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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
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
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
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对乐观
一些……”在《与心灵对话》这本书中，作者引导我们
正确看待不幸和幸福，减少选择的困惑，提醒大家在
生活中要学会修复自己，成就更好的人生。

此书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自省发
问，是他以个人思考反映时代症结的散文作品，分为

“心扉何处问”“我思故我在”“由万物而其他”“在正
确与善良之间”四个部分。书中既展现了似水般无
常的人性，也赞誉了人间无处不在的温情。作者以
笔为刀，解剖心灵、情感与人性，直面自我，思考存在
的意义；脱下现实里的盔甲，褪去平日里的保护色，
呈现出内心深处的原始自我。在一次次不断地质问
与反思中，绽放自我之花，展现心灵光辉。

“依我想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若干机会，或曰
若干时期，证明自己是一个心灵方面、人格方面的导
师和教育家。”书中说，在我们是儿童时，就已开始教
育自己了；在少年时，就已开始怀疑甚至强烈排斥大
人们的教育了；青年时期，更加防范别人。“也许这个
世界上根本没有谁能对我们施以终生的影响。”每个
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有许多人将会教给大家许
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
充当园丁的人，很少很少。”那就解剖心灵吧，自己教
育自己，它体现着人对自己的最大爱心，对自己的最
高责任感。

人生路上，陷入困境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在
困境时，是怨天尤人，萎靡不振，还是笑看风云，继续
前行。作者说，面对所谓的命运，他从少年时起，就
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憧憬，目
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现实很现实。想
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
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
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
最乏味儿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人生没有过不去
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

“我认为，情感是每一个人的‘不动产’。它应该
随着社会的文明而‘升值’。”人类精神自我完善的终
极目的，乃是为了使每一个人的情感更丰富、更细
腻，更符合人性的自然。货币升值情感贬值的时代，
无论工业怎样发达，商业怎样繁荣，都是令人悲哀而
沮丧的。它不但会使每个人都成富翁之后依然觉得
无奈地贫穷，而且会使每个人都陷入空前的孤独。
人虽在一切物质之中，却应同时在一切物质之上。

“那些普通善良的好人们，才是最可尊敬的人，我们
要始终对其充满仁和爱的感情。”

“两年前有一陌生青年叩开我家门。我一坐定
就跟我谈人心之不古以及世道的险恶。”作者说：世
道从来不曾古过。“但是不古的世道，一向自有人间
的温情存在。正如不古的人心，彻底变成地狱是例
外的绝望。”信奉“他人皆地狱”的人，是很可怜的
人。因为他的心，像木炭。吸收一切世间美好的温
馨情感，却体会不到那一种温馨那一种美好，仍像木
炭。这样的人，最不值得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大家
万勿引以为友。“这是我的人生经验，也是我对一切
善良人的忠告。”

面对纷扰的世界，如何选择、如何面对困境已成
为当代青年的迷茫所在。梁晓声的作品以普通人的
角度反映社会，以长者的通透从容融合人生思考，讲
述生活的哲理与回味，饱含深度与感悟，针砭时弊，
震撼心灵，让人读来容易产生共鸣。此书是梁晓声
写给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管理法，既是梁晓声给自己
的回答，也是给年轻人安放疲惫心灵，追寻真我、活
得通透的人生指南。人间自有温情在。希望年轻人
读了书后，重新认识自我，成就美好人生。

来源：光明网

在
生
活
中
慢
慢
修
复
自
己

1
言缓

“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
躁。”懂得宁静，然后才知道好动会让人过于操劳，保
持沉默，然后才明白话多会让人趋于浮躁。

言缓，其实也是让自己免于浮躁。在发表观点
前，让自己先“缓一缓”，尽可能了解事情全貌，而非
急于下判断，往往能有效避免很多曲解和误会。

有一年，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因战乱被困在陈
国与蔡国之间的一个地方。这时，他们旅途劳顿，又
缺少粮食，饿倒了许多人。

