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成年人的独立，是从“不麻烦别人”开始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不麻烦、不打扰就是人与人之间最通透的交

往模式；却不知道，适当地“麻烦”别人，才是拉近与他人距离最有效的
方式。

1933年，巴金刚创立《文学季刊》，极度缺乏优质稿件。因为杂志初
创还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就带上同事忐忑地来到冰心家里求稿；没想到
冰心爽快地应承下来，接着就给巴金连发了多篇优质稿件，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两人也在不断地来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抗战期间，冰心旅居重庆，身体萎靡，经济拮据。她就拜托巴金帮
她出版《冰心著作集》，赚取版税渡过难关。巴金也欣然应许，给困境中
的冰心送去满满的温暖。

两人用60年亲如姐弟的神仙友情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最
好的相处关系，大都从“麻烦对方”开始。

学会“麻烦别人”
是增进感情的第一步

“你为什么不愿意麻烦别人？”
“害怕被拒绝，也害怕浪费别人的时间，毕竟

自己也没给予过对方什么好处。所以遇上什么事
总是习惯自己搞定，哪怕过程会很辛苦。”

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和这位网友一样，
因为害怕亏欠别人，或因为曾经求助被拒绝，而变
得害怕开口寻求帮助呢？

我们总以为，只要凡事“靠自己”，就能少欠下
很多人情债，就能避免被拒绝的尴尬；却不知道这
样貌似独立的处事方式，更容易让自己陷入孤立
无援的境地。

在韩剧《请回答1988》里，阿泽的爸爸独自养
育着阿泽，他是个很不爱麻烦别人的人，所以与邻
居有些生疏。没想到有一天他突发脑出血，幸好
被路过的德善爸爸发现，并及时把他送去医院，才
避免了一场悲剧。

儿子阿泽长期在棋院集训，所以住院期间，阿
泽爸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他打着吊瓶去上厕所
特别困难，但他就是开不了口找人帮忙。街坊邻
居来探望他时，看出了他的处境，大家不但轮流给
他送饭，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还帮着他管理店铺。
阿泽爸爸也从最初的诚惶诚恐到满满的感激，最
后心中全是被人惦念与帮助的温暖。

至此，他开始学着大胆地“麻烦”别人：自己回

老家办事，他会开口请求邻居帮忙看店；儿子阿泽
出国比赛自己不能陪同，他也会拜托邻居的孩子
德善一同前往。而邻居们谁家有事，阿泽爸爸也
会特别热情主动地上前帮忙搭一把手、出一份
力。一来二去，几家人处得比亲人还要亲。阿泽
爸爸这才发现，原来“不麻烦别人”并不一定就是
美德，而学会“麻烦他人”，则很可能会收获一路的
惊喜和感动。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很多人怕麻烦别人，但
是不麻烦彼此，关系也就无从建立。”

确实，不愿求助他人，不敢消耗人情，看似自
立，却也往往会错失与他人深入交往和相互了解
的机会。如果说敢于麻烦他人，才是一段关系的
正确打开方式；那学会麻烦他人，就是增进感情最
重要的第一步。

增进感情的“麻烦”
关键在于“恰当”

与害怕麻烦别人相反，生活中还有一类人特
别让人头疼，就是总喜欢“过度麻烦”他人的人。

一档综艺节目中有这样一道题：“麻烦别人算
美德吗？”

其中一位辩手的一句话就指出了“麻烦”二字
的关键：“当麻烦他人超出了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
系高度，就叫添麻烦。”

你看，一旦打扰他人过了度，就真的会成为别

人的“麻烦”。所以当我们不得不麻烦别人时，千
万要注意适度，注意请求他人帮助的分寸感。

有人说，学会适时适度地麻烦别人，是一个人
走向成熟的开端。

那到底何谓“适时”与“适度”呢？其实无非是
在麻烦他人的同时，要懂得保持好既定的界限和
分寸。如果常常因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求
助他人，就很容易消耗掉你们之间的感情储蓄；

如果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地单向麻烦他人，
而不给予任何回馈，则很容易让人心生厌倦。

周国平说：“分寸感是成熟的标志，人际交往
要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朋友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同事；家人可
以搞定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外人。受了他人帮助，
也不要忘了给予对方适时与适当的回馈，懂得心
怀感恩，才能绿水长流。

纵观那些真正能增进感情的“麻烦”，一定是
“恰当”的麻烦。而只有在对方的能力范围之内，
也在两人关系程度的范围之内的麻烦，才能真正
称为“恰当”。

最好的关系
是互相回馈、双向奔赴

真正好的关系，就是麻烦对方时毫无压力，被
对方麻烦时甘之如饴。

因为互相亏欠，才会彼此付出，因为彼此付
出，才能让感情变得越来越浓厚。相互麻烦才会
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才会情谊绵长。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想要让交情变
得长久，就得让对方适当为你做一点小事，这会让
他有存在感和重要感。

人与人的关系，就如线与线的状态，如果从头
到尾都两不相欠，那无疑就是永不相交的两条平
行线。正因为有了彼此的相互“麻烦”，才有了关
系的建立，才有了一段情感的开始。

如果我们在需要帮助时，身边恰好有一个可
以随时“麻烦”的人，这无疑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如果朋友在遇上困难时，你是他第一个想要“麻
烦”的人，这其实就是一份最深切的信任。

这世间所有恰到好处的缘分，都是一种你来
我往的情分。

这世间所有好的感情，大都合于“相互亏欠”，
久于感恩惦念。

而这世间最好的关系，大都从“彼此麻烦”开
始。

就像《读者》上说的：
当孩子不麻烦你时，可能已长大成人；
当父母不麻烦你时，可能已不在人世；
当爱人不麻烦你时，可能已去麻烦别人；
当朋友不麻烦你时，可能已经有了隔阂。

来源：光明网

聪明的人

懂得如何“麻烦”别人

该书汇聚10位来自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
学研究所等敦煌学研究重镇的学者，他们或是专业的艺术史研
究者，或是中古史、丝绸之路领域的专家，或本身就是艺术家、
雕塑师，或参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已近三十载。可以说，这本
书是让一群最懂敦煌的人来讲述敦煌。

《了不起的敦煌》专设重返、回望、探索、供养、波澜、观摩、
想象、聆听、穿越九大主题，从多个角度，全方位走近敦煌。

全书分两大部分。上半部分以历史文化为主题。先是探
寻敦煌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讲述营造莫高窟背后的文
化土壤。紧接着，通过详尽的历史资料，揭示“敦煌”之名的由
来，并从地理的角度讲述那些千余年间来往于敦煌的各族人
民。最后结束在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不仅讲述了敦
煌文物令人扼腕的流散历程，也为读者充分解释了为什么“敦
煌在中国，敦煌学则在全世界”。该书下半部分深入剖析敦煌
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总体艺术。作为雕塑家
的何鄂，展示了气韵生动的敦煌彩塑群；顾春芳详细解读敦煌
音乐性壁画中呈现的“妙音”，并重点阐发了敦煌飞天的象征性
意义；张元林则通过敦煌壁画中的种种生活细节，带我们走入
敦煌人的衣食住行。 路艳霞

让最懂敦煌的人讲敦煌

如何为大众讲述一个“全
面”的敦煌？三联书店日前推
出关于敦煌的通识读物《了不
起的敦煌》，用一本书解决这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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