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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海淀区时，最常去的是北
京动物园和香山植物园。

迷恋动物园，因为它帮我确认
了一件事，它反复地、一遍遍向我证
实：生命是丰富的，物种是多样的
……否则，我真怀疑世上只剩下人
了。

逛香山，则为消焦灼、蓄元气，
更为避世。躲开车声鼎沸的聒噪、
高楼大厦的逼视，远离骨骼与骨骼
的撞击，欲望与欲望的火并、粗口与
粗口的对骂……草木乃最安静、最
富美德的生物，也是最伟大的保姆：
献花容以悦目、果茎以充腹、氧气以
呼吸、林荫以蔽日，还承接人之垃圾
和秽物……没有草木，我们真是一
秒也活不成。

香山植物园最大的魅力是阔，
阔得足以让人忽略其败笔——院墙
和门票。除山风浩荡、野趣丰饶、地
气充沛，它还有个好处——人寡。

人寡，则幽，则清，则定。不过，
颇为尴尬的是，面对妖娆的花木，我
竟无法叫出她们的名字。成千上万
的她们，我所识者寥寥。爱慕，却不
知称呼；惊艳，却无从指认。甚至无
法转述她们的美，炫耀我的眼福。

其实何止我，翻翻书报，“一朵
不知名的小花”“一棵不知名的大
树”，懒汉比喻和无知之说比比皆
是，曾见一位母亲带儿子在园子里

玩，童声一连串地问“妈妈，这叫什
么”，我清楚地听见萱草被说成了马
兰、蜀葵被说成了木槿、鸢尾被说成
了百合、鸢萝被说成了牵牛，其他我
也说不出……末了，年轻的母亲被
逼得声音越来越低直至嗫嚅不清
了。

我把此事告诉一位朋友，并大
发感慨：现代人熟记的人名多不胜
举，尤其是演艺明星的名字，所识草
木却少得可怜至极，真是奇怪！过
了几天，收到朋友的赠书——《野花
图鉴》，还有一条短信：“每次看到

‘全草入药’几个字，我都肃然起
敬！”果然，翻开该书，几乎每条注释
中，皆见“全草入药”四字。

草木深深，福佑其中；花果累
累，生之有养。我想，若有一日，自
己被发配荒野，携一卷《本草纲目》，
也就能活下去、芥命无忧了。若再
奢侈一点，容我多带一本书，该是什
么呢？无疑是《诗经》了。

在我眼中，《诗经》乃性灵之
书、自然之书、童话之书，更是照亮
精神之书。我想，从古到今，即便只
有这么薄薄一册，华夏文化也堪称
灿烂。后人若能承先民衣钵，循童
年心性，文明又何尝堕落至此？扔
掉《诗经》，遗弃它的纯真精神，背叛
它的诗意逻辑和生存美学，乃悲剧
之始。

《诗经》伟大在哪儿呢？夫子看
得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
邪”，即纯洁、烂漫，即清澈、雅正。
最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说：“多识
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我极欣赏的
一句话，也是酷爱《诗经》的一大理
由。

它确是一部生物百科全书。陆
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诗
经》里的物类作了详解，计草本 80
种、木本 34 种、鸟类 23 种、兽类 9
种、鱼类 10 种、虫类 18 种，共计动植
物 174 种。而据台湾学者潘富俊统
计，《诗经》藏有草木 160 种，比陆玑
统计的多出许多。

张爱玲读《诗经》，很为里面的
情爱男女“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
而欢欣，兴奋得脸通红。胡兰成则
解释：“直见性命，所以无隔。”不愧
为情事大师，一语道破。

《诗经》里的美丽欢爱，正因人
之心性和大自然息息相通，人之情
思和旷野一样率真、赤裸。天光明
澈，心静如水，无泥沙拖累，无城府
之深，故彼此认出、相互照见即简易
得多、笔直得多，哪像今人这般诡秘
周折？

什么叫“天地作合”？《诗经》里
慢慢找。懂得天地，方懂男女。

最后，我想对孩子说一句：多
闻草木少识人。这年头，名人的繁
殖速度比细菌还快，都急疯了。草
木润性，浮尘乱心。在这个信息爆
炸 和 绿 色 稀 缺 的 年 代 ，即 便“ 少
识”，业已识多；即便“多闻”，已然
寡闻。

