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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谷时，不言弃

春秋时期，楚庄王少年登基，朝政混乱，而他当
时的“力量”较弱，无法改变时局。

为了稳住朝局，他三年不发政令，而是暗中积蓄
力量，等待时机。

大臣对他说：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翔，不鸣叫，
默然无声，为什么？

楚庄王回答他：三年不展翅，是为了生长羽翼；
不鸣叫，是为了观察民众的态度。此鸟不飞则已，一
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果不其然，此后几年，楚庄王选拔到一批贤才，
等时机成熟，清除奸佞，革新吏治，重农兴商，兴修水
利。

楚国上下为之一新，国力蒸蒸日上，很快问鼎中
原。

尼采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任何人成就大事之前，必有相当长时间的沉淀与潜

默。
伏久方能高飞。耐得住静默的过程，才能最终

享受到花开的喜悦。

2
受挫时，不抱怨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遇到困境，有人怨天
尤人，自暴自弃，最终堕落沉沦。但也有人不发一
言，默默努力，最终实现逆袭。

北宋庆历二年，才子曾巩参加科考落榜。放榜
当天，很多人围着皇榜发牢骚。

有人嫌弃试题出得太难，有的抱怨考官有眼无
珠。只有曾巩，一言不发，默默回到客栈收拾了回乡
的行李。

面对落第，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认真反省自
己，查缺补漏，发现自己的不足。

归乡之后，闭门谢客，潜心苦读。
嘉祐二年，曾巩再次参加科考，以第四名的好成

绩，进士及第。
“抱怨，是最消耗能量的无益举动。”真正厉害的

人，懂得适时把人生调成静音模式。
遇事不避，向内归因。反躬察己，默默耕耘。
把抱怨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力量，一个人便

能越挫越勇，涅槃重生。

3
非议时，不争辩

庄子讲过一个“神树”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齐国有一棵树，树冠遮天蔽日，树

干足足有十丈粗，树梢几乎和山一样高。很多人把
它奉为神树，来往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但是有个木匠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说：这棵树
长得太大了，都是散木，不结实。不能做家具，不能
做棺木，也不能盖房子。这样的树，怎么能称为神树
呢？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
场来解读世界。

人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与其在意别人的议
论，不如保持沉默，做好自己。

庄子笔下，有一只大鹏鸟。大鹏升到九万里的
高空，飞往遥远的南方。

麻雀看到了，嘲笑道：我一跳就飞起来，在灌木
丛里起飞盘旋，也是很不错的飞行了。大鹏是怎么
想的，要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大鹏却仿佛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向南飞行，一直
飞到遥远的天池，获得它想要的自由。

马行千里，不洗尘沙。别人怎么看我们，是别人
的事。管住嘴，稳住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才能走
好自己的路，过好自己的人生。

年少的时候，总是急着要说些什么，渴望证明自
己，炫耀自己。可随着岁月的积淀，我们慢慢就会明
白沉默的价值。

不抱怨，不争论，不炫耀，不讨好。在沉默内敛
中积累，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变得强大。

来源：人民网

懂得适时的沉默

是一个人强大的开始

《庄子》里有个故事：呆若木鸡。
周宣王酷爱斗鸡，请纪渻子来帮忙训练斗鸡。训了

十来天，周宣王去询问训练成果。纪渻子说：现在不行，
他们还太骄傲了，出去必打败仗。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再
问。纪渻子说：还是不行，听见响声就叫，看见影子就跳，
太过浮躁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纪渻子说：现在差不多
了，别的鸡挑衅它们，它们也不会鸣叫，沉默低调，看上去
像木鸡一样，这样的鸡才厉害，别的鸡根本不敢迎战。

所谓“静水流深”，水越沉静，越是深邃；人越沉默，越
有实力。处于低谷时，咬牙不放弃；时运不济时，闭口不
抱怨；受人非议时，屏蔽不争辩。随着人生历练，岁月积
淀，慢慢会发现，懂得适时的沉默，是一个人强大的开始。

《北京的声音》是一本可以“听”的书，
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老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收录了著名京味儿作
家刘一达全新散文30余篇，记叙了北京老
百姓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描述了北京
的中轴线、城门城墙、胡同、老街、牌楼、四
合院、护城河、三山五园等名胜古迹；也展
现了北京的白塔、名桥、寺庙、牌匾、花店、
市树等人文地理；讲述了源远流长的北京
商脉，同时也通过老字号、名堂名楼名居
等老饭庄及北京小吃、住宅讲究、生活规
矩等，反映了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
征。这些文字原汁原味儿地记述了北京
的人文地理和市井风情，向读者诠释了北
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令读者感受文字间的各种美妙声音。

著名画家张志波先生还为本书度身
定制精美插图28幅，令读者身临其境。

说这本书可以“听”，是因为每篇文章
里都可以感受到北京城的各种声音。

作者刘一达说，老北京从早到晚，不
同的行业、不同的时间段，会发出不同的
声音来。比如早上六点钟，人们会听到电
报大楼、北京站的音乐报时，那时候这些
建筑附近的住户家里都不需要表。六点
钟爬不起来的人，磨到七点的钟声也必须
得起床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纵
然时过境迁，这个报时的声音现在一直都
还在，听上去令人特别亲切。

白天的北京则是有各种叫卖声，磨剪
子戗菜刀的，卖花生仁儿的，卖酱豆腐的，
铛铛车行走的声音，还有古时运水的驼铃

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到了傍
晚，街市上又新添了卖“北京晚报”的声
音，那也是包括刘一达在内的很多北京人
的共同记忆。

北京还有很多特色声音，让人一听，
闭着眼睛都知道是北京，比如盘旋于空中
的鸽哨声，著名收藏家、民俗艺术家王世
襄先生在《北京鸽哨》里写道，鸽哨是北京
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
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
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还
有冬日里玩家的蝈蝈在怀里的鸣叫声，著
名作家高洪波在《冬蝈蝈》一文里写道，这
只冬蝈蝈似有灵性，一听到人的脚步声或
开门声，就会起劲地鸣唱，提醒人们别忽
略它的存在；如果将它置于怀中，你略一
走动，它就会像受到唆使的狗一般叫起
来；你若坐定，它也会轻声哼几下，如嘟囔
几句什么似的，转身又进入温暖幽暗的葫
芦里的梦境。

北京的声音还有着伟大的意义，1949
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还
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杨沛宜小
朋友《歌唱祖国》的歌声，悦耳如天籁……

这本书可以“听”的另一重含义，是多
位著名播音员如梁言、艾宝良、洪伯等录
制了书中文章，且配以各种音响效果，充
满了老北京的生活气息，扫书中二维码便
可收听。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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