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萧胡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有句话很有道理：等着别人来爱你，
不如努力爱自己。

正如有人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
的开始，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在路上。

这世界上有许多种爱，浪漫的方式
也千差万别，在去拥抱爱之前，我们都应
该学会先拥抱自己。因为爱自己，才是终
身浪漫的开始。

爱自己是人生剧本的主题。编写自
己的人生剧本，必须把自己设为主角，摆
放在聚光灯下，永远都不要误入谦卑的圈
套，成为别人的配角。爱自己，是一场终
生的浪漫，它让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无
论风雨兼程，还是阳光普照，都能感受到
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自爱，是那么的温
暖，那么的美妙！

爱自己，需要始终如一。有时候，我
们往往会因深深地去爱另一个人，却在爱
的陪跑中忽略了自己，甚至迷失了自己。
你成全了别人的快乐，却被幸福的大门无
情拦拒。要时刻提醒自己，对自己始终如
一的爱，才会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具有意义。

当我们开始爱自己时，仿佛打开了
一扇窗，让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洒满
心房。我们会发现，世界原来如此美好，
每一滴露珠的晶莹剔透，每一片树叶的摇
曳生姿，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喜悦。一花一
世界，一叶一如来，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
颂赞，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深刻体悟。

爱自己，并不意味着自私或自大，而是
一种自我接纳与尊重。它要求我们在忙碌
的生活中，给予自己必要的关怀与照顾，
倾听内心的声音，尊重自己的感受与需
求。当我们对自己充满爱意时，我们的心
态会更加开放，我们的行为会更加自信，
我们对他人的关怀也会更加真诚与深切。

爱自己，也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宽容自己的不
完美，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不断努力提
升自我。每一次的尝试与挑战，都是对自
己的一次肯定，每一次的失败与成功，都
是对自己的一次磨砺。只有真正爱自己，
我们才能在生活的风浪中，坚定地站立，
不断地前行。

当我们学会爱自己，我们也会更容
易地去爱别人。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个
体都是独特而宝贵的，都值得被尊重与爱
护。我们会用一颗更加宽容的心去理解
他人，用一个更加温柔的态度去对待他
人，用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念去支持他人。
爱自己，让我们的爱无私地溢出，去温暖
周围的人，也温暖这个世界。爱自己，成
为更好的自己。学会爱自己，才会爱别人。

每天都要提醒自己：从今天起，好好
爱自己。那些放弃你的人，就不要再联系
了；那些放下的生活，就不要再恋旧了；那
些放下的自己，就独自收藏好继续出发吧。

你爱自己，才会有人来爱你。多去
看看山河湖海，多去见见也把你放在心上
的人。你会发现，你在深爱自己的同时，
也学会了爱，也赢得了被爱！

爱自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场修行，
更是一种成长。爱自己，爱你所爱，行你
所好。听从本心，不问东西。

记住：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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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月冰

人 生

被需要，才是

你该站的黄金位置

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0352-2050272
编辑部地址：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 22层 邮政编码：037010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广告经营许可证：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0352-5105678 发行热线：0352-2503915 全年订价：258元

自办发行

几年前，她开始写稿，我比她早写
了几年。一天，我们在网上闲聊，说起
稿费，我惊讶地发现，她每月的稿费是
我的四五倍。我觉得自己已经写得很
认真了，而且她的文字我也看了一些，
甚至还以陌生人的身份问过几个文友，
他们都认为我的文字并不比她的差。

可为什么，我竟然会比她少那么多
稿费？我带着困惑和她聊，渐渐地，她
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我总是找那些最
需要我这类稿件的平台写，而你是揪着
平台就写。这就像卖太阳帽，我专门找
那些光着头走在酷暑骄阳下挥汗如雨
寻阴凉的人推销我的太阳帽，当然卖得
不错，因为强烈被需要呀！”

我恍然大悟，强烈被需要，所以命
中率高，这太有道理了。她后来转型写
剧本，我猜她肯定行。果然，转型相当
成功，因为她总是站在那个非常“被需
要”的位置上。

他是我多年未联系的一个朋友，之
前工作一直不太顺利。前段时间再见
面，他在职场春风得意，做了一家大型
猎头公司的总经理。他悄悄告诉我：

“之前傻，没摸清职脉。后来我知道了，
找到那个最需要我的岗位，我的职场地
位自然就高了。”原来，由于学的是电气
工程，他便一直在专业岗位工作，可不
知为何，做得就是不太如意。干了多
年，他还始终在安装第一线。有一天，
和新来的几个大学生聊天，他们说：“你
总能把话说到人家心坎里去，去做人力
资源肯定行。”

恰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招人，他便
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想到在这方面一
下子就干好了。他这人特别擅长做思
想工作，思维清晰，还有一项非常厉害
的 本 事 ，那 就 是 察 人 厉 害 ，记 忆 力 很
好。哪个岗位什么阶段最需要什么样
的人，他三下五除二就摸得清清楚楚。

