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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遇大事要静

《大学》中有云：“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遇事身心宁静，方能思虑周全。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太傅
谢安在东山居住任职的时候，经常和自己的朋友
王羲之、孙兴公之流，一起乘船出海游玩。

一次，正当他们在海上游玩时，突然刮起了
大风。王、孙等人一时间大惊失色，纷纷吵嚷着
要驾船回到岸边。只有谢安一人不动声色，神态
自若，这就相当于给船夫一颗定心丸。

一会儿，风势更急，浪更猛了，船上众人也愈
发恐慌。谢安此刻沉着冷静地说：“既然如此，返
航即可。”

回去之后，众人纷纷称赞谢安的气度，叹服
于他的镇静，并一致认为，他完全能够镇抚朝廷
内外，安定国家。

人生之路，意外丛生，世事难料。一个人遇
事，心愈是急躁，逞一时之气，愈会被情绪所左
右，像无头苍蝇一般，自乱阵脚，为自己的冲动与
不成熟，付出代价。

真正的勇敢，并非轻率鲁莽，而是沉着冷静，
遇事不慌。

放慢脚步，不是止步不前，而是蓄势待发。
不管遭遇什么，静下心来，一切终会迎刃而解。

心有多静，路就有多宽。大事当前，唯有不
急不躁，稳住心神，方能见招拆招，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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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急事要缓

“静水深流，张弛有度，事急则缓，事缓则
圆。”急事，总是给人压力，乱人心智。

一个人如若遇到急事，心浮气躁，急于求成，
往往会得不偿失。

在顺治七年的寒冬，文学家、书画家周容准
备进入镇海县城。他吩咐书童，用木板夹好书，
紧紧捆扎后随行。

太阳正偏西，天色渐昏，离县城大约还有两
里路。周容向摆渡人询问：“在关南门前能来得
及进城吗？”

摆渡人端详了书童，耐心地回答：“步履从
容，城门将会敞开；匆忙赶路，门就将关闭。”

周容听后有些不悦，认为摆渡人在开玩笑，
遂与小书童加快脚步前进。

然而，书童在半路摔了一跤，绑扎书的绳子
断了，书散乱一地。

书童放声大哭，久久不肯站起。待到书重新
捆扎整理好，城门已被紧锁。

《格言联璧》中写到：“缓事宜急干，敏则有
功；急事宜缓办，忙则多错。”有些人做事看似不
慌不忙，耽误了进度，结果反而更圆满。

生活越是忙乱，就越要沉得住气。路要一步
步走，饭要一口口吃，事要一件件做。

与其求快，事倍功半，不如求稳，不急不乱，
方能收效斐然。

懂得做事三思而后行，切莫操之过急、冲动
行事，才会成就似锦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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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事要变

《宋氏·赵普列传》中有言：“事不凝滞，理贵
变通。”变通往往会曲径通幽，执拗就只能山穷水
尽。

在三国时期，曹操率军经过麦田时，曾命令
将士不得践踏庄稼，否则要一律斩首。

一日，曹操正骑马前行，一只斑鸠突然从麦
田之中飞来。马受惊，蹿入了麦田，踏坏一大片
正在生长的麦子。曹操立刻召见行军主簿，按照
军法处置自己。

行军主簿面露难色。曹操却说：“我已经颁
布了禁令，但自己却违反了，如果不进行处罚，又
如何能够服众呢？”他立即抽出佩剑，周围的随从
立即阻止。

谋士郭嘉引用《春秋》中的“法不加于尊”，从
旁劝解开脱。曹操便拿起剑，割下了一束头发，
并于三军中传示：“丞相踏麦，本应斩首号令，今
割发以代。”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生在世，总会
遇见许多棘手的难事。如若不懂变通，就会处处
碰钉子，陷入在牛角尖里，无法自拔。

遇事当方则方，该圆则圆。世间万物，往往
总会迂回曲折，循环往复。江河因为善于转弯，
才会流向远方。如若一条路不通，不妨拐个弯，
换另一条路走。

世人常说：“天无绝人之路，条条大路通罗
马。”打破固有的现状，转换一下角度，也许自会
开辟新的前进之路。

世上是没有走不出的死胡同，只有不会拐弯
的死脑筋。学会变通，方能发现生机，走得通达，
才能在人生路上“弯道超车”。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你生活的温
度。”人生千百种，际遇各不同。往往愈是大事、
急事、难事，愈考验一个人的定力。但无论身处
何种环境，都要遇事淡定，处事冷静，懂得变通，
方能不被情绪裹挟，不被表象迷惑，从而找到破
局的关键，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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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事要静

古语有云：“品现于事，心藏于身。”人生在世，一个人
的真实人品和格局，都会藏在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之中。有
人遇事时，难以沉住气，导致一事无成。但也有人处变不
惊，以清醒头脑化解眼前的危机。

懂得遇事冷静，急事从缓，难事变通，方能稳步向前，
行至远方。

遇难事要变

遇急事要缓《父亲》是梁晓声的小说精选集。开篇的同
名小说《父亲》，是一篇近乎传记的亲情小说，讲
述了梁晓声和父亲的真实故事，感人至深，催人
泪下。

梁晓声的父亲名叫梁秉奎，是《人世间》中
父亲周志刚的原型。梁父12岁闯关东，从此脱
离了黄土地，成为一名建筑工人，是一名刚强的
山东汉子。

梁父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他从不
抱怨生活，也从不唉声叹气，但全家七口人都要
靠他一人养活，生活的重担令他脾气暴躁，令人
惧怕。梁晓声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被大孩
子欺负，新衣服被人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
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
令梁晓声委屈得三天没说话，从此变成一个“结
巴磕子”，直至上中学后才自己矫正过来。

梁父对家人严厉，对自己也很苛刻。为了
省钱，他三年才回一次家；他不舍得买菜吃，“一
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他是
权威和力量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
式父亲，隐忍而沉默。

“父亲”不善表达，但梁晓声仍能体会到宝
贵的父爱。一次，他鼓励梁晓声多喝一碗粥，说
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
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这难得
的温情流露，让梁晓声体会到了一次父爱，心里
觉得很幸福。梁晓声曾两次被推荐上大学，在
第二次且是最后一次被推荐时，他开口向父亲
要200元钱，这是一笔巨款，他料想父亲一定会
狠狠责骂他一通，没想到父亲很快把钱就寄来
了，还嘱咐他不够再要。梁晓声却心疼父亲了，
没舍得花钱，躲进雨中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梁晓声和父亲一起
去拉煤。为了解决小妹的待业问题，他们要帮
街道主任从三十里外拉回一吨煤。大雨中，装
满煤的手推车轮子卡在了铁轨里，任他们怎么
推、拉、扛都无济于事，眼看一列火车开了过来，
车头的灯光射了过来……幸亏道班工人及时赶
到，解决了危机。“父亲”的拼命，是对生活的不
屈服和呐喊，也是对女儿倾其所有的爱。

《父亲》一文，情感真挚，细节入微，写出了
深沉厚重的父爱，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被央视

《读书》栏目推荐。正如梁晓声所说，这是一篇
忠实的文字，是“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
一员‘树碑立传’”。

除了《父亲》之外，书中还收录了《北方的森
林》《钳工王》《军鸽》《带锁的日记》《冰坝》等小
说。在不同的故事里，几名父亲的身份和性情
迥异，然而父爱如出一辙，伟岸广阔，坚实深远，
如山似海。 乔 欢

字里行间写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