摘自《读者》

“获奖真是一场灾难！”以“怀
疑主义、激情和想象力审视分裂的
文明”，并“登上女性体验的史诗巅
峰”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自
200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因
穷于应付采访和接待，再无精力创
作而倍感苦恼。

更让其“愤愤不平”的是，为了
不让诺奖巨额奖金稀释在沉重的
遗产税里，莱辛的会计师不断建议
要么把奖金快快花掉，要么赶紧送
人，获奖不到一年，其奖金差不多
一大半已经送给了子女、孙辈、好
友，毕竟莱辛已经 90 岁了。

自诺奖上世纪初设立以来，
从 7 万美元起步，靠通货膨胀的
推 动 和 基 金 会 经 营 有 方 ，到 如
今 ，单 项 奖 的 金 额 已 经 攀 升 至
140 万美元。诺奖得主是如何花
销这笔巨额奖金，或许对后人有
点启发。

“被捐”了

正如莱辛把奖金使劲送人一
样，“避税大法”适用于高龄获奖
者，并以有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为
限。“避税大法”给高龄获奖者的启
发是，要么像莱辛一样送人，要么
就捐赠出去，或设立独立的基金
会，或直接捐给慈善事业。

如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
福，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而获得
19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当年
表示任职期间无法前往欧洲，并以
无法出席颁奖仪式为由，推迟了领
取奖金的时间。

老罗斯福连任两届总统后，又
另外组党，准备冲刺新一任总统，
但未如愿。老罗斯福 1909 年卸任
总统，1912 年再次竞选总统，之后
几年的 1919 年辞世。

也就是说，等他卸任总统后到
挪威领取诺奖时，已经时日不多
了。于是，老罗斯福的部分资金捐
赠给了相关和平团体，其余则分给
了包括意大利红十字协会担任志
愿者的一位亲戚和他的一些好朋

友。

我的银子，我做主

诺奖背景再深奥或再复杂，自
其颁给领奖人之时起，就成了私有
财产，私有财产的神圣属性，使绝
大多数诺奖得主选择独自享用或
独自支配这笔资金。

诺奖得主，有的选择购买游
艇 ，有 的 选 择 购 豪 宅 ，让 自 己 充
分 体 验“ 有 钱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如出生于意大利的麻省理工学院
教授、1985 年经济学奖得主莫迪
利 安 尼 ，花 重 金 出 手 拍 下 一 游
艇 ，在 穷 酸 的 知 识 分 子 群 中 ，其

“ 奢 侈 ”显 得 鹤 立 鸡 群 。 同 是 麻
省 教 授 的 2001 年 物 理 学 奖 得 主
沃尔夫冈·克特勒，则花大部分奖
金购下一座二手豪宅，其余的钱
用在子女教育上。

在“独享独用法”中，理财最
有 道 的 恐 怕 是 美 国 前 总 统 伍 德
罗·威尔逊。

威尔逊 1920 年获和平奖，他
把奖金如数存在瑞典银行里，准备
用每年高达 5%的利息，作为其总
统卸任之后的主要生活来源。在
威尔逊时代，美国总统一旦退下来
后，根本没有今天美国总统这样令
人羡慕的退休金和福利。在那些
年，传说中的很多美国退休总统，
晚年穷困潦倒。

裸捐更是风格

在林林总总的诺奖得主中，有
一部分人把奖金如数再投入到了
另外一种事业里，令人称赞与敬
佩。

居里夫人是巴黎索邦神学院
首位女性教授，是第一位获得诺
贝尔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在不
同学科领域（物理学和化学）获得
两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爱因斯
坦曾评价居里夫人说，居里夫人
是一位平静、高尚、具有献身精神
的人。

果真，居里夫人将获得的所有

奖金全部投入到进一步的科学研
究中。这也算是做到了“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把所获
得奖金如数拿出，再投入到他所致
力从事的世界环境保护与气候改
变的事业中。

而美国前总统卡特，也算是这
样的一个人物，他利用和平奖的奖
金，在全球致力于和平事业。美国
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差不多
也把所有奖金用到了人权活动团
体上。

1999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
奖的甘特·布洛贝尔，将全部奖金
捐给了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一座天
主教堂，作为修缮教堂的经费。

