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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聚焦

一年前，在良木缘咖啡馆里，他
第一次请我喝咖啡，然后告诉我他要
走了，就是说我要失去他了。他之所

以选择这个关口告诉我，实在是怕我
失控。事实上，我没有任何失控的表
现，我整个是麻木的。

两天后，我回到了我们租住的小
屋，已经是人去屋空，我突然就泪流

满面，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地
碎掉了。

那是一个春天，我曾以为自

己永远都离不开我生活的这个城
市，但是从我接到他要订婚的消

息后，就马上告诉自己，我要去上

海，要到他身边。

爸妈他们伤透了心，一向乖巧的
女儿，竟自作主张辞掉了工作，去投

奔一个远在1400公里以外、即将结
婚的男人。

他的未婚妻是他的高中同学，年

少时就暗恋上了高大俊朗的他。在

他的订婚礼上，他们亲吻的那一刻，
我在饭店外的草坪边泣不成声。

在他的好友宁的帮助下，我在这
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定居下
来。

一个深夜，他避开他的未婚
妻打来电话，语气里透着怜惜和
关爱：“你好吗？生活有什么问题
吗？”熟悉的声音如同天籁，把我
的泪催生出来。这个电话让我心

中无比温暖，看来我终究有一天
会把他等回来的。

一下班，我决不做任何停留，而

是急忙赶回家去，也许他的电话在等
着我呢。而他也总不让我失望，他的

电话几乎是每天都打来，语气甚至比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温柔。这让我

有无限遐想：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炽热
地相爱过。

我就在这种温暖和期待中慢慢
地过着，冬天来了，他打电话说：“天

冷了，记得加衣服。”他的语气依旧低

沉深情，好像我一回头就能看见他。

我终于控制不住说：“你能来看看我
吗？我感冒了，有点发烧。”

他来了，还带了好多礼物，一切
仿佛都是从前。他搂过我，像安抚小
女孩那样轻轻拍着我的头……

直到有一天，我陪着公司的一位
怀孕的女同事到医院检查身体，走在
长长的走廊上，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
影扶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少妇，脸上洋
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我看清了那是

