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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智慧树夜读

1 叫醒自己，不念过往
伏尔泰曾说过：“使人疲惫的不是

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
限制自己前进脚步的，往往是放不

下已经过去的人和事。
叫醒自己，是不念过去，也是不畏

将来；是原谅别人，也是与自己和解；是
承担和接受，也是重新开始再次起步。

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如放下，越懂
得放下的人，才能越快乐。

丰子恺曾写到：“不乱于心，不困于
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

人生需要这种生活智慧。
生活就像一杯水，只有倒掉原本的

水，才能装进新的水。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许多不如意

的事。大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买不到
合适的房、谈不到对象；小到因为一个
失误被领导批评、马上就要迟到却挤不
上地铁。

而最终击垮你的，也许并不是你无
法承担坏结果，而是你始终放不下自己
的糟糕情绪。

人生除了生与死，再无其他大事。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叫醒自己，
才能不再沉溺过往。

2 叫醒自己，找准定位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有这样一

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
枳。”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属性，
只有用对地方，才能发挥价值。在错误
的方向努力，必然得到错误的结果。

战国时期，有一个鲁国人很擅长编
草鞋，而他的妻子则十分擅长织白绢。可
是，由于鲁国是一个小国，且做这一行的
人比较多，他们的生意并不怎么好。

这个鲁国人心想：以夫妻俩的手
艺，如果到其他国家去，一定大有所为。

于是，两人收拾行装，准备去越国。
这时，一位友人前来拜访，见他们

整装待发，便好奇地问他们准备去哪。

两人如实回答，而友人却说：“你们去越
国只会更加贫穷。”这对夫妻十分不解，
反问朋友为什么？

朋友回答道：“草鞋是用来穿着走
路的，而越国人习惯光脚行走，根本不
需要鞋子;白绢是用来做帽子的，而越
国人习惯披头散发，帽子对他们来说毫
无用处。你们的长处到用不着你们的地
方去，你们认为会有所为吗？”

后来，这个鲁国人听从了朋友的建
议，去了齐国。在那里，他们夫妻俩充分
发挥自己的特长。草鞋和帽子都十分畅
销。

只有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才能将
优势发挥到最大。

3 叫醒自己，活得通透
诗人鲁藜说：“还是把自己当做泥

土吧，老是把自己当做珍珠，就会有被
埋没的痛苦。”

活的通透的人，总能以清醒的心智
和从容的步履轻松地走过岁月。

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羽毛球选手
熊国宝曾接受记者的访问。

记者问他：“你能赢得世界冠军，
最感谢哪个教练的栽培？”

他想了一下说：“如果真要感谢的
话，我最该感谢自己的栽培。就是因为
没有人看好我，我才有今天。”

当年他入选国家代表队时，只是陪
着其他选手练球，因此每天练球的时间

都比别人长很多。
有一年他参加了世界羽毛球大赛，

第一场就遇到最强劲的对手。
事实上，没有人在意他会不会打

赢。但是他没有因此气馁，过五关斩六
将，最后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没有伯乐，他一样证明自己是一匹
千里马。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都会取
得成就。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潜力，拥
有不被他人态度影响的通透。

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的心能
走多远、他的目光能看多远。

不要因为一点点挫败而放弃，只要
坚持走下去，定有不同的风景。

叫醒自己
小小

闪光的经典语句
儒风君

人这一生，最怕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最怕总是计划着某事，却
从不付出行动，最后陷入无限的悔恨中。

俗话说：“恨铁不成钢。”
我们习惯对他人的生活指指点点，却忘了一个人最重要的，

是叫醒自己。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既需
要赞美的阳光，也需要批评的雨
露。要培养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父母应该——

“你真棒”
1.表扬要具体：准确描述孩子

做得好的地方，让他知道自己为什
么得到表扬，怎么做能够得到肯定。

2.表扬重过程：让孩子知道，整
件事情中自己哪里做得好，应该发
扬，哪里没做好，需要改善。

3.表扬应衷心：不要随便说一
句“你真棒”，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
场合，让孩子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
认可。