德国分子生物学家福尔哈德，
则选择拿出一部分奖金，设立慈善
团体，帮助年轻女性科学家抚养孩
子，为她们购买洗衣机，支持她们
继续搞科研。

不过，1991 年获和平奖的昂
山素季，据她称是把全部奖金都
用在缅甸的慈善基金上，但官方
却指控其大部分奖金花在国外而
涉嫌偷税漏税。孰真孰假，一时
莫辨。

金钱弥补亏欠

也有一些诺奖得主的奖金用
途，听起来充满了人情味。

爱因斯坦因涉婚外恋，一直内
疚于前妻，便立下誓言如有天摘取
诺奖，就一定把奖金送给前妻。

另一个原因是，爱因斯坦认
为，他目前所得的科学成就中，同
是科学家的前妻对其帮助也是很
大的。

果然，在发下誓言之后不到两
年，诺奖终于落入爱因斯坦手中，
他把奖金按约送给了前妻米娃·马
里奇。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保
罗·格林加德因发现神经元信息传
递，与另两名研究人员分享了 2000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格林
加德用他所得的约 40 万美元，成立
了一个新的奖项：珀尔·美斯特·格
林加德。该奖以他母亲的名字命
名，因为母亲在生他时去世。他设
立该奖的意图是建立“女性诺贝尔
奖 ”，帮 助 消 除 科 学 界 的 性 别 歧
视。他以已故母亲的名义设奖的
善举，感动了无数人。

摘自《看世界》

曾国藩的智商不过中等。
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学

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
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
才”、“秉质愚柔”。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

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
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
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
学习任务,绝不睡觉。曾国藩不懂
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
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
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
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 9 年,但
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
越顺。中了秀才后的第二年,他就
中了举人。4 年后,他又高中进士。
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
连举人都没出来一个。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
充分发挥自己钝拙的长处。他一生
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
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他
一生的成功,正是得益于“笨拙”精
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
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
淳朴、少浮滑之气。湘军作战以“结

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
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
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
湘军却毫无办法。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
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
道壕沟把城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
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
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
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
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
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彻底改
变了。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
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

“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
占 我 的 便 宜, 断 不 肯 我 占 人 的 便
宜”。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
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
骂他“愚猪”,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
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
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
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
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
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
师”3 个字。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质朴
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
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
一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
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
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
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

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
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
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
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
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
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
见。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
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
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
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
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
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
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
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
中汲取和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
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
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
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
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
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
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
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
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
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
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癫、画迂、诗
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摘自《领导文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会战
后期，炮火成了左右战局的重要力
量。德军依仗其多年储备的众多大
口径火炮狂施淫威，而法军战备不
足，炮火虚弱……处于劣势。

1916年 4月，双方炮击两天两夜
后的一天，位于马斯河上游的法军某
炮兵阵地弹药所剩无几，炮兵伤亡过
半。

不得已，指挥官只好起用一批毫
无打炮经验的后勤人员临时操炮顶
阵。其中有位年轻的法军下士因为
对打炮怀有与生俱来的恐惧，在没有
瞄准的情况下手忙脚乱地将一发炮

弹打了出去。炮弹一出膛，这位胆小
的下士失声叫道：“我的炮弹打偏
了！”这发炮弹的发射确证了他的无
能，炮弹偏得太离谱了，德军阵地在
东北方向，而炮弹却飞向了西北方
向。在弹药将尽之际，这种行为绝对
有理由被视为自杀。指挥官挥舞着
指挥棒气急败坏地向下士冲过来。
这时，只听见炮弹飞去的方向传来一
声沉闷的爆炸，接着是巨大的连片爆
炸，炒豆似的绵延不绝，持续竟达 30
分钟。

原来，这发偏弹竟鬼使神差地偏
到了斯潘库尔森林里德军的一个重

要的秘密弹药补给基地，并成功地穿
过狭窄的通风口直捣弹药库，引爆了
基地所储备的全部弹药，造成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德军
60 多万发大口径炮弹和其他数十吨
弹药毁得一干二净，连一发臭弹都没
给德意志帝国留下。于是，德军阵地
上无数门大饱张着饥饿的大嘴成了
一堆堆废铁。刚才还焦头烂额的法
军元帅贝当喜出望外，抓住时机大举
反攻丧失了炮火支援的德军阵地。
于是，凡尔登会战以能征善战的德军
的失败而载入史册，并进而决定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结局。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确知当年
的法国人是如何评价这位过于胆小、
实在是糟糕至极的法军下士和他那
发一锤定音的偏弹的。

