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教育需要学习 4 个人，做好
两件事。

第一个人是子贡。子贡有“如
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大局，但
是子贡的权变能力略差。鲁国有一
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
人能把他们赎出来的，可以到国库
中报销赎金。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
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
金。由此受到孔子批评，你这是破
坏了规则。你觉得不要国家的补偿
很荣耀，那其他人赎回奴隶要了钱，
岂不是小人之举了？

第二个人是颜回。颜回“不迁
怒，不贰过”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一个人越学习越温润，越学习错误
越少，才叫真学习。阳明先生说颜
回是《中庸》的境界：未发之中。未
发之中说的是内心平静，和悦安详，
给人以谦谦君子之风。但是颜回也
有缺点：不注意身体。“一箪食，一瓢
饮”显然是少了一些营养。所以他
40 岁就撒手人寰了。一个学者，或
一个学生，最起码要懂得饮食合理、

作息正常、坚持锻炼的道理。
第三个人是庄子。庄子这个人

对 世 事 、功 名 和 生 死 理 解 得 太 透
了。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告诫人们以有限的生命去学习
无限的知识，如果不知道取舍就是
自找麻烦。

第四个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
底在古希腊，甚至在整个西方被誉
为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一直认为
自己很无知。人越有智慧就越发现
自己的不足。我认为苏格拉底最精
彩的话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还以
为自己很知道。

我们此生要做的有两件事：一
是努力学习，这叫求广博；二是用心
反省，此乃去私欲。反省，就是清理
内心的傲慢。无论何时，人只要一
傲慢、一好为人师，喜欢指点江山，
就是停滞不前了。可悲的是，很多
人终其一生只做了求广博之事，而
忽视了去私欲。

——摘自《今晚报》

一家人开车到山上玩，车上有
塑料弓箭玩具，是两天前在老家的
超 市 买 的 ，大 宝 看 中 了 ，小 宝 也 爱
玩。大宝坐在后排座位搭上弓箭比
画，一不小心，箭飞出了车窗……我
在山路边停下车，让两个孩子一起
下车找，我们在车上看着。

不远处，两个孩子四处张望，胡
乱 寻 找 ，显 然 没 有 找 到 箭 ，很 是 着
急。在找东西方面我是达人，决定
帮一下忙，为他们示范一下如何寻
找失物。

我下车，走了不到一百米，便在
路 边 发 现 了 绿 杆 、红“ 镞 ”、白 尾 的
箭，本来还担心箭飞在绿树枝上或
杂草丛中，颜色接近，一眼不容易发
现，没想到这么轻松便找到了。

把箭交给大宝，我问两个跟在
身 后 的 孩 子 ：“ 为 什 么 我 能 轻 松 找
到箭，而你们不能？”孩子们都不能
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凡事
都要讲究方法，我找这支箭，心里先
有个计划：一是预判一下箭大致飞
落的位置和距离，确定寻找的重点
范围。二是去的路上我是“粗”找，
以浏览平坦的路面、路边为主。三
是回头的路上，我会“细”找，重点盯
着 路 基 下 复 杂 的 灌 木 丛 和 草 丛 看
——一来一去，若还是找不到，我会
选择放弃。

孩子们之所以找不到箭，是因

为他们不讲究方法，漫无目的地随
机找寻。这样做即使找到箭，也主
要靠运气。若还有原因，便是身高
的问题，成人的视线所及范围比他
们宽广，他们人小个矮，习惯盯着自
己的脚边看，眼界和“格局”就受到
了限制。

在 家 里 找 东 西 ，我 也 是 达 人 。
妻子喜欢随手乱放东西，等需要使
用的时候，常常想不起来放在哪儿
了。我会一步一步提示她：最有可
能 放 在 哪 儿 ？ 你 平 时 习 惯 放 在 哪
儿？你今天接触过哪儿……如此往
往能顺利找到要用的东西。

年轻时曾读过一则故事，给我
很大的启发。有人下河塘洗澡，丢
失了手表，一次次潜到水底摸，总是
劳而无获。上中学的弟弟帮他出了
一个主意：像地球仪上的经纬线刻
度一样，为丢失手表的区域划分一
个个方块，再一块一块地寻找，一块
一块地排除。果然，这人最终找回
了手表。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方
法是可行的，可称为网格化寻找。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做
什么事都要先有思路，再付诸行动，
不能蛮干，寄希望于好运气。这样
的生活经验或人生道理，孩子们还
不懂。于是我借机提醒他们：“以后
找东西，一定要先开动脑筋。”

——摘自《广州日报》

□ 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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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从周

