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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评论对错

是对父母的孝顺

网上有人问，你做过最后悔
的事情是什么？

有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故
事。他说，作为儿女我觉得有时
最伤母亲心的，就是在对与错面
前，与她争一个理。

这名网友母亲快八十岁了，
经常会为了几个免费鸡蛋，一大
早赶去超市排队。他的母亲还
有关节炎，站久了就腿脚疼，因
此经常是排完队再去看医生。

网友每次带母亲看完病回
家就会大发脾气，“几个鸡蛋值
多少钱？你咋就这么能折腾
呢？”

直到有一天，母亲又兴致勃
勃地和他分享：“我在网上花500
元买了一套黑发素，你帮我看看
我的白发是不是少了很多？”这
名网友正想开口指责，抬眼望去
却看见了母亲的满头银发。

是的，500 元钱买来的黑发
秘方一点也没有用。但那一瞬
间，他忽然意识到，妈妈也没有
什么错，她只是老了。

母亲想省几个买鸡蛋的钱，
以为就能多点保障；她轻信那些
养生推销，是想有个好身体，不
拖累自己的儿女。但子女们却
总是明白得太晚。

母亲还总爱给他转发一些
伪养生文章，他每次看到都要数
落一番：“妈，这些都是假的，可
别让人坑了！”

类似种种，我们总能“很轻
易”地揪出父母的“错”，虽能赢
得道理，换来的却是父母的沉
默。

《礼记》中说，“孝子之养也，
乐其心，不违其志。”当我们与父
母讲道理、争对错的时候，有没
有想过，他们需要的不过是关心

和陪伴。
与其争论，不如共情。看见

父母的局限，体谅他们的脆弱，
凡事包容，是为人子女的“孝
顺”。

2
不在意高下

是对朋友的尊重

“别人尊重你，不是因为你
优秀，而是因为他很优秀。”人越
成熟，越不会将自己的做事准则
强加于别人，在自己发光的同
时，不会去吹灭别人的灯。

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有一
位朋友是个棒球迷，他乐此不疲
地拉着卓别林参观自己的各种
棒球藏品，卓别林没怎么接触过
棒球，只是微笑注视着朋友并认
真听着，偶尔回应几句。

朋友因为没能得到喜欢的
运动员的签名，感到十分遗憾。
回去之后，卓别林特意托关系费
尽周折，帮朋友拿到了那个棒球
运动员的签名。

卓别林和这位朋友趣味不
同，但却能做到如此用心。他的
朋友直至两鬓斑白，依旧记得这
一份珍贵的情谊：“我今生能够
成为卓别林的朋友，是我最大的
荣幸。是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
做真正的尊重和友谊。”

人们常常容易感叹“世态炎
凉”，也总说好的关系需要脚步
一致，但生活中很少有思想行为
能够完全同频的人。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遇见合得来的朋友，但
比一开始就情投意合更难得的
是，我们为维系这段关系所做出
的妥协和包容。

求同是一种追求，存异才考
验一个人的智慧。

珍贵的友情，从来没有身份
感，没有高下之分。比三观相合
更重要的，是彼此在意，共同经

营。人生路上你扶我一程，我助
你一段，到了最后彼此都不走
丢，才是世上最珍贵的感情。

3
不争输赢

是对伴侣最大的温柔

年轻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咄
咄逼人，偏爱以绝对正确的姿态
去“碾压”对方，获得一份精神上
的优越感。等到经历人世风雨，
才知道在琐碎的日子里，比起争
输赢，尊重对方更能让一段关系
更为长久。

所谓举案齐眉的动人故事，
不过是两个人相互包容，在平淡
流年中缔造的温馨光景。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跟妻
子张允和，一个是语言学家，一
个是家境优渥的大家闺秀；他们
一个喜欢西洋乐器，一个热爱中
国音乐；一个爱喝咖啡，一个爱
喝茶。但两人从不比较谁的爱
好更高级，还会抽时间陪着对方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两人也会吵架，但周有光的
态度永远都是不生气，他从不会
用责难的语言去指责妻子，也不
会炫耀自己的学识。或许他们
幸福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在琐
碎光阴中的妥协与尊重。