摘自《中外风云》

一枚决定战争胜负的炮弹

如何花掉诺贝尔奖？
一 鸣

多闻草木少识人
王开岭

书对于女人的效力，不像睡眠，
睡眠好的女人，容光焕发。失眠的女
人眼圈乌青。读书和不读书的女人，
在一天之内是看不出来的。

书对于女人的效力，也不像美容
食品。滋润好的女人，驻颜有术。失
养的女人，憔悴不堪。读书和不读书
的女人，在三个月之内，也是看不出
来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走，书要一页一
页地读。清风朗月水滴石穿，一年几
年一辈子地读下去，书就像微波，从
内到外震荡着女人们的心，徐徐地加

热，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成熟
了，书的效力就凸显出来。

读书的女人，更善于倾听。因为
书训练了她们的耳朵，教会了她们谦
逊。知道这世上多聪慧明达的贤人，
吸收就是成长。

读书的女人，更乐于思考。因为
书开阔了她们的眼界，拓展了原本纤
细的胸怀。明白世态如币，有正面也
有反面，一厢情愿只是幻想。

读书的女人，更勇于决断。因为
书铺排了历史的进程，荟萃了英雄的
业绩。懂得万事有得必有失，不再优

柔寡断贻误战机。
读书的女人，更充满自信，因为

书让她们明辨自己的长短，既不自
大，也不自卑。既然伟人们曾失意彷
徨，我们尽可以跌倒了再爬起来，抖
落尘埃向前。

读书的女人，较少持续地沉沦悲
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
书的女人，较少无望地孤独惆怅，因
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
友。读书的女人，较少怨天尤人、孤
芳自赏，因为书让她牢记，自己只是
沙粒，沧海一粟。

好书对于女人，是家乡的一方绿
色水土。离了它，你自然也能活。但
与书隔绝的日子，心无家园。半生过
下来，女人就变得语言空虚，眼神恍
惚，心地狭窄，见识短浅了。

摘自《美文》

唐诗中千年不老的爱情，在急
管繁弦中吟唱，被秦淮的夜月渲染，
其诗句中散发的温柔墨香，纵使遥
隔千年的烟尘透视，依然令人迷醉。

最刻骨铭心的爱情，当属唐明
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纠葛痴缠，对
这对忘年鸳鸯的恋情，后世的评价
莫衷一是。不仅有华清宫“侍儿扶
起娇无力”的绮靡，有骊山“一骑红
尘妃子笑”的奢侈，还有“君王掩面
救不得”的极度悲楚和“此恨绵绵无
绝期”的彻骨思念。纵是盛世帝王，
也救不了心爱的人儿;纵是三千宠爱
集一身，最终却也命丧白绫。

有人说，白居易在《长恨歌》里
以讽喻的笔法写李杨爱情，我认为
不尽然。如果仅是讽喻，没有必要
投入那么多缠绵悱恻的情感。那一
声声梧桐秋雨，那一句句夜半私语，
何尝不是白居易对二人的爱情感
叹？

在人们印象中，杜甫始终眉头
紧锁，一副忧国忧民状。当然，爱国
情怀是杜甫头顶的光环，而实际上，
他也偶尔怀抱着一轮温柔的明月。
你看：“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
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
照泪痕干。”同一轮明月寄寓着两地
彼此的思念，本是自己思家，偏想家

人思己，念及儿女还小，必是“云鬓
湿，玉臂寒”的妻子在思己了。月愈
好而苦愈增，语丽情悲，此诗之妙，
妙不可言，可谓爱情诗之至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人们耳熟能详的句子，是诗
人元稹悼念亡妻韦丛所作。诗中运
用托物寄情的比兴手法，以精辟的
词句，挚诚的情感，表达了对亡妻韦
丛的思念之情，历来为人津津乐道。

