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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真挚而美的事物，总能唤起我内心的敬重、
包容与珍惜，敦促我对眼前的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
点爱心，多一点信心。近日，读完的一本书再次唤起
了这样的久违之感。这让我对这本名为《我对面的
我》的散文集忽然生出了别样的敬重。

这本书的作者吉建芳是一名记者、漫画家，同时
也是一名多产作家。“我对面的我”是作者以她曾经历
过的所有生活提炼并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崭新
而与众不同的内心之我。这个“我”，与作者本人似乎
很近，如一个摇曳在眼前的镜中人，一个在理想的光
照下闪闪发亮的化身。而与理想之光相对照的，是略
显潮湿的俗世生活，以及这生活中和你我一样平凡的
作者本人。

平凡人写平常事。《我对面的我》无疑是一部书写
共识化生活的散文集。身为记者与漫画家的作者，与
她的读者基本走在同一条现实轨道上。她生活过的
城市、因职业与个人兴趣所走过的道路、读过的书、看
过的电影、结识的朋友、谈论的观点，基本都在我们大
多数人所经验或可以通过想象去认识与体会的范围
之内。究竟是什么让这普通的生活经作者书写之后
生出如此触动人心的力量呢？也许，那使普通生活忽
然生出偌大力量的，正是作者内心深处随时涌现的欢
喜与兴致，以及那种要将坚硬而无趣的生活戳出一个
美丽而柔软的洞来的热切愿望。它们深深感染了我，
让我惊讶于一个人竟然能够如此深情、专一而热切地
一头扎进普通的生活，面对平凡而纷乱的人世，让内
心宁静而羞涩地开出花来，让对面凭空多出另一个与
众不同的“我”来。

这个“我”是作者以敏感而富有灵性的内心一笔

一笔描出来的。我一直相信，作者最大的作品和最好
的形象其实正是作者自己。写作或者与写作伴生的
行为，在点滴之间影响、重塑着作者的心性、认知以及
面目和表情。在一定的时光经行之后，作者写出的文
字所凝结的形象已经开始超越她自己。有时连作者
本人都会觉得，那个写出来的自己其实并非自己本
身，而是一个对面的镜中人。与“现实”中的自己相
比，那个对面的人似乎更为澄明、完美、丰富而强大。

作者吉建芳显然是更为喜欢那个镜中的自己的，
因为那个“她”完善了她对自己的想象与憧憬。读这
本书，我惊诧于作者做什么事都是那样兴致勃勃、充
满活力。文中她无数次写到自己的冲动、慌乱、胆怯、
狼狈与窘态，以及惊喜、惊叫与惊诧，泪流满面与奋力
呐喊。而即使是在这一切貌似负面的情绪状态中，她
也依然是热烈而一往无前的，因为心中始终有另一个

“我”在呐喊，在导引，在呼之欲出。
在阅读《我对面的我》的过程中，我总会想起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彼得·汉德克在演讲中引用的一首
诗，“玩这个游戏不要做主角/去寻找对立……行之若
素/直到你变成对的/直到树叶的沙沙声变得甜美/走
过村庄”。

这首《走过村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首戏剧长
诗的开头，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所说的话。我想，
这也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吉建芳在书中想要告诉
读者的：永远需要平静而激越的内心，永远不要被眼
前的阴霾所遮挡，永远要有一个更完美、更与众不同
的你在你对面伫立。永远要万水千山纵横，走过世界
这不断延展中的村庄。

来源：光明网

对面的镜中人

1
说话软，出言留余地

《礼记·坊记》中有言：“君子约言，小人先言。”修
养良好的人，出言柔软谨慎，给人留有余地，能够汇
聚人心。语言，有时能为行动锦上添花，不当时却适
得其反。

生活中，有的人不说话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温
文尔雅，文质彬彬，但只要一张口，就暴露了修养的
缺失，学识的浅薄，认知的差异。

有时候，为逞一时之快，目中无人，傲慢无礼，恶
语伤人。要知道，没有人喜欢被训诫，被嘲讽，被伤
害，长此以往，人们便会渐渐疏远这样说话的人。

三思而后言，懂得换位思考，出口考虑后果。如
此说话，不仅是给别人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退路。