确定自己做这一行是“英雄用武”
之后，他跳槽到了一家大型猎头公司，
不到两年，就做到了总经理位置。他说
自己之所以升得这么快，与他的被需要
程度密切相关，由于他给用人单位介绍
人后那些单位都如虎添翼，而给人才们
推荐的工作也都正中下怀，这样一来，
他这“伯乐”就严重被需要了。正说着，
手机响了，是一家公司拜托他赶紧帮忙
找一个消防方面的专业人士。他朝我
笑笑：“你看，被严重需要了，连假期也
不放过。”

努力让自己找到那个被强烈需要
的位置，在那里生根发芽，你会发现，他
人的严重需要，正是你枝繁叶茂的肥沃
土壤。

——摘自《山东青年》

一个人读书，首先是从“有迹”开始的。
读书一是要诵读。古人所谓“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作诗也会吟”，强调的不是我们今天这种
用眼睛看，而是动嘴去读。依个人体会，
读书与看书，前者明显记得牢些。遇到
好书，嘴巴读了尚嫌不够，还得在重点句
子下划线，在有特别感觉的地方写批注，
这是第二种“有迹”。读书也需要应有的
仪式感。现代人的书房四墙书架壁立，
走进去像是闯入了长江三峡，那种威严
无形中会让你生出读书的庄重；墙上挂
着的空调，更营造了四季如春的舒适。
古人经济条件不如我们，在仪式感上却
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读书前必得洗手净
面，倘若读的是佛经或圣人所作的经典，
还要淋浴、焚香，好像书籍真的通了神一
般。书房呢，只要口袋里有点钱，一定会
弄得极其雅致温馨。写过《玉簪记》《节
孝记》等著名戏曲的明人高濂，大约也赚
得了数把银子，其书房布置有长桌、古
砚、旧铜水注、旧窑笔格、斑竹笔筒、旧窑
笔洗、铜石镇纸等，壁间还挂着古琴一
张，悬着前人书画数幅。这样的配置即
使在现代也够得上豪华。

不过，就其本质而言，高品位的读书
必须做到充分“无迹”。

读书人往往有自己的事业，你搞纯
数字研究，我从事文学创作，他探索天体
物理，职业不一样，所读的书也大相径
庭。专业阅读会留下深深的痕迹，它们
或者帮助你解决了某个问题，或者整体
上提升了你做事的能力。但专业之外的

阅读，你不必给自己立太多规矩。只要
所选的书不是有悖正常价值观的类型，
大可揽之入怀。凭性情读书最大的好处
是将阅读与生活融为一体，直接服务于
个人的脾性，能帮你驱散形形色色的生
活烦恼。宋代一位诗人曾赞赏过这种阅
读的好处：“譬如倦行客，中路适清流。
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钱钟书在

《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里也说：“世界上
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
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
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提倡的也
是性情阅读的快乐。

我有一种奇怪的见解，觉得一个人
读了某本非专业书，能使别人轻而易举
感觉到，不值得夸耀，说明你只是把阅读
当成了求知，最好的阅读应当超越这种
层次。比如我们读《死水》，你能在朋友
面前滔滔不绝地介绍闻一多的经历，他
在清华、西南联大的轶闻逸事，当然也是
一种本事，至少说明你的记忆力非常不
错，如果能从中发现闻一多寓希望于表
面的绝望的激愤，肯定更值得欣赏。比
如你读陆游，可以一首一首背诵他的诗
歌，也是一种能耐，假若能从中感受到他
超越一己悲欢的大胸怀，无疑更加精
彩。将所读的书化进自己的血肉、融入
自己的脊骨，提升自己的站位与格局，一
个人才可以在“无迹”的阅读中实现生命
的跨越。

“无迹”读书，不是“无用”读书，它追
求的其实是让阅读最大限度地打败时光。

——摘自《今晚报》

如何对待这个日夜不停地提
速的时代，每个人都该有个自己的
决定。在我看到的与大多数人背道
而驰的人生中，有一位是淡水河边
的老阿妈，她在那里卖麦淇淋蛋
筒，别人卖 15 元新台币，她卖 10
元，每天还早早就收摊。我的一个
朋友有次实在忍不住问她这是为
什么，老阿妈的回答是：“我够了。”
真是振聋发聩。

也许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了。
对抗这永无宁日的飞奔，“够了”可
能是真正的解药。满足感毫无疑问
是幸福感的来源。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希望得到更多和希望拥有幸福，
二者很大程度上是相悖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我够了

□□ 许崧许崧

齐白石小品极简，其美甚矣。
黄宾虹山水极繁，其美甚矣。
刘禹锡《陋室铭》、王安石《读

孟尝君传》，皆寥寥数语，千古不
衰。《红楼梦》百万余言，风靡宇内。

恽南田曰：“如于越之六千君子，
田横之五百人，东汉之顾厨俊及，岂
厌其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
夷叔独行西山，维摩诘卧毗耶，惟
设一榻，岂厌其少？双凫、乘雁之
集河滨，不可以笔墨繁简论也。”

方薰云：“李（成）、范（宽）笔墨
稠密，王（洽）、米（芾）笔墨疏落，各
极其趣，不以多寡论也。画法之妙，
人各意会而造其境，故无定法也。”

——摘自《意林》

简与繁

□□ 陈传席陈传席

□□ 游宇明游宇明

““无迹无迹””读书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