他和他的未婚妻。
我远远地停下脚步，身体一点点

地僵硬，我又一次听到心在破碎的声
音。回家的路上，我终于想明白了，
那些深夜里打来的电话，不过是他幸
福之余偶尔产生一点愧疚，往更恶劣

想，他就是吃着碗里惦着锅里，以前
是，所以他离开了我，现在是，所以他
暧昧着。

而我，居然把他的暧昧当成了深
情！

我大病了一场。深夜，我的手机

铃声响起来了，仍然是他的电话，他

在那头有些气急败坏，责问家里的电
话为什么一直打不通。我淡淡地笑

着：“我家电话换了，请你以后不要再
打来，如果你真的心存愧疚，那就为

我祝福吧。”我放下电话，突然变得异

常轻松。
我是该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摘自《分忧》

对方达不到你的期望时

我们对别人发火，究其缘由，不
过是期待能在他身上得到某种回

应。不然的话，何必要那样去做呢？

孩子成绩不理想，父母会对孩子
发火。而父母给的零花钱少或参加

不了运动会，孩子一样会不高兴。手

下职员业绩平平，就对手下发怒。认

真工作却没有得到认可，手下职员一

样会恼火。朋友没有按时赴约我们
会生气，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期待

他会守约。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也

就不会愤怒了。
回过头来想想，对方发火其实是

现实与他的期待有差距。到底在期

待什么，很难说清楚，不过不满意却
是不争的事实。对我们而言，解开人

际关系枷锁的，难道不就是那把确认

期待内容的钥匙吗？对别人亦是如
此。

其实，判断一个人精神是否处于
健康状态，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别

人有多大的期待。不论是老人还是
年轻人，如果

期待别人能为

自己做点什
么，会将力所

能及的事情推

给别人，进而
把自己该做的

事也推掉。最终把自己的失败归咎
于别人或者环境，放弃了享受生活的

权利，其实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了

无痕迹。不过在这短暂的岁月里，与
其去期待别人，不如期待着自己能被
别人所期待。

受到领导的压力时

“公司里许多领导都名不副实，
毫无工作能力可言，就会在人事考核
的当口围着‘钦差大臣’们的屁股转，
为保住他头上那顶乌纱帽而逢迎谄

媚。”
作为上班族，都会有一两次

像上面那样吐露心声的经历。自
己不动手而利用职位指使和压制

手下，没有能力却总想依靠溜须

拍马而得以晋升，这样的领导没
有谁会喜欢。

我们一直期待能有受人爱戴的
领导，希望出现集个人魅力、管理艺

术、仁人之心于一身的优秀领导，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碰到的上司都是
那种让我们恨不得马上交出辞职信

甩手走人的家伙。看着因与组长不

和而转投其他组的人层出不穷，就不
禁感慨：“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梦寐以
求的好领导啊！”

“人民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导

者。”丘吉尔这样说道。

最终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我们

与给我们压力的人处在同一水平线
上。正因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才会

感觉到领导的存在。那么埋怨领导

的原因其实就出在我们身上——没

有选好领导。没有选出合适的领导，
所以才会受到压力。倘若在说领导

没能力之前提高自身能力，就不会对

此斤斤计较了。

长时间研究领导能力和追随者

能力的凯利（Kelly）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团队的成功，领导者的贡献只有

10%～20％，其他 80％～90％由追随
者能力决定。”

他的观点很明确——追随者的

作用很重要。可我们总是放弃我们
的角色，而试图把责任推到领导身上

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秦末，刘邦项羽相争。刘邦比起

项羽几乎没什么优势。相比力拔山
河的项羽，刘邦既没有武勇，又缺乏

主张，对平天下的哲学又知之甚少。

但他也有出众的地方，就是知人善任

和体恤臣下。比起事事都凭一己之

力的项羽，刘邦更懂得用人之道。
深知刘邦能力并助他完成统一

大业的智囊就是张良。没有他，大汉

就不可能一统天下，而天下也将尽入
项羽之手。正是有张良的心思缜密，
尽心辅佐，甚至不惜逆言相谏，防患

于未然，才使刘邦终成大业。

如今，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个人
能力的影响不断扩大，追随者的作用

只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的观念也要
随之改变。与其坐等出众的领导横

空出世，不如成为优秀的搭档，对领
导的构想推三阻四，或是自以为比他
们年长、阅历丰富而不把他们的决定

当回事，其实都是在展示自己的狭隘

与肤浅。
“明明被带到了河边，口渴的人

却用一种老掉牙的固执拒绝喝水，仅

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就是我

们的毛病。”比尔·考斯比的这句话可
以留给那些抱怨没有好领导的人好
好思考一番。

对领导说三道四前，先从自己的

能力下手，这才是从领导带来的压力
中解脱的正确方法。

讨厌别人时

就算一个人独处，有充分自由
的时间，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去读书、写作或是搞一些创作活