有一天，颜回找来了一些白米，便立刻回来去厨
房煮饭。将熟之际，孔子便见颜回抓了把米往自己
嘴里塞。

孔子见状，感到失望万分，心下想到：艰难时刻，
连最贤良的颜回也秉持不住。

当颜回来请孔子进食时，孔子想了想，说道：“我
刚才做梦，梦见了先祖，如今乘米饭还没有吃，很干
净，就先用来祭祖吧。”

颜回一听，惭愧道：“老师，使不得，我煮饭时不
小心掉入了一团灰，虽然被我挑出来吃了，但终究已
经不干净了。”

孔子听到真相后，叹息道：“人始终相信自己的
眼睛，但即便是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啊。”

同时也感到惭愧，庆幸自己没有在没弄清真相
之前，就贸然说出伤人的话。

有大格局的人，遇见事情，往往懂得缓慢应对。
因为他们知道，世事纷繁复杂，只有等一等，才能理
清整个事件的全貌。

“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水越深，水流的速
度便越是迟缓；而人越是有大格局，说话就越不着
急。

话到嘴边缓一缓，才能避免伤人于言，祸出于
口。

2
性柔

“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人有刚毅之
性，亦有温柔之美。而这种温柔，表现在举止里，便
是一种宁静而又沉稳的力量。

1907年，15岁的宋庆龄在美国留学。一次，班上
许多人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历史问题。

争论到激烈之处，一位学生站起来高声道：“如
今的希望，在美洲，在欧洲，而那些所谓的文明古国，
特别是亚洲的中国，早就已经落后于历史了……”

宋庆龄听到后，并没有立即反驳，安静地等她说
完后，温和而又笃定地说道：“有人说，中国是一头沉
睡的雄狮，但是它绝不会就此永远地沉睡下去。因
为在那广袤的土地上，有着勤劳的人民、富饶的物
产，同时还有无数能人志士，在为它的振兴而努力地
奔走斗争。总有一天，这头东亚雄狮的吼声，将震惊
整个世界！”

这声音虽是柔声细语，却显得极为铿锵有力。
话语刚毕，教室里便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

掌声。
“舌柔常在口，齿折只为刚”。大声的反驳从不

是豪爽，更多表现为对他人的挑衅与自持高傲。
一个有格局的人，愈是强大，就愈懂得柔软。

“天下莫弱柔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真正
能将人说服的，从不是外在的强势，而在于内心的柔
和。

3
德厚

人生在世，许多大事、愤事，怒事，急事，不过就
在一“容”之间。

“有容，德乃大。”一个德行深厚的人，也必有着
容人之能，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给别人留有体面。

韩信帮助刘邦击败项羽后，被封为楚王。一日，
他回到年少时长大的地方探望故人，碰巧遇到了那
个曾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屠夫。

屠夫见韩信如今位高权重，以为他要因当年的
事报复自己，一时间惊恐万分。可没想到，韩信不仅
没有报复这个屠夫，反而给他封了官。士兵们见了
韩信此举大为不解，韩信便解释道：“正是因为当年
忍下了这胯下之辱，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因此我要
感谢他。”士兵们从此更加佩服韩信的为人。

古人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宽容从来
不是懦弱，而是我们愿意选择用爱去接纳、去感化。
越有格局的人，越懂得以德化人，而非以势压人。

人之宽容，所引起的道德震动，往往比惩罚和争
斗更具有折服人心的力量。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便是自己的执念与狭
隘。而在这场修行中，一个人的格局越大，心量越
广，路就可以走得越宽，走得越远。当你修行出了海
纳百川的胸怀，定然能够不畏风雨，从容前行，走出
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来源：人民网

真正有大格局的人：
言缓、性柔、德厚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之大，能容纳宇宙
星海；地之大，能泽被苍生万物；人之大，则天地宇宙尽
在胸间。

一个格局大的人，其眼界必定开阔，其胸怀必定宽
广，也必然深谙言缓、性柔、德厚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