人们对艳丽富贵的花朵，总是
喜爱居多，而对一种单纯的美的欣
赏，往往显得曲高和寡。

这也难怪，对美的欣赏总是由
低级发展到高级，由绚烂归于平
淡，由显露渐入含蓄，这几乎是一
种 规 律 。 而 且 ，“ 淡 是 无 涯 色 有
涯”，庭院中长期能让人受之不尽
的还是绿色。它比较恒久，“养花
一年，看花十日”，世界上没有不谢
之花，唯此绿意可做长伴了。我从
树叶欣赏上，学到了做人的哲理。
慢地也将自己变成了一架梯子。

——摘自《意林》

淡是无涯色有涯

□□ 权志凤

切莫虚度当下

点 滴

去年我参加了教师资格证考试，
没过。我花了两个月去备考，但谈不
上认真。报名之后，我在网上搜了很
多攻略，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是考了好
几次才过的，我便有了“这次过不过都
无所谓”的心理暗示。因此，我压根儿
就没有强求自己。学习计划随着心情
一再改变，大多时候书翻开两页就被
我扔到一边。朋友约我出去玩，我一
边想着出去放松，一边又紧张着备考，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着。两个月过去
了，我学无所成，玩也没玩尽兴。

而一起报考的同学，只要是认真
复习的，大部分都通过了。看着大家
在学习群里报喜，我只有羡慕的份儿。

考试不过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但我依然很失落。我白白浪费了两个
月的时间，什么也没有得到。不仅如
此，我还得再投入更长的时间，重来一
次。如果当初我也认真来做这件事，
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拼
尽全力。你尽了多少努力，人生才会有
多少可能。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是“投
入产出比”，用来衡量经济效果。我们
所 决 定 的 很 多 事 ，常 常 基 于 这 个 概
念。而人天生有惰性，往往希望自己
投入很少的精力而获得更大的效益。

所以，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或
者目标来衡量某件事对自己的意义，
然后决定投入多少精力。然而，我们
却疏忽了在这件事上投入的另一个成
本，那就是我们的时间。不管是拼尽
全力还是得过且过，时间都会流逝。

全力以赴，是对时间负责，更是对
人生负责。时刻准备着，才不会懊恼
机会抓不住。世界上最让人遗憾的话
语，便是“如果当时”。人生很多的遗
憾，不过是因为当初没有拼尽全力。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能做
好一件事的人，往往也能做好别的事。
并不是说他们比其他人聪明，只是他
们能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保持专注。因
为 专 注 ，他 们 花 费 的 时 间 都 是 有 效
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每分每秒都在
给自己“镀金”。

聪明的人不会只想着回报，他们
知道踏实走好每一步比什么都重要。
就算是那些所谓的“弯路”，只要认真
对待，也可能走成“正道”。在他们眼
里，生命中每件事的出现都有意义，哪
怕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认真去做，也有
可能成为另一种人生的开端。

他们所有的付出，都会在某一个
转角得到回馈。因此，他们回忆过去
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感叹“如果当时”。

若想人生无悔，切莫虚度当下。
命运有变数，努力当永恒。

——摘自《妇女》

□ 张建云

爱因斯坦初到纽约时，每天出
门都穿一件破旧的大衣，有个朋友
劝他穿好一点，他耸耸肩，不以为
意地说：“这又何必呢？在纽约，没
有人认识我。”

几年后，这位朋友再遇到爱因
斯坦，发现他身上仍然是那件旧大
衣，忍不住又说了同一句话，劝他
换件新衣服。爱因斯坦依然毫不
在乎：“这又何必呢？在纽约，谁不
认识我呢？”

人生路上，有哪一段不是旅居？
——摘自《领导文萃》

何必

□ 朵拉

亮 相 ，就 是 演 员 粉 墨 登 场 的
“入场式”。戏台，由“出将”和“入
相”两块戏帘一遮，便分出前台、后
台。演员立于帘后，清一下嗓子，
踩着锣鼓点儿，掀开戏帘，侧身而
出，轻轻颤那么两三下;再猛然把头
向台口一转，眼睛一张，仿佛一束
电光扫过，迅疾照亮整个剧场。此
刻，剧场静如湖面，三秒之后，掌声
如潮水般涌来。此谓之“亮相”。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在某些场
合的亮相则恰恰相反：最忌表演式
的虚张声势和搔首弄姿，祛除一切
带演技的成分，让人感觉亲切随
和、如坐春风，刚刚好。

——摘自《今晚报》

亮相

□ 王俊良

找东西达人

生 活

四个人，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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