动。这些事反而在拥挤的地铁或
喧闹的公共汽车里更容易进行，也

更容易迸出好的灵感。同样，比起

关上房门一个人埋头工作或者学

习，创意和灵感更容易在有捣乱的

家伙在场的情况下迸发出来。所
以从这个角度讲，安静和寂寞反而

会妨碍我们集中精力。

灵感在周围环境纷繁杂乱的时
候有易被激发的特性。所以我经常

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写作。在星巴

克也常会看到拿着笔记本或者手提
电脑写东西的人。人们常常对他们

在咖啡厅工作感到不解。答案只有
他们自己知道：越乱越容易集中精

力。他们不是来这买咖啡，而是来买

能够创作的气氛。
为人处世与创意灵感没什么区

别。碰到和自己对着干，看不顺眼的

家伙，就会

常想，要是
他们从周围

消失就天下
太平了，可

结果往往出

人意料。如
果没有他们的话，也许，你只不过是

个慵懒而普通的上班族。正因为和

他们有矛盾，关系紧张，给你带来了
压力，你才总是想做得更好，总是试

图把他们的不满当做发现自身缺点

的途径和挖掘自身潜力的工具，并为
此不断去努力。现在如果他们消失
了，给你的刺激要素也就随着消失，

失去那些的你也就越来越容易迟钝

和麻木。
但说不定明天他们又会出现

呢？于是这样的努力与懈怠交替，就

成为生活，成为了一个人成长的足

迹。
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教授在

《快乐，从心开始》里这样说道：
“我们要选择：是被迫去做还是

以快乐的心情做。这两种行动都始
于义务，但后者会得到更积极的生活
体验。为打扫卫生这样谁都不喜欢

的事也定个最快和最有效率完成的

目标，那会比想象容易得多。定一
个 目 标 ，工 作 的 痛 苦 会 大 大 减

少。”
不要讨厌折磨自己的东西，相反

要当做快乐的磨砺去接受，会更快地
成长和发展。

摘自《书摘》

错把暧昧当深情

为人处世的人生参考

最近听友人许君说起，有一位

前辈，在回忆往事的文章里，提到小

时候有一次去买橘子，出门前，母亲
教他如何挑选好的橘子，但印象最

深刻的，是他母亲最后说的一句话：
“要留些好的给别人，不要把好的全

挑光了。”那位前辈感叹地说，他母

亲虽然不识字，但这句话，便够他受
用一辈子。

这句话，也使我怅惘了很久，使

我想起童年的一些往事。我的母亲
仿佛也说过类似的话。她常教我要

谦让，要为别人着想。譬如说，搭公
共汽车要让位给老弱妇孺，走路要让

别人先过，吃东西不能尽挑自己喜欢

吃的，“要留些好的给别人”……那时
候年纪小，觉得妈妈所教的，都是天

经地义，自然信守不渝，也不曾怀

疑。例如在车上遇见老弱妇孺，一定
让位，虽然自己年纪小。记忆里，那

时候同学的母亲，大都好像是如此教
导子女的。犹记小学时，一个调皮捣

蛋的同学，被老师责骂了，跑回家去，

反而被他父母揍了一顿，再领着他回

学校向老师赔罪。记得他母亲当时
还羞愧地站在一旁，陪着他掉眼泪

呢！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台湾

南部乡下，我的中小学生活，是这样

过的。
可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到

台北读大学以后，这种风气就渐渐

变了。开始听说，有父母告诉孩子

说，你们老师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讲

错了。因为为人父母的，很多人学
历比老师高，自己认为学识比老师

强得多。

也开始听说，有父母因为孩

子在学校里被老师责骂，就到学

校向老师兴师问罪。更听说有人
这样告诉子女，不必让位给谁，

别人一张票，你也一张票，为什

么要让？诸如此类的事情听多
了，感觉逐渐麻木了，觉得社会

风气逐渐在变，却没有注意到，

在不知不觉间，竟然自己也跟着
变了。很多人觉得不能老是让自

己吃亏，于是开始争位子，争权
利，争享受，有福先享，有事先

推。用买橘子作比喻，大家都抢着
要好的，而且抢着把好的挑光，凭什

么留下好的给别人享受？真的，风

气变了，很多人一方面感叹人心不

古，一方面却自己在推动这种风气。

上世纪 70年代以后，我在中国

台湾、香港等地教书、访问，私下也