李商隐是写爱情诗的高手，他
写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
点通”的恋情妙境，写出“相见时难
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悲伤缠
绵，也写出“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
相思一寸灰”的愁惨绝望。《夜雨寄
北》中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由眼前秋雨漫漫之
愁景，想到剪烛西窗的相聚之欢，跨
越时空，词意婉转，情致深远，人不
能及。然而，风朝雨夕的苦难晚唐，
注定李商隐的爱情芬芳而沧桑。

另一个晚唐诗人杜牧，在爱情
面前却面带苦涩。“多情却似总无
情，惟觉樽前笑不成”。失意的他很
清醒，他的归宿不在长安，于是他来
到扬州。扬州真好，舞低杨柳楼心
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扬州真好，楚
腰纤细，一掌可盈，非凡的感觉凌驾
在富贵的云端。然而一句“十年一

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道出
快乐的表面掩盖着的深入骨髓的悲
凉。

倒是民间的爱情更质朴生动。
崔颢的《长干行》写道：“君家何处
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
是同乡。”这首诗构思精巧，写一个
姑娘遇到一个帅小伙，芳心萌动，大
胆上前搭腔，问他是不是同乡。姑
娘聪慧大胆的举动，有礼有节的暗
示，令这首诗如同一幅水墨，有大量
的留白，完全可以演绎出一段曲折
生动的“水乡之恋”。还有一首李白
的《长干行》写的是民间童稚之恋：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
马来，绕床弄青梅。”一首诗里，就出
现了两个流芳千古的成语：青梅竹
马和两小无猜，其意蕴之丰富令人
玩味再三。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概括了长安才女鱼玄机的悲情一
生，这句诗是她人生的分水岭：从自
恋自怜，到自戕自毁。后来因为和
丫鬟绿翘争宠，鱼玄机把绿翘打死，
最后被斩首，一代才女由此留下令
人唏嘘的千年话题。她的那句“忆
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至今仍在爱情的长河里留下潺潺余
韵。

唐诗中的爱情气度雍容，品质
高雅，这些或浓或淡的缤纷情事，已
随时光远去，化作历史记忆里的一
缕风烟。而当我们翻开那些发黄的
线装书，却发现，爱情的面目永远生
动，千年不老。

摘自《知识窗》

唐诗爱情千年不老
梅玉荣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凹
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因地势低而汇
集了各方之水。李白：“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何等
的气势！大海若非处于凹地，又怎
能容纳百川呢？

老子在《道德经》中就特别推崇
谷（凹地）的特性，认为它和道很接
近了。到了现代社会，衍生出了一
个新词“凹地效应”，就是指某事物
因为有了某些特征或优点，从而对
另一些事物产生一种吸引力，导致
这些事物向这个地方聚集。

凹地的特性是聚势，人生聚势

的结局就是处世的成功。如果你想
拥有一个好人缘，提高自己的人气
指数，那么就要让自己成为一片“凹
地”。一个人只要具有“凹地”特性，
用不了多长时间，好事就会接连而
来。

“凹地”特征有哪些？
一是谦虚。不骄不躁、不矜不

伐、辞尊居卑、功成不居、功薄蝉翼、
虚怀若谷……在中华字典上，表达
谦虚之意的成语俯拾即是。然而，
生活中这样的人却很稀缺。很多人
常常在艰难时很谦和、虚心，而功成
名就就会变得趾高气扬。

二是包容。天空包容每一片云
彩，故能广阔无比；大海包容每一朵
浪花，故能浩瀚无涯。受脾气性格、
阅历视野、文化修养、生存环境的影
响，人们表现出种种差异，甚至种种
不足和缺点。能否包容他们的个
性，宽容他们的欠缺，不仅是一种气
度雅量，也是一种处世艺术。

三是聆听。在人们自我表现普
遍化的今天，能静下心来聆听别人
说话，已成为一种美德。多听有助
于信息的搜集、人世的观察，还可以
避免因多言而造成的差错。如果有
人找你倾诉，你一定要认真、投入、
耐心地聆听。因为这是他们对你的
信任和依托，你的聆听对他们也是
一种共享、慰藉、温暖和鼓舞。民谚
说：“善于聆听的人是智者。”学会聆
听是处世的一个重要法宝。

摘自《小品文选刊》

凹地处世学
高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