“口者，心之门户，智谋皆从之出”。说话柔软，
是待人的温柔善良，也是洞察人情后的智慧通达。

语气温和，语言柔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换位
思考，体谅他人，才能收获真心善意，悦人悦己。

2
做事硬，处世有原则

《论语·先进》中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则止。”

心中有敬畏，做事有原则，不因为名利失去本
心，不因为诱惑失去底线，就是处世有原则的表现。

三国时期，一向缜密持重、守正不阿的顾雍进入

孙权的幕府，担任左司马，深受信任。
当时天下纷争不断，酷吏吕壹因受孙权宠信，担

任中书，主管审核各官府及州郡上报的文书。
他依仗手中的权势作威作福，不仅通过建立机

构卖酒、设立关隘征税等方式牟取暴利，还时常毁谤
大臣，陷害无辜之人。

身为丞相的顾雍也曾受其诬告，并因此遭到孙
权的谴责。

后来，吕壹的罪行东窗事发，被捕入狱，由顾雍
负责审理。面对曾经迫害过自己的吕壹，顾雍依然
保持客观，公正审理，最后临走时平静地问：“你还有
什么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吕壹趴在地上，无言以对。尚书郎怀叙怒气冲
冲地上前斥骂羞辱吕壹。顾雍批评怀叙说：“国家有
法令来断定罪行，又何必做出如此的行为呢？”

对待一位伤害过自己的犯人尚且如此，顾雍在
民间体察百姓疾苦时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与做法，

可想而知。
做事要硬气，要有真本领。遇事能当机立断，奋

勇直前，而不是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为自己找退缩
的借口。人生在世，学会做硬事，讲原则，守底线，不
卑不亢，才能坦坦荡荡，一身正气。

3
为人稳，心静常安定

《中庸》里讲:“君子安身以俟命，小人行险而侥
幸。”

真正厉害的人，都能做到一个“稳”字，谋起事来
有恒心，干起事来有决心。了然于心，成竹于胸，进
可攻，退可守。在复杂的环境立足，稳中求进，强大
而不张扬，内敛而不卑微。

东晋时期，有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
水之战。

前秦皇帝苻坚，率兵百万，南下攻晋。东晋谢安
统军八万御敌，八万对百万，双方兵力悬殊。

眼看大战在即，谢安一如既往，下棋、弹琴、饮
酒、作诗，闭口不谈战事。帐下将军心急如焚，问谢
安破敌之计。

谢安轻描淡写地说：“到时候再说。”便继续和他
们轮流对弈。将军们心绪不宁，哪有心情下棋，直到
日落西山，也没有一盘胜局。

各回各营后，大家恍然大悟，谢安一定成竹在
胸，才如此气定神闲。于是全体将士不再焦虑，各司
其职，严阵以待。

最后，晋军在有条不紊的指挥下，英勇作战，前
秦百万之师，土崩瓦解。捷报传回，谢安仍旧若无其
事，说了句：“已经破敌。”便继续下棋。直到宾客散
场，谢安才掩不住心中喜悦，开始手舞足蹈。

心中有定力，才能无往而不利。
行走于世，随波逐流，自乱阵脚，往往拢不住人

心，也成不了大事。而能稳得住心，守得住营，才能
赢得尊重，行稳致远。

《菜根谭》中有言：“谨言慎行，君子之道。”语言
是内心的写照，行为是内在的画像。一个人语言越
是柔软，做事越有原则，内在也会愈加强大、稳重。

说话前，思虑周全，留三分余地；做事时，坚守原
则，存良知底线；迷惑时，稳定自己，守内心清静。
这，就是磨练自己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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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说话软、做事硬、为人稳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
益。”生活也是一场修行，为人处世就
是修炼，一言一行皆是考验。真正有
智慧的人，时刻注重自身言行，增进内
在品性，做到说话软、做事硬、做人稳，
因而境界不断提升，人生更加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