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1 月 19 日精品
阅读 A6 责编：王莉 版式：刘静 校对：胡德泽

懂得给别人鼓掌是一种智慧

有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得到别
人的欣赏，却忽略了欣赏别人。

卓越的人，从不吝啬对他人的
掌声。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去看待他
人，会看到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善
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更能感受到
生活中的美好。

给别人鼓掌，是心灵深处绽放
的温暖光芒，它如同春日里的绵绵
细雨，滋润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土
壤，让这个世界因理解与尊重而更
加和谐美好。

愿意给别人鼓掌是一种境界

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人也伤己；
见不得他人好，是一种愚蠢的表现。

偏见和嫉妒并不能使人变好，
但欣赏和赞美可以。

真诚悦纳别人，发现自己和别
人的差距，才可能一点点在行动中
及时调整自己，逐渐缩小差距。愿
意给别人鼓掌，是一个人是植根于
内心的素养，是对他人的鼓励与期
待，

欣赏与认同，也是对自己的激
励与改进。欣赏别人的优秀，也是
自己走向优秀的开始。

乐于给别人鼓掌是一种善良

跌倒的人，有人搀扶就能站起
身来；迷路的人，有灯指引便可能找
到方向。有时候，我们的一句赞美，
能让一个人在暗淡中见到微光，在
低谷中生发力量。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他人点
灯，也会照亮自己的路。

别吝啬给别人鼓掌，当你给他
人送去肯定与鼓励的同时，自己也
会成为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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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三重境界》是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新作。在
这本发人深省的著述中，他选取了60本有较高学术价
值、思想深度和艺术品质的经典图书，以其精准的剖析，
为我们开启了睿智的阅读之旅。

在梁小民看来，读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要
手不释卷，常年以书为伴，广大读者完全可以通过系统
的阅读和深入思考，不断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
在不同的领域提升自己的认知。基于此，他所选的这些
图书，大多内容广泛、思想深刻，涵盖经济学、政治学、社
会学、法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维度，它们宛
如一扇扇知识的“大门”，于同频共振中，拉近了广大读
者与大千世界的距离。

正因为爱阅读，才让梁小民深刻地体会到读书的乐
趣。为此，在书中，他提出了既相互关联、又彼此依存的
读书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为“问道求真，豁然开
朗”，讲的是读书由疑到悟的必然过程。第二重境界为

“上下求索，走出混沌”，阐释的是读书带给人们的精神
愉悦。第三重境界为“以自然为师，以天地为本，追求更
美好的人生”，强调的则是读书对个体、对生命的启蒙和
教益。

梁小民在阐释读书的三重境界时，既能够联系自身
的实践，阐明读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意义；也能够运用
书本中学到的各种知识，精辟论述读书对于我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又发挥着怎样的智慧引领。基于此，他进

一步提示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
书，最好不要轻易给自己设限，读书应广一点、杂一点。
博览群书地读，远比守着几本枯燥乏味的书来读，要强
得多！他说：“读书是成为最幸福的人的基本条件”，特
别是当今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的情况下，读书更能助益于我们保
持内心的宁静，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去正确看待这个变
幻莫测的世界。

读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如何爱上读书呢？解
析中，梁小民提出了“从你感兴趣的书开始读”的观点。
之后，一旦读者养成了一定的阅读习惯，再爱屋及乌将
读书活动逐步引向深入。他认为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读书方法”，总的原则是，要把泛读与精读有机结
合起来，边读边想，读书时最重要的是能“读进去，读出
来”。所谓“读进去”，就是能读下去、读懂书，但一味沉
迷于其中走不出来也不行。“读出来”就是能从书中思考
出一些道理，形成自己的观点。

作者坦言，写此书的目的，一是回答缘何读书的疑
虑，二是解决读什么书的问题。这些关涉读书的诸多见
解，极具典型意义，对于社会各界喜爱读书的人，无不具
有醍醐灌顶的启发深意。道理其实很简单，欲要爱上读
书，就从自己感兴趣的书读起；欲要体悟读书的三重
境界，就把身心真正融入于每一个寻常的读书活动当
中……如此，方渐渐领略到读书的妙处。 刘昌宇

开启睿智的阅读之旅

在现代社会，人们总是被无数的琐事和纷扰所牵
绊，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去深入思考生活的本质。有些
人可能把幸福解读为“有”：有钱，有车，有房，有事
业。其实幸福的秘诀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

人活一世，不仅要有地上的六便士，也要有天上
的月亮。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人静、物简、心安。

1
人静：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人静不仅是指外在的安静，更是指内心的宁静与
平和。

古人云：“心动，则万物动；心静，则万物静。”一个
人越是在心不静的情况下，想法和杂念就越多。杂念
越多，烦恼就越多，然后生活的状态就是心浮气躁的。

事实上，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成就和物质
的丰富，而在于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当一个人去除杂念，归于平静与平和时，就会拥
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福气和好运也会如约而至。柴米
油盐酱醋茶的碰撞让生命五彩斑斓，可是坦然与从容
的相逢能让时光开出绚烂的花。

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无一不是能安静享受生活的
人。唯有安静下来，才能让你的心回到原位，也唯有
安静，才能让你浮躁的心拥有了精神世界。

心越平静，你越快乐；智慧越高，你越通融。

2
物简：简约的生活哲学

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物质的堆砌和奢华的生活，
而在于简约与精致。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人只
有坦然面对简单的生活，才不会被物欲所困。

极简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另一种拥有。我们并不
是要抛弃自己，无欲无求，而是要正视自己的需求，正
视自己的拥有。

极简不是生活的减法，而是身心的加法。真正的
快乐，从来不是外物给予的，而是内心的知足、精神的
充盈。

以简单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清净心看

世界，以无欲心除挂碍，删繁就简，轻装上阵，集中精
力，才能干好喜欢的事，爱好值得爱的人。

简单是生活的真谛，平凡是人生的主旋律。

3
心安：身心的满足

即使房子再大，缺少家庭的温暖，也只不过是冰
冷的钢筋混凝土罢了；即使钱再多，缺少了情感的滋
润，也不过是一张张废纸而已。

三毛曾说：“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
浪。”经过生活的洗礼，才会慢慢懂得：心安，即归处。

当内心得到宁静与平和，生活变得简约而精致
时，我们便能感受到身心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并不是
来自于物质的丰富或外在的成就，而是来自于对生活
的热爱和珍惜。

人生充满变数，不会永远一帆风顺。起起伏伏本
是平常事，但若怀着安然之心，那么所到之处都会有
能满足、能慰藉、能充实自己的美好事物。

真正的世外桃源，不在任何地理位置，只在心安
处。

心静了，世界就静了；物简了，灵魂就升华了；心
安了，生活就会平静了。 来源：人民网

生活最好的状态：
人静、物简、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