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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柔软，是一种修养

“真正高情商的人，坏话好说，狠
话柔说。”说话柔软，体现的是对他人
的尊重与体贴，也体现一个人自身的
修养。与人相处，比起唇枪舌剑，更
让人舒服的，是温言细语。

朋友阿伟的公司新招了一位刚
刚毕业的学生。刚开始工作那几天，
阿伟就发现他能力很强，可是很粗
心，工作经常差错不断。

有一次，他打印的文件上有几个
错别字，小心翼翼地等待领导批评。
阿伟想了想，对他说：“这份文件做得
真不错，我相信你能做得更认真更细
心。”

听了这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
头。从那天起，他再也没出过什么
错。

说话柔软，并非刻意讨好，而是
把别人放在心上，处处体谅。作家达
西说，说话柔软是一种艺术，它以温
柔、委婉、细腻的方式传达信息，让人
感到舒适和被尊重。

开口时，语速适当放慢，语气尽
量温和，与人交往自然更加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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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柔软，是一种境界

在西安兵马俑博物馆里，有一尊
“跪射俑”，被称为镇馆之宝。它是唯
一一个保存完整的兵马俑，历经两千
多年，衣纹发丝依然清晰可见。

据考古专家们分析，它之所以能
保存得如此完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它的低姿态。兵马俑坑是地下坑道
式结构，遇到棚顶坍塌时，最先受到
冲击的会是挺立的陶俑。其次，跪射
俑弯下身子，重心在身体下方，稳定
性也比立姿俑大大增强。

做人亦是如此。
古人云，水因善下终归海，山不

争高自成峰。每个人都难免会有陷
入低谷，或受人刁难的时刻。放低姿
态，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碰撞，在不
动声色中强大自己。

学会收起无谓的棱角，拔掉身上
多余的刺，能忍他人不能忍之事，自
能成别人所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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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柔软，是一种格局

网上有人提问：“为人处世，最难
做到的一点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
说：“点到为止。”行事别太强硬，留给
他人几分余地，才能大事化小，把路
走宽。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个“失马
赠酒”的故事。

春秋时期，秦穆公最心爱的一匹
马走丢了，被山下的百姓抓到吃掉
了。很快，这些百姓就被士兵们抓了
起来。按照秦朝律法，这些人都将要
以偷盗罪名被斩首。

秦穆公得知后，心中不忍，于是
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并请他们一同
喝酒。

几年后，晋国攻打秦国，秦穆公
被敌人包围。命悬一线时，当初那些
杀马吃肉的百姓们，突然杀出，将秦
穆公救下，来报答他的恩德。

秦穆公也没想到，自己当年心一
软，救了百姓，更救了自己的性命。
有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
有马高蹬短、山穷水尽的时候，留一
些余地，是给自己一些退路。”

如《朱子家训》所言：“凡事当留
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处事须留余地，
责善切戒尽言。”不把事情做绝，看似
是给别人行方便，其实也是给自己绝
后患，攒情面。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行事
柔软，与人为善，方能从容进退，活得
游刃自如。

《道德经》中，弟子商荣问老子：
“为何人老了，牙齿掉光了，舌头却还
在？”老子回答说：“牙齿之所以都掉
了，是因为它过于刚强；而舌头因为
柔软，所以能一直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凡事过刚易折，
柔软才是处世之道。能伸能屈，能进
能退，方能活得更加通透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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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中有一个故事。北风和南风打
赌，看谁可以把路人的大衣脱掉。

北风率先出手，吹起一阵猛烈的寒风，结果路人
却将大衣裹得更紧了；随后南风不紧不慢地出手，徐
徐地吹起一阵轻柔暖风，人们觉得浑身暖和，便纷纷
脱下了大衣。

在这世上，凡事过刚则易折，过强则难久，一味强
硬却总要处处碰壁。正如作家曹文轩所说：“世界上
最有力量的物质不是重与刚，而恰恰是软与柔。”

懂得以柔克刚，才能进退有度。

《离岸的花园》是阿
根廷国宝级诗人迪亚娜·
贝列西为中国读者选编
的诗集，收录代表作 50
首。在贝列西的花园里，
石头是诗，植被在歌唱。
植物挺立着，不去仿照既
成的模板或遵循言说的
规则，而是直视自己的本
性与初衷。被砍伐、压
抑、驯服、忽视的她们，在
那里蓬勃恣意地生长。
她带我们领略爱与美，引
导我们将目光投向自然，
投向无法发声的一切。

景杉

《离岸的花园》

[阿根廷]迪亚娜·贝列西 著

龚若晴 黄韵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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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叫苦连天、得过且过，“熬”看上去好像是积极的，体现了不怕吃
苦、耐得住寂寞的精神。但其实，熬也好，死扛也好，都可能是一种固执，
背后是我们错误的认知。

“熬”反映了内心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熬下去，困难和危机就
会自动消失。如果是短期的困难和不幸，这种幻想往往能够成真，就像坏
天气会过去一样，一些伤害事件会随着时间被我们淡忘，从而产生了对

“熬”的坚持。但是在重大的、长期性的危机当中，我们会发现，熬是熬不
过去的，熬的结果往往是：继续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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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财富，这成为支持很
多人熬下去的理由。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并不会自动地从不好的经
历当中获益。

任何的经历，如果没有进行真正的反思和行为改变，不但不会带来正
向影响，还会带来反作用。消极被动的熬，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惯
性，让我们走不出来。

就像是同样的创伤事件，有的人成为“祥林嫂”，陷入悲伤无法自拔；
有的人却能够实现创伤后成长，这就是“韧性”的力量。

是韧性，让所有的经历，都成为财富、意义和幸福的源泉。
而韧性绝不是盲目吃苦，绝不是被动等待，而是在每一天，每一个当

下的持续地积极改变，与自己、与世界、与他人不断地和解，让自己不再
“内耗”和虚耗，形成“韧性飞轮”，源源不断地为终生的成长提供能量。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今天比昨天，哪怕只是一
厘米也要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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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容易焦虑的。我们往往更在乎痛苦的消失，而忘记了喜
悦的生发。在你熬着的时候，时间的脚步不会停止。想想你许下了哪些
愿望？想想那些满怀信念，沉浸在工作、学习和让你觉得美好的事物中的
日子。那时的一天，和熬着的一天都是24小时，都是你生命中的一天，但
是内心的收获却是完全不同的。投入生活的日子，会为你之后的时光，储
备更多的快乐、勇气和善良，让你之后的人生能够厚积薄发，细水流长，能
够谷底反弹，惊艳逆袭。

除了生死之外，人生并没有完全不可控的困境，哪怕在生命最黑暗的
时刻，总有人能够看到满天的星光，燃起希望。而韧性不是在逆境中的一
颗救命稻草，而是一粒稻种，当你用心播种，每一次的灌溉、呵护，都在培
育它生长，日积月累，终会稻穗累累，一生丰饶。如同王小波先生所说：

“别怕美好的一切消失，咱们先来让它存在。”就从此时此刻开始，从一个
微小的积极改变做起，去转动你的“韧性飞轮”吧。 张晓萌

能“熬”是成熟
“不熬”是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