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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欣赏他人，是一种教养

成就自己，是一个人的本事；人最大的教养，是懂得
欣赏他人、鼓励他人、赞美他人、成就他人。

世界是个回音壁，当你欣赏别人的同时，也悄悄被
他人欣赏。欣赏他人，是种教养，更是一种高贵的品格。

有位画家去应聘工作，由于他的画技精湛，很顺利
地进入到考试的最后一轮。

最后一轮的题目是：自己选择两份对方的作品点评
并打分。画家心里知道，如果自己给对方打了高分，那
他就很有可能会被淘汰。但是，出于对优秀者的欣赏，
他在认真观摩对方作品后，还是给这两份作品打出了高
分。

考官让他们回家等结果，画家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画作并不是最突出的。但没想到，一
周后他收到了录取通知。

主考官说道：“在最后一轮评选中，其他应聘者都带
着私心故意打低分、挑毛病，只有你一个人从客观的观
众角度去欣赏画作。而不懂得欣赏他人，是团队合作中
的大忌。我们看重作品，但更看重人品。”

真正有教养的人，即使存在竞争关系，也不吝啬于
为对手喝彩。

2
欣赏他人，是一种美德

欣赏不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鼓励、肯定和美德。
一位游客，在火车站附近遇到了一个流浪歌手，其

歌声婉转悠扬，吸引了不少路人。一曲终了，路人纷纷
向罐子中扔钱，之后扬长而去。转眼间，罐子里的钱满
了一半。但流浪歌手脸上并没有高兴的表情。

游客疑惑，便问身旁的朋友：“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为什么还不快乐？”

“他需要的也许是欣赏和掌声吧。”朋友轻叹一声。
游客内心被触动了，他慢慢抬起手，开始鼓掌，并向

卖唱者投去欣赏的目光。
果然，流浪歌手的脸庞上绽开了笑容，眼眶里溢出

了感激的泪水。其实，歌手期待的正是别人的欣赏和掌
声，这是一份鼓励，更是一份认可。

人生路上，有人哭，也有人笑，有的人深处泥泞却仍
努力活着。我们都曾给过别人帮助，给过别人奖赏，但
为何不能给别人一份欣赏呢？

或许，我们的这个“举手之劳”正是对方的救命稻
草，你的一个“点赞”有时胜过千金。

所以，不要吝啬“欣赏”，它给别人带来的力量，是我
们意想不到的。

3
欣赏他人，成长双赢

许多时刻，当我们学着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时，不仅可以让自己心生美好，也能给自己带
来一束积极向上的光；彼此互相欣赏的两个
人，一定是都在汲取对方的优点，从而使双方
都越来越优秀。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和现
实主义的诗人。

公元 744 年，李白和杜甫初次相逢于洛
阳。两人虽然相差11岁，但一见如故，同饮同
醉，携手同游。

李白欣赏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称赞是一首伟大的诗篇。

杜甫欣赏李白的天性潇洒，其“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大气，让杜甫

十分折服。他深深地喜爱着李白，一生为李白
作诗有十首之多。在《春日忆李白》中更是写
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

杜甫欣赏李白，把李白视为自己诗歌创作
的偶像，虚心向李白学习，最终成就自己，成为
一代“诗圣”。

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懂得欣赏别人的品行
之贤。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与人同
行，要学会“择其善而行之”，学会博采众长，学
会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学会感受他人的光，照
亮自己的路，成就更好的自己。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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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壶王三部曲”《壶王》《壶道》《壶殇》，到
非虚构作品《布衣壶宗》《花非花》《做壶》，江苏
宜兴作家徐风被读者称为“最会写紫砂的中国
作家”。近日，其暌违十年的最新长篇小说《包
浆》问世。小说以古蜀镇紫砂收藏世家葛家三
代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自清末至今近一个世
纪的江湖往事。

宜兴被誉为“中国陶都”，古蜀镇则是“陶都
之都”、中国唯一千年紫砂产地，东依蜀山，西临
蠡河，故事就从古蜀镇古南街的一间聊壶茶坊
讲起。“黄龙山上的泥巴”寸土寸金，流传下来的
大师之壶更是价格不菲千金难求。紫砂世家之
子葛家印，为保护祖先传下的珍宝老壶，节衣缩
食，忍辱负重。晚年，他想把所有珍藏托付给唯
一的女婿钦子厚。一次次的考验，使得翁婿之
间矛盾爆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葛家印写下
一组密码，钦子厚按图索骥，找到几个旧笔记本
和一把生锈的钥匙，破译了藏壶地点，历经千辛
万苦，老壶重现，沧桑扑面。他奔走于各地博物
馆，寻访当事人以及后代。僧帽壶、提梁壶、匏
瓜壶、孟臣壶、双蝶壶……每一把壶背后都是一
个震撼心灵的故事。主人公钦子厚一路拜师学
艺、寻访记录、守护创新，最终和妻子决定将葛
家三代几百件传世名壶捐出。在种种生命际遇
中获得的长足成长，是岁月养出的包浆。徐风
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以器启道的中国传统文
化，主人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出家族，激活传
统艺术的生命力。

紫砂壶集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印”为
一体，不仅仅是器具，也追求艺术旨趣，这正是

“紫砂收藏热”兴起的原因。书中“紫砂江湖”巧
取豪夺、真假之争此起彼伏。而壶的背后是人，
紫砂壶的“包浆”终归要落到人的“包浆”。养壶
人在壶的滋养下呈现出的精气神，也变成了包
浆的一部分，这是“器物对世界的一种回馈，是
器物和人之间耳鬓厮磨的深情”。包浆既透出
岁月之光、人生之境，更是一个民族文化人格的
凝聚，以器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灌注，才
是一把壶真正的包浆。

《包浆》凝结了徐风多年来对紫砂文化、器
物之道、世俗哲理的思考与探索。它延续了徐
风创作一以贯之的民间性与日常性，体现出江
南市井的生动与淳朴。在他眼里，“紫砂本身就
是江南文化家族里的一个孩子、一个分支，紫砂
壶靠文化来滋养，反过来它也滋养了人们的生
活。俗世的江南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从
家具、紫砂壶、楼宇、房屋，哪怕小到一把折扇，
都是从容温煦的生活态度的体现”。小说借好
读耐读的故事，充沛展示了江南文化的活色生
香：“河绕山转、街随山走”的古南街上，官吏、讼
师、僧人、商贾、郎中、手艺人、民女、窑户，形形
色色的人物穿插其间，编织出陶都百景的瑰丽
图卷。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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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曾说：“欣赏者
心中有朝霞、露珠和常
年盛开的花朵；漠视者
冰结心城、四海枯竭、丛
山荒芜。”欣赏别人是一
种 美 德 ，也 是 一 种 雅
量。人，无论大人孩子，
都渴望被他人欣赏、赞
美，这是人性。

没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姐姐寄居在孤僻
古怪的二姨妈篱下，男孩骆驼从小就习惯蜷
缩于自己的小天地。本书记述了主人公的
少时遭际：一次次爱的奇遇，动物般的男孩、
水果般的女孩，在偶然的交汇冲撞后，依旧

要踏上各自的孤独旅程；注定要背叛二姨妈
的厚意，在她匆匆离世后，给他留下一个永
远的难题：“我还能说自己是清白无罪的
吗？”回忆、沉思与梦境交织，这是一部惘惘
年代的青春物语。 来源：中青网

《穿旗袍的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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