4.表扬重努力：当孩子取得进
步时，表扬他很努力，而不是很聪
明，他就知道通过努力能够取得好
成绩。

5.表扬要互动：表扬孩子时要
用温暖惊喜的目光注视着他，或者
说一说孩子之前的表现，让他感受
到自己的进步。

6.表扬要及时：在孩子最需要
被肯定的时候，一个及时的表扬让
他充满自信，动力满满。

7.表扬其态度：认可孩子自觉
学习、认真读书、积极做好一件事的
态度，比只看到结果更重要。

8.表扬其付出：肯定孩子的付
出，孩子就不会因为没有好结果而
失落，反而更加努力。

9.表扬其坚持：鼓励孩子坚持
下去，不要给他太大压力，父母的认
可会激发孩子的毅力。

10.表扬重品质：肯定孩子用心
努力得到的成果，而不要表扬孩子
贪多求快乱做的结果。

要这样
1.允许孩子解释：偏听则暗，兼

听则明，不能听信某一方的指责，要
允许孩子自己解释。

家长保持中立，客观评价孩子
是否做错，为什么做错。

2.学会换位思考：家长要换位
思考，理解孩子这么做的目的，找准
批评的切入点。

3.首先自我批评：批评孩子前，
家长先进行自我批评，放低身段，迅
速拉近跟孩子的关系。

家长的自我批评，也能让孩子
学会自我反思。

4.只对事不对人：孩子做错了
或者没做好，家长第一反应不是责
骂，而是指导。

就事论事，让孩子明白为什么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5.教会孩子改错：不能盲目地
批评，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让孩子意
识到错误，并且找到改错的方法。

6.选择恰当的时机：不能在孩
子起床时、睡觉前、吃饭时、生病时
批评他，这会直接影响他的身心健
康。

7.采用和善的态度：批评孩子
不等于骂孩子，父母更不能向孩子
宣泄情绪，应该简明扼要地指出错
误，然后再教育。

8.尊重孩子的自尊：别当着外
人面批评孩子，更不要在孩子的同
学、老师面前对他又打又骂。

9.家人口径一致：父母说法不
一，或祖辈宠溺孩子，都会导致对孩
子的批评和惩罚大打折扣。

只有当家庭教育保持一致，父
母的管教才会发挥作用。

10.自然承担后果法：如果孩子
已经体验到做错事情的后果，那就
让他自己承担，不要心疼孩子。

当孩子能够从这件事情中吸取
经验教训，自然就学好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

——《史记》
意为：天下人为了利益蜂拥而

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
天下人以利而聚，以利而散。
这再正常不过。
不必责难，不必愤慨。
学会用利益去博弈，是一个人

成熟的标志。
但是不要忘记，总有些东西，比

利益要珍贵。

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
——《后汉书·王符传》

意为：聪明人舍弃短处，发挥长
处，以此来取得成功。

一个人要学会扬长避短，学会
发挥自己的优势。

一招鲜，吃遍天。
某个方面做到极致，才能成就

自己。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汉书·成帝纪》

意为：有了过错，而不悔改，这
才叫过错。

人非尧舜，谁能尽善。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
于未萌。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钟会传》
意为：明智的人，在危险还没形

成时就能预见到；智慧的人，在灾祸
还未发生时就会有所觉察。

真正的智慧，是洞察未来的能
力。

一个人能见微知著，在一点小
的细节里，把握到未来的大势。

这样的人，才能顺遂无忧，规避
祸患。

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
孝，最为其首。

——《隋书·文帝纪》
意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需要

完善的修养和品行，但诚与孝是最
重要的。

诚信是一个人在社会立足的基
石。

如果失去诚信，一个人再有能
力，也不会被别人信任。

久而久之，也就失去立身之处。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
人生来被父母哺育，这是父母

之恩。
如果他对父母都不懂得回馈，

不懂得感恩。
何况别人呢？
谁又愿意和一个喂不熟的白眼

狼共事呢？

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史记·殷本纪》

意为：太聪明的人很容易拒绝
别人的建议，太会说话的人总是可
以花言巧语遮盖自己的过失。

太聪明不一定是好事。
笨一点的人，虽然走得慢，但是

虚心直率，反而不容易走向歧路。

千人所指，无病而死。
——《汉书·王嘉传》

意为：受到众人的指责诅咒，即
使无病也会死去。

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网络世界，舆论被放大千倍万

倍。“键盘侠”每次说出伤人的话，都
是不负责任的。

叫醒春天叫醒春天 建才建才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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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电话：13931754568
高价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