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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一句话：“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
居。”

我们无时无刻不与人交往，而维持好人际关系，
也会帮助我们走出更宽广的人生之路。如戈尔曼在

《情商》一书中讲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
所能抵达的高度。”

那些让人舒服的相处方式，往往都做到了这四
点：容人短、赏人长、帮人难、记人好。

1
容人短

有一句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生活中，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在不涉及基本的底线和原则
外，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包容他人和包容自己
的人。

生活是一面反光镜。在我们不理解别人时，是
否又真正地“理解”自己；当我们不尊重他人时，其实
也是不尊重自己；看不惯别人的越多，“看不惯”自己
的也就越多。

诗人鲁米在《客栈》一诗中写道：人生真的很像
客栈，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客人，即使他们是一群悲伤
之徒，仍要以礼相待，无论何时都要开门做生意，不
能因为客人的挑剔就关门，而是要学会包容和感恩。

“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
而能容杂。”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
容纳愚蠢的人、知识渊博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
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

有的人能容忍，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一片海；有的

人会计较，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一口井。
生活中，容得下自己，才能容得下他人。越能容

得下他人的人，越能被他人容得下。

2
赏人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
也许有的人优点更为突出，有的人优点没那么

明显，但他们都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渲染着璀璨
的夜空。

对待他人的优点，人越是嫉妒，越会变成一个狭
隘且不受欢迎的人。如若越是欣赏，才会促使自己
进步，并拥有好的人缘。

培根说过一句话：“欣赏者心中有朝霞，漠视者
心中尽荒芜。”

有时，当我们越能看到他人的优点，自己也越会
变得快乐和优秀。欣赏他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
胸怀。一个人再优秀，如果总是去嫉妒他人的优点，
那么就会受到他人的排斥；一个人再普通，如果能真
诚地去欣赏他人的优点，反倒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和
接纳。

自己对他人的态度，也是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越懂得欣赏他人的人，越会被他人所欣赏。

3
帮人难

作家巴金和冰心有着70年的深厚友谊。有段时

间冰心身体不好，巴金常奔走很远的路去看望她。
得知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问题，他又四

处奔走，推动冰心著作的出版，以帮她缓解经济上的
问题。连冰心的丈夫都感慨：“巴金是一位真诚的朋
友。”

后来，二人虽分隔两地，但一遇到事情，便会互
相伸出手来，这样的友谊一度被传为佳话。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遇难的时刻。与其置之不
理，不如给到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其隔岸观火，
不如抱起一桶水帮他人灭灭火。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与人的相处，都
是以心换心。我们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也总有需
要他人帮助的时刻，甚至总有那么一些坎过不去的
时刻。但人生最美好的补偿，大概就是你曾经播种
下的善意，最终都回馈到自己身上。

当我们越肯去宽别人的路，最终也会把自己的
路越走越宽。

4
记人好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遇见一些贵人。有时我
们可能会把他们的帮助，理解为举手之劳，也可能会
把他人的垂青，理解为本该如此。

但有一句话说：“滴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但
凡别人给了你帮助，无论大小或多少，都应牢记于
心。

一位作家和朋友一起经过沙漠，途中发生了矛
盾，情急之下，作家踢了朋友一脚。朋友没还手，只
是伤心地把这件事写在沙地上。

而当他们走到沼泽地的时候，朋友不小心陷了
进去，作家竭尽全力将他救出来，朋友很感激，将这
件事刻在了石头上。

作者问他：“为何‘踢你’写在沙子上，‘救你’写
在石头上？”朋友说：“不好的事情我发泄出来了，就
让风吹散它；你有恩于我，刻在石头上，风吹雨打也
掉不了，我会铭记于心。”

菜根谭有言：“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
不忘。”记住别人的好，忘记别人的错，以责人之心责
己，恕己之心恕人。如此，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会越来
越多。

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有义务和责任要对我们
好。也许，别人对我们的好就像一颗糖，可能吃过一
次就化在了嘴里，但那一刻心中的甜，应该始终被记
住。毕竟有时，我们恰恰是凭着这一口甜，熬过了人
生当中最艰难、最灰暗、也是最痛苦的时刻。

当我们学会了感恩，才会得到他人更多的支持、
善待和爱。

人与人，识于缘分，交于情分，惜于人品，敬于德
行。当一个人懂得包容、欣赏、善良和感恩时，内心
必然温暖有爱。愿我们以温柔的姿态行走在世间，
与美好相遇。

李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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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可能会思考一些重要的有
关生命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如
何面对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恐慌？如何面对疾病对
自由的蚕食？如何面对必然要来临的死亡？

陆晓娅是资深媒体人，曾是首届邹韬奋新闻奖
获得者。她退休后积极学英语，成为多次独自出国
旅行的银发族旅人。她多年来关注老年问题与生命
教育，其对于生死的探索，从阅读、观影开始，逐渐延
展到在大学里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为高校
老师举办生死教育工作坊、心理辅导、旅行和写作，
直到进入死亡的最前线，成为在安宁病房服务的志
愿者。她也将自己的经验、思考写作成书，出版有

《给妈妈当妈妈》《影像中的生死课》《横渡死亡之海》
等作品。

2022 年，陆晓娅的最新随笔集《旅行中的生死
课》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了她在
60岁以后自学英语、开启的世界旅行历程。到2020
年之前，陆晓娅已经走过2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和
朋友一起“自由行”，少数是跟团游。她出国旅行，并
非专注于品鉴国外的美食与美景，而是在古代文明
遗址、在悬崖边、在乡间墓地、在名人故居、在博物馆

等处，和一个个生命相遇。这样的旅行反过来也影
响了作者对生死的思考，参与建构了她的精神世界
和生命过程。

在作者丰沛的书写里，死亡与离别是最重要的
线索，串联了时代、地域、人物、文化、历史、文学、学
术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最终都汇集成她对生命的理
解。“旅行，对我不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再是一些

‘短半衰期’的见闻和感受，旅行也不再是回到家就
结束；旅行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长半衰期’的过
程，它在悄悄地重新建构我的精神世界和我的生命
过程。”陆晓娅写道。

北大教授钱理群读了《旅行中的生死课》认为，
作者在旅程中对生死的观察与思考，其所提出的“生
活意义的思考与追求”，如何在老年重新建构自己的
精神世界和生命过程，如何使“生”与“死”的“过渡”
变成“一段精彩而非乏味的旅程”，都极具启发性。
知名主持人敬一丹也为这本书写下推荐语：“生死，
常常是沉重的话题，而在旅行中与生死相遇，在旅行
中思索生死，却有了别样的意味。我在晓娅的文字
里，感受到从容、坦然和洒脱”。

何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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