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红霞

这个世界从不缺乏聪明人，缺
少的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题记

之所以要写这个话题，是见了
一些生活中着实缺乏智慧的女人，
使得本就一地鸡毛的生活越发不可
收拾。

对待老公是一味控制，认为老公
一旦跟别的异性聊天吃饭或者同坐
一辆车就是要出轨，然后就给老公连
环夺命打电话。如果老公不接电话，
她就发朋友圈、发抖音各种哭骂，等
老公回家后又是一番鸡飞狗跳。

对待孩子是非打即骂。作业不
会写打骂，考试没考好打骂，老二哭
了打骂老大……感觉这种女人就没
有跟孩子交流思想感情的时候，出
了问题永远不能好好说话，永远作
为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指责孩
子，埋怨孩子。

对待公婆是颐指气使。一些人
对待公公婆婆无异于使唤保姆。孩
子生下来除了喂母乳就没管过，接
送孩子、做饭、辅导作业全交给老
人，自己除了上班就是玩手机、逛
街，可怜公公婆婆年迈体弱还要承
受太多生活的重担，却依旧换不来
儿媳的和颜悦色。另外一些没遇上
这样的公公婆婆的，便对公公婆婆
各种不满，各种斗智斗勇，老公夹在
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

长此以往，公婆早晚得崩溃，夫
妻早晚要闹矛盾，孩子将来也不会
跟人好好沟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
他的孩子，而那些坐享其成的儿媳
妇或者怨天尤人的儿媳妇，真的心
安理得吗？

导致这样的结果绝不是因为她
们愚笨木讷，甚至她们当中绝大部
分是所谓的聪明人，但使一切变糟
的也许恰恰是这种自作聪明。她们

缺少的不是聪明，而是生活的智慧。
智慧，跟智商高低关系不大，与之相
关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

对待爱人，应该以心换心，给予
信任。爱应该像放风筝，把握大方
向，偶尔紧紧绳子；给予对方一定的
自由，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把
客气全丢掉，也不至于撕破脸皮。

跟孩子要学会心平气和，平等
交流。要把孩子当作有思想、有情感
的个体，而不是大人的附属品、出气
筒。

对待长辈，不要自私自利，光顾
着自己痛快。体谅别人，也是尊重自
己。要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年迈的那
一天。

苏格拉底说，承认自己的无知，
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生活的智慧，
不是要多精明，而是让自己笨一点；
不是要事无巨细，而是要学会放手，
给鸡零狗碎的生活撒点儿智慧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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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淡”字交友，以
“聋”字止谤，以“刻”字责
己。 ——李叔同

◆我以为爱情可以
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
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
是爱情。 ——张爱玲

◆心小了，所有的小
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
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
沧桑，内心安然无恙。

——丰子恺

◆人活一世，就像作
一首诗，你的成功与失败
都是那片片诗情，点点诗
意。 ——季羡林

◆每日所读之书，最
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
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
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
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
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
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
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
博搜资料。 ——梁启超

□马德

永远不要对一个独立的事件作评判。
我的主张是冷眼相看。沉着，并不会湮没你，

恰恰相反，它会彰显你的理性和成熟。一场大戏，
不要急着在热闹处叫好，戏罢，演员卸妆，观众散
去，你回家对月，泡一壶老茶，再细细品咂，戏才
会滋味尽出。

主动评判，就意味着你是一个鼓噪者，而非
中立者。而且，简单的二元判断，非黑即白，非好
即坏，又容易让某种情绪滋长和嚣张。

还是不轻易地评判吧，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你
是傻子。事实上是，你草率评判了，却容易成了傻
子。无论你说了什么，主张了什么，一旦被愚弄，
被欺骗，被蒙蔽，本质上都是被利用。

除非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否则，你看到
的未必就是真的。当真相呈现，你发现，不能中立
就是昏聩，简单武断即是丑陋。你眷恋道德，却又
极易被道德操纵。

我觉得，冷眼相看，是相对比较好的态度。它
始终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既不随便赞美，也不
刻意鞭挞，既不暧昧也不冷漠，便是一个智者的
形象。当理智尚未高屋建瓴，不轻易站队，当事情
尚未水落石出，不轻易评判。这样，你的严谨和审
慎，既防止了自我愚蠢的发生，也杜绝了给利用
者以机会。