常常听到有人在感叹：人心不古，一

代不如一代。然而，据我的观察，事

实上也大致如此：父母师长教给儿
女子弟的，已经不是谦让，而是争

取；已经不是为人着想，而是为自己
争取机会。就这方面来说，各地方

都是难兄难弟。原来世界早已到了

大同的境地了。

这几年在香港教书，对此现象，
前后感受又有不同。以前大家搭车

购物，当然不会让位，但一切依序排

队，没有话说；现在则同样不让位，

却渐渐有“临时插花”的现象。最令

人担心的是：这个社会本来很有秩
序，一切讲求按部就班，就像买橘

子，虽然很多人所受的教育是：只要

你按规定排在前面，你就有权利挑
好的，而且把好的挑光，但现在则渐

渐有点转变的迹象了。为了争取挑

拣的机会，似乎有点儿争先恐后的

浮动。
以前不识字的母亲，懂得教孩

子去买橘子的时候，不要把好的挑
光，总要留些好的给别人，现在为人

父母师长的，不但识字，而且都很会

说道理，但不知道为什么吝啬于讲
这样的一句话。

摘自《沈阳晚报》

女人梦想找个“好男人”是幼
稚，因为“好男人”从来就没有过。

“好男人”一说是对男人的误解，也

是对女人的误导和欺骗。这种说法

主要是为了让女人在痴迷的状态
中，上一些不怀好意的男人的当。

经常有人说世界上有“鬼”，但
没有一个人能抓到“鬼”。“好男人”

其实就是人们编出来的“鬼”。它让

女人在择偶时迷失自己。
女人不要轻信“好男人”的存

在，适合你的男人只有一种：那就是
令你自己感觉兴奋和激动的男人!

每个男人都具有多面性。这世

界上没有完全的好男人，也没有完

全的坏男人。男人在需要“好”时就
会“好”，该他坏时就会坏。男人的

好与坏通常是由男人的素质和环境
来决定。不要把男人幻想成永远不

变的英雄，变是男人的本性。
女人应该明白男人的属性，要

全方位去认识男人。如果按梦想中
的标准去判断男人，女人就会在很

多方面受到打击。对男人的选择应
该具有平常心，一个男人哪怕有很

多坏毛病，但如果你们双方相爱，那
就是你们最好的缘分。

许多女人找“好男人”说穿了是

想找依靠。这种心态一开始就不正

常，它会让女人上当。女人持这种

心态就会自带奴性，因而在两性关
系中就不可能平等。男人从骨子里

肯定瞧不起这样的女人。
有些女人读过书，有文凭，有好

的职业就认为自己已经解放。女人
形式上的解放只是一种皮毛的解

放。女人真正的解放是与男人构成
和谐的关系。无论经济上如何独立

的女人，在精神上不独立也会成为

男人的附庸。
有个自己开公司的女人，经济

效益很好，她下决心要找个好男

人。不少贪财的英俊男人围在她身

边，但她对这些男人都不如对狗，经
常乱骂。有一次她认识了一个画

家，那画家的另类思想征服了她。
她在精神上与这个画家极不平等，

那画家老是冒出些古灵精怪的说

法。她居然很崇拜这些说法。
画家总爱贬她是文盲，而她却

给画家钱花，即便这样也经常挨他

的骂。
男女精神上的平等是迫使男人

对女人好的关键。现在有些女人总
认为自己能挣钱就能得到男人的

爱，这是一种误区。女人真正的价

值不在于去与男人拼比具体的工

作，而在于女人可爱的素质。一个
可爱的女人，无论她是否有工作，她

可爱的价值都是能够量化的。

男人爱女人并不是爱女人的工

作，爱的是女人本身。当一个女人
的可爱达到了男人倾心的标准，男

人就会自动为这个女人的价值定

位。男人表面上很感性而实际上却

是理性的，一旦他认准的女人，他就
会用相当价值的“好”去对待她。因

此，聪明女人不要去痴想男人的好，
你只要自己可爱，男人就一定会按

值来爱你。

有些浅薄男人总是模仿“好男

人”的状态去诱惑女人，幼稚女人也
很容易上这种“温柔”当。有个男人

能熟背很多精彩电影的台词，说话
的声音也模仿电影里的感觉。一个

跳舞的女孩居然很崇拜他，甚至为

他放弃了专业。他们相好不到一
年，那男的又去对别的女人讲电影

语言。
不少女人将有钱或有权的男人

视为“好男人”。殊不知有些男人有
多少钱和权就会有多少恶习。不少

有钱或有权的男人自我感觉过分良
好，走路都像开屏的孔雀。大凡屁

股翘得比自己的钱和权还高的男
人，情感上一定是靠不住的。女人

如果爱上这类男人，只能成为被发
泄性欲的工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定
位。人们选择爱人千万不要先有标

