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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多了，并不一定能够
变成智者；旅行再多，也不一
定能够变成行者。

做事情的高度永远大于
数量，数量再大，如果没有高
度引领，就是堆砌而已。就像
不管堆多少砖，都不可能变成
美丽的建筑；写多少字，都不
可能成为传世佳作。先要有建
筑蓝图，我们的搬砖才有意
义；先要有思想境界，写出的
文章才有启发。

为了让技能熟练，尽管重
复性的努力很重要，但人一生
只做重复性的工作，再努力也
是低层次状态的浪费生命。

我们当然要读书，而且要
读很多书，但读书的目的，是
为了让自己思想更成熟、眼界
更开阔、思考更深邃。尽信书
不如不读书，当然，不读书，人
生一定没有高度。

一个人经历再多，并不一
定必然能看透人生。有太多的
人，一辈子受尽苦难，只能在
苦难中沉浮；历经人生的波

折，也只是在波折里挣扎。
读书、行走、经历都很重

要，但更加重要的，是思考、总
结、怀疑、反思、领悟能力，是
一个人通过领悟走向更高层
次的能力。人的一生最需要
的，是豁然开朗的境界。人生
的精彩永远是质胜过量。真正
的高手，并不一定需要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方寸之间，就能
够为自己的生命玩出大千世
界和天香佛国。

人，不能让自己变成工具
和机器，不断重复自己的一成
不变的语言、行为和思想。人
的发展过程应该像登山一样，
尽管脚步是重复的，但实际是
登高的，直至最后登上思想和
觉悟的山顶，极目四野，心旷
神怡。

人所做的一切，都会以另
一种方式回来。回来的时候，
最好在人生的更高处再见，只
有这样，我们所犯的错误、经
历的苦难、度过的岁月，才有
其价值和意义。 俞敏洪

人总是和别人一起生活
的。不论怎么珍重个人的独立
性，一个人很难始终孤家寡人
过一辈子。这里边有技术性的
问题，生活、吃喝拉撒睡、读书
做事是需要分工合作与互相帮
助的。老了病了房塌了着火了
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里边也
有或者更有心理、情感的问题。
人需要与人共处，需要与人分
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见闻经验。
人更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
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家庭是爱的结果。是爱的
载体，是爱的“场”。而爱是家
庭的依据，家庭的魅力，家庭
的幸福源泉。有了爱，生命是
生存的见证，交流是活着的见
证。夫妻、父子或母子、父女或
母女，互为生存的依托与见
证。没有爱，也就没有了生存，
或者虽生犹不生。

有许多宝贵的人才、可爱
的人物身处逆境而终于活过
来了，健康地活过来了，我想

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家庭和
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严
峻考验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暂
时的温暖，得到了喘息，得到
了生活的照顾，得到了无论如
何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和
耐心。历史应该感谢这样的家
庭和家人。祖国应该感谢这样
的家庭和家人。

家庭也像健康，你得到的
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
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
之；而当你失去以后，你就知
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
应该失去。

所以，当我们向别人发出
祝福的时候，最常常说的是

“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健

康相比，但是家庭可以。而
且，一般的规律，家庭幸福的
人 身 体 也 更 有 机 会 保 持 健
康。而家庭不幸福的人呢，祝
他们也时来运转，得到一个
幸福的家吧。 王蒙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一个小
村庄里度过的。

初夏时分，小麦扬花，菜花
如金，乡村的原野倏地一下子便
生动了起来。于是，我们这些

“野”惯了的农家娃再也闲不住
了，趴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羊抵
角，爬到大树上摘吃桑葚，追着
燕子在堤坝上疾跑……疯够了，
就三五成群地钻进堆外的豌豆
地里去偷摘豆荚。

在乡下，“偷瓜摸枣不算
贼”，还是孩子们的一件趣事呢!
在麦垄间穿行，麦花沾了我们一
身，蚕豆花还在开着，豌豆却已
经结荚了。我们这些“馋小子”摘
到嫩的便生吃了，脆巴巴、甜滋
滋的，而老的，则须先把豌豆皮
边缘的一层筋摘掉，再耐心地剥
出一个个青青的豌豆仁，然后小
心地塞进口袋里。

揣着满兜的豌豆仁回家，我
就围着正在晒太阳的老外婆转
呀转呀，早就知道我用意的外婆

直感到好笑。外婆终于从木箱底
掏出了那只捻线砣，在阳光的沐
浴下，砣在外婆的手中飞也似地
旋转着，一团洁白的棉花眨眼间
就被捻成了长长的纱线。外婆颤
悠悠地穿好针线，把圆圆的豌豆
仁一个个地串起来，玲珑剔透，
绿珍珠项链儿似的。

