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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眼观人”，等一等答案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心感受
到的，也不一定可靠。遇事第一时间不
妄下定论，能够做到冷静思考，才能不寒
他人之心，不让自己“悔之晚矣”。

《鬼谷子》里有句话：“揣情就是度量他
人之心。若是揣人，则要察其言，观其色，
闻其声，视其行，然后推知其心之所趋。”

事物总会充满未知的变数，凡事多
想一想，谨慎出言，才能少生事端。遇事
不逞一时之快，三思量行，才会少生遗
憾。察言观色和审时度势之后的表态，
才能做出准确判断。

观察是能力，语迟是智慧，深思熟虑
再开口，既是尊重他人，亦是周全自己。

2
“冷耳听语”，问一问内心

人生路上，常听到各种声音，有的人
让我们勇于尝试，有的人教我们知足常
乐，致使我们徘徊不前，左右为难。当别
人的声音围绕在我们耳边，我们要试图
将它们的音量调小，听听自己内心的声
音。

人生大道理很多，适配个人的却很
少，唯有尊重内心的声音，才能拥有属于
自己的人生。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内心的
声音是灵魂的驱动力，它引领你走向真
正的梦想。”唯有尊重内心，才能收获自
由，任凭外界如何叨扰，都有引领自己前
进的指南针。

3
“冷情当感”，缓一缓情绪

生活中，坏情绪的出场，自带戾

气，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通爆发。莫
要被情绪控制，做出损人害己的行为，
不战而胜才是最高境界。

很喜欢一句话：“不要为小事生
气，因为小事不值得你生气；不要为大
事生气，因为大事生气也无济于事。”
生活的高低起伏我们无法左右，个人情
绪的起落却能掌控。保持钝感力，不过
度敏感，便是不让情绪上头的良方。

一个人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
而应当反过来控制情绪，不管情况多么
糟糕，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情绪，用
理智作出最好的应对，把自己从黑暗中
拯救出来。

4
“冷心思理”，悟一悟人生

王阳明曾说：“人人自有定盘针。”
指引着前行方向的定盘针，就是内心的
稳定。

生活每天都在上演各种各样的故
事，而故事结局如何，往往取决于我们
分辨黑白良莠的能力。拥有看清本质的
能力，方能拨开迷雾识得局中人，不困
于境，不囿于情，直达要害，解决问
题。

人这一生，既会有顺境，也会有逆
境。不暴躁、不焦虑、不恐惧，踏实地
做好你该做的事，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遇事冷静思考，才不至于茫然无措，任
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不焦不
燥、从容应对。

《礼记》 中言：“行稳致远。”生活
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只要想得周
到，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一路向阳，缓
缓前行。

我们无需做热锅上的蚂蚁，将自己
置于那滚烫的人生，急得团团转。只需
要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体会平静带
来的绵绵自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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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中有言：“冷眼观人，冷耳听语，冷情当感，冷
心思理。”

冷静地看待他人，会多一分宽容；冷静地听人言语，会
多一分温暖；冷静地处理感情，会多一分情意；冷静地用心
思考，会多一分智慧。

做人若有恰到好处的“冷”，眼前的世界会更清澈明朗。

生活中，有人埋怨大展宏图的机会很少。
殊不知，在你不以为然的事情中，恰恰藏着机会的钥匙。
那些逆袭转运的人，会主动从危机中发现转机，在困境中寻觅出

口，一旦发现契机，便会毫不犹豫抓住，打破困局、迎来重生。

2
要有把握机会的勇气

很多时候，人生变好不在于能力的高下、学识的多少，而在于你是
否具备打开新思路、把握新时机的勇气。

很喜欢一句话：“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人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
是我们的选择。”

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也会以更广阔的面貌回馈于你。

3
要为机会做出努力

人生有种困境叫路径依赖。
有时候，阻碍我们发展进步的，恰恰是那些不断被证明有效的经

验。过分依赖路径，内在的智慧就难以发挥。没有行动，什么都不会
发生。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最缺的不是机遇，而是抓住机会的执行
力。光想不做，只会让梦想落空，永远困于原地。唯有敲碎经验牢笼，
才能在机遇一闪而过时快速把握、顺势而为。

摒弃干扰因素，放下惯性洞察，不断评估和修正自己。
不盲从、不武断地抓住破局点，做出明智判断，开启全新人生。

“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人这一生，需要不断刷新自己、重
塑自己。

转变思维，拆掉内心的高墙，难题才能迎刃而解；换另一只手做
事，方可不断成长、越来越强。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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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寒冬，如果穿越到古代，就到了藏冰的时候了。从周
朝开始，朝廷都设立专门的官吏来管理藏冰的事务。

每年严冬，古人就开始凿冰储藏，因为这时的冰块最坚硬，
不易融化。管理藏冰事务的官吏监督奴隶、农民到水质好的地
方凿采，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冰窖都建在阴凉的地方，
深入地下。用新鲜稻草跟芦席铺垫，把冰放到上面之后就覆盖
稻糠、树叶等隔温材料，然后密封窖口，待来年享用。由于这样
储存，每年大概会有三分之二的藏冰会融化，所以古人常常将
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三倍。

古人藏冰，主要目的就是在夏天制作冷饮冷食。隋唐之
后，市场上开始有冷饮售卖了。南宋时期，夏天街市上就有“雪
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饮料出售。据说，元世祖忽必烈的
宫殿里还出现了类似冰激凌的冻奶酪，后来马可·波罗把这种
食品介绍到西方，经过加工改造，慢慢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见
到的冰激凌。 郑秀亮

古人的“藏冰术”

一位作家曾说
过：“我想换一种方
式，换一只手，也许
是练好字的一个新
契机。”由此可见，
尝 试 换 一 只 手 做
事，说不定能遇见
全新的自己，将目
光移开，可能会发
现更广阔的天地，
发现新的机遇。

1
要善于发现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