准。民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什么

样的螺丝钉就配什么样的螺丝帽。

深刻领会这句话，完全能够让
那些在情感迷宫中乱窜的人清醒。

摘自《姜汤说女人》

铁匠快四十岁了，好不容易成了
亲。

新婚这天，朋友们来向他道喜。

这些朋友都是和他在一条老街上摆
摊的手艺人，大家都早已结婚成家

了，最年长的已经儿孙绕膝，他是他
们中最后一个成亲的。

吃完喜酒，大家照例闹洞房。都

是朋友，也不为难他，每

人送他一句良言。
鞋匠最先发言。鞋

匠问他，脚上的鞋合脚
吗？他的新鞋是鞋匠送

他的礼物，今天刚上脚。鞋匠一问，

他才恍然，难怪一天脚趾都不舒服，
原来是被新鞋夹的啊。

鞋匠说，新鞋和脚都有一个磨合

过程，穿几天，脚就会适应了。所有
的鞋子，都要用楦子定型，楦子是固

定的有型的，而每个人的脚却大小胖

瘦不同，因此，不同的脚一定会有不
同的感觉。鞋子只能靠自己的脚，去

慢慢磨合慢慢适应，婚姻也是这个道

理啊。
箍桶匠接过话题。做我们这行

的，就讲究一个团结：不管什么东西，

箍起来，才有力量，才有用。家就是
箍住桶的那根铁丝，有了它，几片散

木板，才能围成一只水桶，才能挑回

甘洌的泉水。木板和木板之间，只有
互相紧紧地咬着，密而无缝，亲密无

间，才不会漏水，才能装更多的水啊。
老木匠说，对，人就是一根木头，

一根有感情的木头。木头要盖成房

子，打成家具，就一定要联合起来。

可是，怎么联合呢？现在的年轻木
匠，将两根木料随便往起一搭，就乒

乒乓乓用钉子钉在了一起，真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用钉子钉，快，但
肯定不牢固，一个真正的木匠，是

要靠榫，将木板和木板、木头和木
头，紧紧地连在一起，相互勾连，

相互牵制，相互作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结成一体，才会牢固。
现在有的年轻人，速配结对，草率

成婚，缺少责任，不会谦让，那就

是用钉子钉的婚姻啊。

裁缝是个慢性子，等大家讲完
了，他才慢腾腾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结了婚就有个家了，家是干什么的？

