而性缓，定属
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懂得和气
地说话，是亲和力的一种体现，而有亲和
力能为工作、生活、交际赋能。这句话让
我印象深刻，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
都尽力“有话和气说”“有事好商量”，心
平气和，不急不躁，冷静淡定，不仅收获
好人缘，做事也更顺利。毕竟情感讲的
是双向奔赴，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

生活中，有些人不会“好好说话”，本
来是出于好意，但由于说话的语气或说
话的方式、时机不对，急性子、嗓门大，让
尖刻、暴躁、不恰当的话语“淹没”了本
意，好心反倒办了坏事，于是又埋怨别人
不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出现这种问
题，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
识到说话和气的重要性，总认为只要自
己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真心为他人着想，
至于用什么语气说话、用什么方式说话，
就不考虑那么多了。更有甚者，认为自
己是为了帮别人，故意端出架子，摆出气
势，不考虑别人的心情，不考虑对方能否
接受，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不但没有收
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引起对方的不满。

说话和气，看似是小事，其实是一种
生活的艺术。知易行难，我有一些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要有和气说话的意识且明白其
重要性，是培养自己亲和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遇事要冷静。事急则缓，事缓
则圆，很多事情之所以出错就是因为忙
乱。说话也是同样道理，不少人遇事一
着急，说话的语速就加快，给人压迫感，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和气。所以，要做到
和气地说话，须遇事先冷静，不仅心境要
静，情绪也要稳，做到事乱人不乱，人乱
心不乱，始终沉着冷静。

再次要学会制怒。人在发怒时，声
音往往会提高，语气往往会暴躁，自然就
显得不和气了。所以平时要多提升素
养，保持情绪稳定。

懂得和气地说话，做个亲和力满满
的人，会给你带来更多和谐的关系、快乐
的机遇。

——摘自《广州日报》

老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其实，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人在做，天在算。”天
是什么？天是自然规律！既然是规律，
就需要用时间来说话。天就像个高明的
精算师，默默地算，静静地记，精确地核
准，给每个人记账。你付出多少，就会收
获多少；努力几成，就有几成结果。

人在做，天在算，算你为事业花费了
多少时间。譬如说，司马迁写《史记》用
了 18 年，宵衣旰食，胼手砥足；勾践复国
用了 20 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丹麦
天文学家第谷，用肉眼观测天体 35年；北
京外国语大学车洪才教授，花 36 年时间
编纂完成《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填补了
该领域空白；防护工程学家钱七虎，用
60 年时间，为祖国“铸盾”，创建了我国
防护工程人才培养体系，解决了核武器
和常规武器工程防护。有道是“皇天不
负有心人”，奖励司马迁的是“史家之绝

唱，无韵之离骚”的定评；奖励勾践的是
“三千越甲可吞吴”；奖励第谷的是 750
颗恒星位置的变化被记录下来；奖励车
洪才的是“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奖
励钱七虎的是 2022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
物”殊荣。

人在做，天在算，算你投身事业的热
度有几分，是五分、七分，还是十分、十二
分。有的人是玩着干着，溜溜达达、心不
在焉、无精打采，走到哪儿算哪儿，最多
是三分热度；有的人是得过且过，敷衍了
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最多五分热
度；有的人是聚精会神，心无旁骛，“衣带
渐宽终不悔”，保持十分热度；有的人是
殚精竭虑、苦心孤诣、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用了十二分热度。结果，自然是有的
人一事无成、碌碌无为，有的人功成名
就、流芳百代。

人在做，天在算，算你为事业付出了

多少心血。元朝书法宗师赵孟頫每日写
书法 1 万字；乒乓女将邓亚萍每天挥拍 3
万次；跳水明星全红婵每年要翻 10 万个
跟头……不为人知的艰辛，天都给你算
得清清楚楚，让你实至名归。于是，赵孟
頫位列“楷书四大家”；全红婵一届奥运会
拿了两个冠军；邓亚萍成了“乒乓女皇”。

老天像一台超级巨型计算机，不偏
不倚，公正无欺，眼里揉不得沙子。谁若
抱怨老天失准，命运不公，不妨先想想自
己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流了多少汗，出了
几成力，对工作有几分热度。

哪怕经历了坎坷和失败，也别忘了
“苦心人，天不负”。因为天知道翻 1万个
跟头与翻 10 万个跟头的差别有多大；天
知道干 1 年与干 10 年的付出有多悬殊；
天不会让勤勤恳恳的人吃亏，也不会让
偷奸耍滑的人沾光，这就叫天道酬勤。

——摘自《今晚报》

有个人穿错了鞋子，一只鞋底
厚，一只鞋底薄，走起路来一脚高，
一脚低，感到很不舒服。

于 是 ，这 个 人 就 向 旁 人 抱 怨
说：“我今天的腿，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一长一短？也许是道路高低不平
的缘故吧！”

旁人告诉他说：“可能是你穿
错了鞋！”

这个人赶紧叫仆人回家去取，
仆人去了好半天，空着双手回来，回
报主人说：“不用换了！家里那双鞋
的鞋底，也是一只厚，一只薄。”

人，看问题如果不能全面去了
解，就无法看清楚问题的核心，也就
无法解决问题。

——摘自《思维与智慧》

错误的推论

□□ 星云大师星云大师

狮子躺在地上睡觉。一只老
鼠跑了过来，正好撞在狮子身上。
狮子醒了，一把捉住了老鼠。

老鼠求狮子饶了自己的性命，
说道：“要是您这次放过我，我保证
下次会帮您的。”

狮子觉得这话很可笑。它哈
哈大笑起来，放过了老鼠。

过了几天，几名猎人抓住了狮
子，用绳子将它绑在树上。老鼠听
见狮子的哀号，赶紧跑了过去，咬断
了绳子，说道：“你还记得吗？上次
我 说 要 帮 您 的 时 候 ，您 还 笑 话 我
呢。现在您知道了吧，一只小老鼠
也能派上大用场。”

——摘自《文萃》

狮子和老鼠

□ 托尔斯泰

□ 王继怀

有话和气说

生 活

□ 陈鲁民

人在做，天在“算”

文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