不要动不动在亲密关系中
谈三观、争对错，要懂得自省与
感恩，明白亲密比正确重要，包
容比改造重要。这世界上，比一
见钟情更珍贵的，是一生相伴。

世上所有关系，归根结底是
你跟自己的关系。关系趋于成
熟，感情温暖深厚，离不开你的
智慧和修为。

懂得求同存异、懂得尊重体
谅，才能让感情在岁月中更加深
厚绵长。

愿在你身边的人，都能够长
久相伴。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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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三观相合
才是一路人，要跟三观一
致的人相交。可每个人
阅历不同，所处环境不一
样，观念上难免会有点差
别。

生活中极少有完全
契合的人，所有好的关系
都需要用心经营。

真正成熟的关系，并
非源自三观完全相合，更
重要的是不争对错。

暑气渐盛，很多地方气温持
续飙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在这
种“烘烤”模式下，现代人只能靠
空调来续命了。如果在古代，他
们可怎么活？实际上，是我们想
多了，其实早在两千年前的华夏
大地，就已出现了制冷效果不输
现在的“空调房”。

据史书记载，古代最早的“空
调房”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叫作“窟室”，一般为贵族所
有。“窟室”相当于现在的地下室，
但作为娱乐场所，往往装修得颇
为讲究。它具备地下室“冬暖夏
凉”的特点，加之很多贵族会在此
处储藏冰块，或者有些“窟室”本
来就由“凌阴”（冰窖）改建，故越
是酷暑天气，“窟室”中反而越是
阴凉，不注意保暖的话，甚至会被
冻得感冒。《左传》就记载有一个
叫郑伯有的郑国大夫，常于暑天
里和朋友们在自家装修奢华的

“窟室”里通宵达旦、饮酒作乐的
典故。类似的故事在当时的典籍
里颇为常见，可见“窟室”作为最
早期的“空调房”，在贵族阶层已
然流行开来，既承载了消暑纳凉
的功能，也是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到了汉代，皇宫后院盛行叫
作“清凉殿”的“空调房”。“清凉
殿”主要以物理加人工的方式来

消暑降温，比如大量使用各种散
热效果好、触手冰凉的石质床具
桌椅、水晶帘子、象牙席、玻璃屏
风等；再在殿内各处放置绿植、冰
块，让侍女们不停地用手摇扇子，
将冷气吹散开来，从而降低室内
温度。《汉书》就记载有“清凉殿”
的制冷效果，称“清室则中夏含
霜”，大意是盛夏时房间里的温度
低得像霜冻过一样。此种“空调
房”美中不足的是，较费人力、物
力和冰块，非一般人家所能承受。

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
展，及工艺、机械技能的提升，到
唐代时，更高级的“空调房”应运
而生，称为“含凉殿”。“含凉殿”的
特点是：居于水边，备有冷水循环
系统，及水力驱动的“扇车”。首
先，“含凉殿”一般建在湖边或湖
中央，方便降温和取水。其次，

“含凉殿”的四周屋檐上均设计有
带排水孔的导流槽。使用时，借
助复杂的机械抽水装置（类似于
抽水机），通过引水管道，将冷水
引到导流槽上，再从屋檐（内檐）
边上流淌下来，形成壮观的水帘，
之后收集积水引回湖里，这样就
构成了一套较完美的冷水循环系
统。再有，为了使降温效果更好，
一般配有水力驱动的大风扇（名
曰“扇车”），对着水帘狂吹凉风。

在水冷、风冷等几大降温“技能”
的叠加之下，制冷效果绝佳，以致

“座内含冻”（《唐语林》）。这里有
个小故事，说是某个三伏天，唐玄
宗在“含凉殿”里召见程咬金。因
程咬金穿着单薄，殿内又凉飕飕
的，忍不住就打了几个大喷嚏。
虽是细节，却也从侧面印证了“含
凉殿”内的冷气之足、温度之低。

而在同时代的民间，一些贵
族或较富足的家庭，也开始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空调房”，“含凉
殿”的简易版——“自雨亭”。“自
雨亭”规模相对较小，但降温消暑

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利用机械
设备将冷水输送到凉亭顶上的水
罐中暂存，再通过出水孔从亭檐
四周流下，形成雨幕。因凉亭往
往建在水边或湖中，在自然风的
加持之下，降温效果也相当不
错。“诗豪”刘禹锡就曾写诗赞美
了“自雨亭”的特色：“千竿竹翠数
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
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诗
词语言清丽，寥寥数语即点明了
水亭临湖、景美、清凉、通风的特
点，读来让人犹如身临其境，耳畔
生出习习凉风来。 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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