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偷得浮生半日闲。又重新翻开了一位九十岁
的日本奶奶中村恒子所写的《人间值得》。书中的
话，没有跌宕起伏，没有荡气回肠，却像朋友娓娓而
谈，继而走进你心，温暖你的岁月。

中村恒子是一名从事精神方面的心理医生，拥
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咨询经验。《人间值得》这本
书，讲述了恒子奶奶一生的经历和一些人生感悟。

这本书共分为六个章节，是一本关于工作、生
活、家庭、幸福、困境等内容的生活哲理书，给人一
种温暖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书中的这句话：“只要能照亮某个
角落就够了。”很多人，经常烦恼一个问题，工作到
底是为了什么。有人会说为了实现梦想，有的人说
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生
活而工作。生活就需要钱，那么为了钱而工作是最
直接的，亘古不变的。恒子奶奶在《人间值得》一书
中提到：“为了钱而工作，并不是可耻的事情，这是
理所当然的事。”

如果你因“为什么而工作”感到迷茫的时候，你
就干脆告诉自己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养活
家人，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很简单的一件事，没
有必要纠结那么多。

在生活节奏快、竞争力强的时代，很多人为什
么会感到不安宁？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安是因为
对未来考虑得太多。对于不可预测的未来，一想到

“该怎么办”“发生不好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失败了
该如何应对”时，就会感到不安。《人间值得》中说：

“无论如何，不要忽视你面前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事情。自己的工作也好，孩子也好，家务也好，不管
怎样不能让眼前的生活过得凌乱落魄。”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如果你总是想一些未来
不能预测的事情，让自己在困境中挣扎，不如做好
眼前的事，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的担心烟消云散。

如何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这是大多数人
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工作太忙，很可能就没有精力
放在家庭里，做一个优秀的儿子、女儿，或是父母。但
如果在工作上不努力，就很难有成功。尤其是女性，
在孩子小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自己的时间
往往被挤占，工作精力也受到了影响。很多事情，往
往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恒子奶奶认为：不完美也是可
以的。人生，只要能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家
庭，不要试图追求完美，保
持一种细水长流的态度，结
果会更好，记住恒子奶奶说
的“能照亮某个角落就足够
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发现自己被恒子奶奶淡然
处事的态度、活在当下的生
活方式及看待问题的角度
所吸引。

如果此刻的你觉得生
活的弦绷得太紧了，不妨看
看这本《人间值得》，希望它
能给每个读到的人带来启
发和改变。 张 卿

重读
《人间值得》

2023 年 3 月 1 日精品
阅读 A6 责编：唐楠 版式：刘静 校对：桂传宝

1

在小说《三体》中，有一种叫“思想钢印”的装置。
被打过思想钢印的人，会对某一事物产生偏执

的认知。例如，别人递给他水，他会本能地反驳：“水
是有毒的。”即使别人告诉他，人体70%以上是水分，
他也会说：“不对。”

现实生活中，“思想钢印”亦会存在。
作家王蒙曾说：“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

风。”习惯性反驳，往往是最大的关系“杀手”。若是
想在语言上压倒别人，习惯性地针锋相对，迟早会吃
亏。而有智慧的人，面对别人的反驳与批评，会先消
化再内省。

人活于世，克制住自己的反驳欲，是最大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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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什么是真正成熟的标志？
有一条高赞回答说：有一天你发现，需要反对的

人越来越少。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在学堂遇到了一位性格怪

异、脾气暴躁的同窗，总是有意无意地针对他。
一日，曾国藩在窗前读书，这位同窗嚷嚷道：“别

在这看书，赶紧走开，挡住了我的光线。”
听罢，曾国藩默不作声地挪到一边，接着读书。
深夜，曾国藩挑灯夜战，埋头苦读，同窗便冷嘲

热讽说他假刻苦，影响自己休息。曾国藩依旧不反
驳他，躺在床上继续学习。后来，曾国藩成功考取功
名，而那位同窗却榜上无名。

怎料，得知曾国藩中举后，又讽刺挖苦，说他
将自己的好运气都占没了。此话传到曾国藩耳
中，他依旧不辩驳，继续认真踏实地做自己的事
情。

《道德经》中讲：“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长。”无意义的辩驳，没有真正的赢家，在语言上争高
下，是情商低的表现，更是一种无谓的消耗。

“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位置不同，不
必辩驳；层次不同，少言为贵。不反驳不是理亏，保
持沉默也不是软弱，这是为人的气度和做人的洒脱。

真正睿智的人，会克制自己的反驳欲，懂得“讷
于言而敏于行”，这才是为人处世的“最佳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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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说，成功者的目标，不是让别人相信
自己是对的，而是弄明白谁是对的。

人与人之间的参差，无非就是有人守着一份偏
执，把路越走越窄；有人则以丰富立体的三观，容纳
世界的多元，接受观点的多维。

见过世面的人，懂得在不同观点面前，保持聆听
的姿态。要知道，一笑而过，远比剑拔弩张有胸怀；
平心静气，远比反唇相讥显格局。

书法大师沈尹默，早年在浙江任教时已名扬四
海。

一日，他在朋友刘三家做客，创作了一首诗。次
日，陈独秀恰巧看到此诗，并点评道：“虽然诗写得不
错，但是字却平庸，没有特点。”

陈独秀决定前去拜见沈尹默，与他探讨一番。
陈独秀还未进门，就大声喊道：“我叫陈仲甫，在刘三
家中看到了你的诗，诗很不错，字却很是俗气。”

沈尹默还未来得及看清客人是谁，就听到这么

刺耳的批评，心中难免不悦。但还是眉眼带笑地招
呼陈独秀坐下，并与他谈起了书法。听完陈独秀的
一番见解，沈尹默深受启发，他开始苦练书法，最终
成为了一代书法大家。

后来沈尹默感慨道：“若没有仲甫兄的批评，我
定不会潜心苦练，更不会有今日的成就，我感谢他。”

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人这一生，最大
的敌人是自己。能够了解自己，时刻检视和反省自
己，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面对批评，愚蠢的人只会抱怨反驳，无法得到改
变与成长。而越优秀的人，越善于向内归因，不断地
反躬自省，才能向外成长，优于过去的自己。

不做无谓的反驳，接纳善意的声音，腾出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迎难而上，方能强大自己，前途坦荡。

一个人境界越高，越能以超然心态，包容和接纳
别人的不同。

往后余生，愿你我都能少些反驳，多些包容，淡
定沉稳，自在喜乐。将曾经的那些愤懑不平，都变得
风轻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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