当看到一缕炊烟从烟囱里
袅袅升起，便抓紧赶回家。一到
开饭时间，我便抢着去盛饭。揭
开锅盖，饭香夹着豆香一齐袭
来，让人垂涎欲滴。于是，也顾不
上烫手，取出豌豆串便先尝上几
颗，然后再小心地挂到脖子上，
衬上自己光溜溜的脑袋，活脱脱
像个初入佛门的小沙弥。

月光下，村边的池塘里不时
传来几声蛙鸣，村头的井台上轱
辘声也咿呀了起来，此刻，正是
我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光。纠集

三五个村童漫天撒野，抓特务、
捉迷藏，不管是张家的柴垛还是
李家的草房，只要能藏身的地方
总要去钻一钻。耍累了，就到场
头的石板桥上去坐一坐，随手从
颈项上拽几粒豌豆塞进嘴中，甜
丝丝的，粘腻腻的，嚼几下便会
满口生香。

二十多年，弹指之间，我却
永远忘不了故乡豌豆的醇香，永
远忘不了一起摘豌豆的小伙伴，
更忘不了黄土地下埋葬着的慈
祥的老外婆。我热爱着故乡，就
像我深情地爱着我的亲人，无论
何时何地都不能从我的心上抹
去她们的影子。 文/徐学平

锦绣楼最近要招聘一名厨
师长，同时有两位厨师前来应
聘，都是有经验的“大师傅”，按
业内规定，两人将各上岗三天，
最后来决定聘用谁。

第一位厨师不仅专业、勤
快，也很有管理才能，经常召集
小帮厨来比赛。这时候，大家总
能被他的厨艺手法所折服，光是

“绑螃蟹”，他五分钟可以绑二十
只湖蟹，其他帮厨最多绑十只。

另一位应聘厨师，也被老
板鼓动着召集了一些比赛，但
这位厨师“绑螃蟹”的动作并不
快，他自己也开始自嘲，笑闹
间，所有的小帮厨都很喜欢他。
于是接下来的三天，一到了空
闲时间，他就号召所有帮厨一

起练习，最后大家的速度都提
升了不少。

竞聘结束后，老板决定聘
用第二位厨师，第一位厨师很
惊讶：绑螃蟹的速度比帮厨还
慢，这样也能赢？

老板说出了自己的原因：
作为厨师长，绑螃蟹这种小活并
不能说明什么，第一位虽然手脚
很快，但也可明显看出，他类似
的比赛总是赢，让大家缺乏自信
和动力；第二位看似绑得慢，其
实他是主动输，让手下人有了积
极性，每个人的速度平均提高了
五只，对这些小帮厨来说，是大
大提升了效率。第二位更懂得激
发手下人的干劲，收买人心，必
定是个好领导。 据《领导科学》

记得钱锺书曾经说过：“在
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
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
达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
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
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
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
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
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为
此，他得出结论说：“所以，真正
的友谊，是比精神或物质的援助
更深微的关系。”

实际上，“素交”一词，最早
出自成书于南朝萧梁时代的《文
选》。这部诗文总集中辑选的刘
孝标《广绝交论》一文有云：“斯
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唐
代李善对“素交”一词没有明确
解释，只对“素”这个字有注解，
称：“素，雅素也。”后世读者，大
多可以领会，素交大概就是指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
素，即朴素淡泊；素交，就是指交
往不算频繁，但彼此敬重信赖的
那种友谊吧。而我以为，素交似
乎还可以添加一种衍义，即指彼
此素未谋面的，却能保持互敬互
信的那种友谊。或许，这种素交，
才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比精神
或物质的援助更深微的关系。

据《今晚报》

宋李士衡奉命出使高丽，
一员武官做他的副使，高丽馈
赠的礼品，李士衡全不
放在心上，一切委托于
副使处理。船底破，有点
浸水，装船时副使就把士衡得
赠的丝绢垫在下边，自己的东
西放上边，防止浸湿。走到半
路，遇到海上大风船要翻，船工
让把船上的东西全部扔掉。仓

促中副使抓起船上的东西就往
海里扔，扔到一半，风息船定。

检点所投，都是副使之
物，而士衡之物在船底，
一无所失。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并不
是一种弱者的自我安慰，还蕴
含着生活的真理。人，为什么常
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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