过日子呗。我就跟你讲讲过日子的
道理吧。我做了几十年的裁缝，承蒙

大家的好意，都把布料交给我做衣
裳。为什么？不是我的缝纫水平高，

是我处处为人家着想，从不浪费人家

一寸布头。裁剪必然

会产生很多的边角料，
这些边角料，我都废物

利用，给姑娘做个蝴蝶
结，给老太太做个腰

带，给孩子多做几个口袋，最碎的小

布头，还拿来包几个布纽扣。要想小
日子过得好，就要学会用好边角料，

大大咧咧，从来过不好日子啊。

铁匠看看新媳妇，挠挠头皮，憨
厚地笑着说，既然大家都用自己的手

艺打比方，我也就给自己一个比喻

吧。我就像一块捶打了几十年的铁
疙瘩，今天总算讨老婆成家了。我要

对老婆负责，对这个家负责，今天，我

就算淬火了，成形了，从此一心一意
操持好这个家。

摘自《现代家庭报》

认识她时，他还是个穷小子，经济
上经常捉襟见肘，但对她真心实意地
好。纵使一块糖，也要分她一半。她

皱眉，回一句“太甜，怕胖”，转而笑着
看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

后来，日子好些后，他也不用再
寻些借口来推托。但任何吃食她都
要看着他吃下去，自己才肯动。仿

佛只有他先常过，吃到自己
嘴里的才是佳肴。

几年后，他终于有钱了，
可她偏偏改不了以前的“顽
疾”。吃饭时，总要看着他吃，自己要
么摆弄零碎，要么闲看电视节目。总

之，等到他吃过后，她才来吃。
最初，他是心存感激的，知道她

是对自己好。可日子久了，他便习

以为常。再后来，生意场上见多了
娇艳欲滴的女子，酒桌上推杯换盏，

逢场作戏，便越发觉得她上不了台

面，出不了厅堂，无法与他匹配。
婚离得很顺利。她没有哭，也

没有闹，分家产也没有过多的争执，

他给多少便是多少，她只想和他再
吃顿饭。

他忙，很晚才到家。她还是看
着他吃，吃罢她才吃。那一瞬，他有
一丝愧疚，可很快便消失了。他想，

她终是个不大气的女人。
很快，他便再婚，娶了个美貌鲜

亮可以给他撑门面的女人。大家都

说他好眼力，他也暗自欣喜。
酒桌上，女人力挽狂澜，一瓶五

粮液下肚，就签下几十万元的单子，

他连拖带扛地把她弄回家。和客户
见面，女人自顾自先入了席，见怪不

怪地说些黄段子，谈笑风生地和客
户勾肩搭背，不顾他在外面找不到
停车位。

他虽心有不快，但也理解，觉得
女人是为了他。

难得在家吃顿饭，饭菜上桌，他
习惯性地朝厨房喊一句“你也一起
过来吃吧”，却见女人早已坐在桌前

先吃起来。他忽然心里不是
滋味，就想起那时有一块糖，
前妻也要让他吃的日子。

再后来，他和女人散
了。他问女人：“吃饭时为何不等
我？”女人觉得不可思议，反问他：

“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先吃？”他一怔。
是啊，为什么要让你先吃？

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里面包

含着太多的爱与情分，他却忽略
了。

摘自《时代邮刊》

留些好的给别人

婚姻是门手艺活

拥有时忘了思量

女人的清醒

星期三下午，学校老师照例要
开会、学习，学生们上了两节课就放

学了。

他和班上的两个同学欢蹦着走
出校门，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离家不
远的森林公园。他们一直玩到天
黑，还感觉有些意犹未尽。

“嘿，想不想吸支烟?”回去的路
上，他突发奇想。

“好哇。”两位好友齐声赞成。

三个人停下来，把衣兜里的钱
都掏出来，一共凑了六元钱。他们
跑到路边的售货亭，视线在各种牌
子的香烟中一一掠过，最后选了“阿
诗玛”，正好六元钱。

他们拿了香烟，跑到路边拐角
处。他把烟盒撕开，给两位伙伴每
人一支，自己也拿了一支，叼到嘴

上，这才发现，刚才忘了买火。

他冲伙伴耸耸肩，然后，把视线
投向路边，张望着。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路的一

端，有一个小亮点。在夜幕中闪着
微弱的光，向他这里慢慢移动。

他走上前去，说：“哥们儿，借
个火!

那个人停下来，把手中燃着的
烟递给他。他接过来，把自己的烟

点着，美美地吸上一口，抬起头，把

烟还给那人。这时候，他才看清他
的脸。

刹那间，他愣住了，拿烟的手停
在半空中。

那个人缓缓地伸出手，接过他
手中的烟，凝视了他一会儿，又把视

线转向他旁边的两位同伴。然后，
举起另一只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郑重其事地说：“哥们儿，吸完这支

烟，就回家去吧!”
他说不出话来。
旁边的好友有些不解地问：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看着他，一字一

句地说，“你的父亲在家等你!”说
完，转身走了。

那个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夜色
中，他还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两位

伙伴用手碰了一下他的胳膊，问：
“你怎么了?”

他转过身来，看了看两位同伴，

把手中的烟扔到地上，用脚狠狠地
踩灭。

“把烟捻灭，回家去!”他语气十

分坚决。
两位伙伴看看他，又看看手中

冒着缕缕香气的烟，不约而同地问：
“为什么?”

“因为我的父亲在家等我。”
“你怎么知道?”
他看着两位伙伴，低下头来，声

音有些哽咽：“刚才那个借火给我们
的人，就是我父亲!”

摘自《特区教育》

因为你的父亲在家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