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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
些危险。”人生总是充满矛盾，寻求安逸，不愿冒险，
可到头来，看着他人的精彩人生又羡慕不已。

人生的价值，从不在于维持现状，而在于危机来
临前的应对与准备。

听过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一只野狼总去河边磨牙齿，不管刮风下雨，它从

不间断。狐狸看到了，对它说：“天气这么好，大家都
在休息，你怎么还在磨牙啊？”野狼听到后，没有说
话，继续磨牙。

狐狸奇怪地追问道：“森林这么静，猎人和猎狗
已经回家了，老虎也不在近处徘徊，又没有任何危
险，你何必那么用劲磨牙呢？”

野狼停下来回答说：“我磨牙并不是闲得没事找
事，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猎人或老虎追逐，到那
时，我再想磨牙肯定也来不及了。”

后来，森林环境发生变化，捕食变得尤为艰难，
但牙齿锋利的野狼总能抓到猎物。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从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
一个人若只甘于平凡，随波逐流，那么危险到来时，
往往被打乱阵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若一
味享受，就会陷入“舒适区陷阱”，失去对未来的掌
控。想要生活有所掌控，就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并将其付诸实践。

漫漫人生路，居安思危，保持清醒，才能在起伏
无序的人生中，淡定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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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个人能否走得长远，要看他得意后
的样子。”

《红楼梦》中有这么一个人，名叫焦大。当年，他
在战场上冒死救下了宁府太爷贾演，这才有了之后
繁荣昌盛的贾府。

一开始，全府上下对他敬重有加，给他配了一个
闲差，发着不错的薪水。如果这时他懂得功成身退
的道理，凭借这份大功劳，完全可以在贾府安心养
老。

可他自恃自己的功劳，成天目中无人，蛮横无
理，最后，一把年纪被人打发了出去。

总享受着过去的荣光而忘乎所以，却不想时间
会抹去一切。

一味地得意，只会换来无尽地落寞。
要知道，当行则行，当止即止，才是人生长久之

道。
即使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

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
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一个人内心的强大，不仅是看他失败后的样子，
还要看他在面对唾手可得的成绩时，是否能忍住诱
惑，懂得止步。选择“思退”，要比东山再起，需要更
大的勇气。

最高明的收尾，莫过于在功绩显著之际，抽身而
退，给自己一个完满的结局。知足常乐，才会终身不
辱；知止常止，才能终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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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易变，在现代社会，很多鸟类都已无法在人
类的世界正常生活。可是麻雀却能在如今的环境
里，根据不同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生存模式。

过去，它们吃昆虫和植物种子，如今它们学会了
在垃圾堆里翻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物。过去，它们在
树洞和灌木筑巢，如今它们学会了在屋檐下选择适
合自己的地方。

当大多数鸟儿对环境变化而无奈时，麻雀却在
不断改变，适应着世界的变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动物
界，也适用于我们如今的生活。

人生在世，总是会被各种困境束缚，为此可能会
困守现状，执着于今。所谓的“中年危机”，就是如
此。一边忍受着生活带来的不安，一边又不愿做出
改变，最后一步步陷入被动之中，无法挣脱。

古人常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对于
如今的我们来说，亦是所需要的能力。当命运把你
抛在一处低谷，你能否做出选择，有所改变，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能，那这样的人生必定会与众
不同。身处困境，却能思考未来，如此必会有更好的
出路，更长远的发展。

生活中藏着各种委屈，却也透着无数希望，想要
把路走好，就要多想多思，多做多行。身处安逸，当
思危境，未雨绸缪；高居巅峰，当思物极，急流勇退；
人在困境，当思改变，寻求突破。

来源：人民网

只有三思而行，

人生之旅，长路漫漫，人们
总是叹息人生不易，也常常追悔
匆匆那年。

木心曾说：“我五十岁以后，
才知道了做人的味道。”生命本
色，只有历经风雨才能明悟；情
真可贵，唯有尝过酸甜，才能懂
得。

人这一生，只有三思而行，
才能收获成长，领悟人生。

才能收获成长

《我的世界下雪了》是迟子建系列散文集之
一，收录了其精品散文58篇，分为《好时光悄悄溜
走》《暮色中的炊烟》《年年依旧的菜园》《一滴水可
以活多久》《我的世界下雪了》《十里堡的黄昏》等
六个章节，记录了她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故事。
书中有对故乡食物的品味，有对童年往事的回忆，
有对自然风光的感触，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浓浓的
眷恋和思念之情，在书中我看到了作者在家乡生
活的动人画面，也感受到了平凡生活中的最美烟
火气。

故乡天然的、质朴的食物构成了迟子建对故
乡的整个味觉记忆，她写故乡的美食从来都不着
眼于那些精致高档、做法复杂的，反而是那些最普
通、最寻常的食物经常在她的文字里出现。在《故
乡的吃食》中她写道：“不过寻常百姓家也是不需
要什么席面的，所以那些家常菜一直是我们的最
爱。”“我们啃春的对象就是萝卜，萝卜到了立春
时，柴的比脆生的多，所以选啃春的萝卜就跟皇帝
选妃子一样费周折，既要看它的模样，又要看它是
否丰腴，汁液是否饱满。”“吃”这么一件平常不过
的事情，在她的描写之下变得生动有味，令人不得
不折服于她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农具的眼睛》里有这样一段话：“农具似乎
与树木有着亲缘关系，农具的把儿几乎都是木柄
制成的。你能从光滑的农具把儿上，看到树的花
纹和节子。那些大大小小的木节个个圆圆的，有

黑色的，也有褐色的，好像农具长了眼睛似的。”农
具为什么会有眼睛？因为作者有一双善于发现美
的眼睛，才把如此平凡且土气的农具描写得如此
具有神韵。既然农具都有了眼睛，那么，作者的心
中一定也有一双审美的眼睛在闪烁，这双审美的
眼睛会将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情镀上美丽的光
泽。农具的眼睛实际上是指那段农村生活的美好
时光，作者通过各种农具引述出农活的劳累和趣
味，每一句的描写都流露出对勤劳、朴实、宁静生
活的热爱，都流露出对农村和大自然的亲近之情。

故乡是菜蔬品种丰富多彩的菜园，用发红的
双手在水中腌制咸菜，有着奇妙花纹的樟子松板
材，墙头上挂满了长满眼睛的农具，年前在炕上的
临时浴盆中洗尘，腊月家里贴年画的热闹……生
活在作家眼中就是这样的富有情趣、诗意盎然，不
时拨动着她的心弦。读着迟子建动人的文字，我
也仿佛跟着作者把她的故乡游历了一番。

“我之所以喜欢回到故乡，就是因为在这里，
我的眼睛、心灵与双足都有理想的漫步之处。”故
乡是迟子建永远的心灵栖息地，故乡养育了她，她
也深深地眷恋着故乡。

迟子建像是一位浪漫的生活家，以女性特有
的细腻、灵动的笔触展现了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
一水、一人一事，以及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阅读
她的作品时就如同在欣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生
动形象。 谢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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