冷眼相看之后，把所有都交给时间。时间不
会还原过去，但时间会让真的从容前行，让假的
破绽百出，最后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冷眼相看

□石兵

老人们常说，一人一碗饭，莫贪他人碗中饭，
莫让自己碗太满。

一人只有一碗饭，这碗饭便是其在世间行走
的依凭。为了这碗饭，有人出力，有人动脑，但仍
有人吃不饱，有人撑破肚。归根结底，是这碗饭配
不配得上这只碗。碗是一个人盛放生活理想的容
器，饭是一个人最实际的愿望。饭可以无限多，碗
可以无穷大，但一个人只能有一碗饭。

一人一碗饭，是因术业有专攻，别人的饭碗
你端不上，别人碗里的饭你够不着，只有捧好自
己的碗，把适合自己口味的饭一点点放入碗里，
才能吃得心安理得、平平安安，才不会担心被别
人抢走了手中的饭碗。

自己的饭碗能放多少饭，应该心中有数；自
己的胃口能吃多少饭，更应当心知肚明。只抱一
碗饭，不是让人安于现状，而是让人专心致志。求
之不得不如珍惜眼前，好高骛远不如脚踏实地，
自己手中的碗才是生活的真道理。

一人一碗饭，不必太满，不必太甜，但要有滋
有味，有乐有趣。

一人一碗饭

□孟冰洁

“夺笋”出自网络主播“迷人的郭老师”之口，
是东北话版的“多损”，也常见于各种小品中。因
为东北口音特有的诙谐色彩使“多损”附加了一
层戏谑的意味，所以为了表现出口音，大家喜欢
将“多损”写作“夺笋”。

“夺笋”通常和语气词连用为“夺笋哪”“夺笋
啊”，可以用于评价那些损人利己的行为，例如：

“他偷偷跟领导打小报告，这人夺笋哪！”
慢慢地，大家在使用“夺笋”这个梗的过程中

逐渐用出了新的花样，例如，“夺笋”可以扩展为
“大熊猫饿死了，都是因为你把笋都给夺完了”
“你是大熊猫吗，笋都让你给夺完了”，其调侃的
意味又增加了一分。

夺 笋

给鸡零狗碎的生活撒点儿糖

□邓刚

小时候无论活得多么苦，却活
得有股劲儿。为什么？因为总觉得将
来一定会美好，而且将来的美好，无
论怎么想都是五彩缤纷！

但万万想不到，我现在已经活
到“将来”了，却觉得没有当年活得
那股劲儿了，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认
真对比过去，真就是一个天上一个
地下——那时我能骑一辆自行车，
兴奋地迎着寒冷的北风唱歌。现在
我开上了小汽车，只要一踩油门，就
可以尽情游逛，欣赏大自然美丽的
风光，可是却再也没有当年骑自行
车的快乐心情了。骑着一辆缠着彩
色塑料带的自行车，顺着街路的下
坡飞驰，旋转的车轮迎风摩挲，发出

“嗡嗡”的声响，再随心所欲地按响
“丁零丁零”的车铃，真是心花怒放！

记得胆小柔弱的妻子刚嫁到我
家，害怕我们后院阴暗角落的茅房，
只要去方便，就逼着我给她站岗放
哨。我只好在茅房外站立，还得不断
地哼着歌，让在里面的她知道我没
离开。可是现在，我们有明亮的卫生
间，有抽水马桶，坐在里面又洁净又
舒服。但不知为什么却经常饶有兴
趣地回忆当年的茅房，那时多有意
思啊……

在那个艰苦的年月，苞米饼子

就咸菜，吃得香喷喷的，有滋有味
儿。有时母亲从姥姥家回来，在怀里
掏出一根还有些温热的小红薯，偷
偷塞给我，我就趴在被窝里一小口
一小口地嚼着，真就是甜如蜜饯，多
少年后也难忘。可现在，面对满桌子
丰盛的饭菜，竟然没什么胃口。

那时，一件衣服洗了又洗，补了
又补，只有到过年才换一件新衣服。
穿件新衣服，神圣得动作都不自然
了。因为怕弄脏了，小心翼翼地不敢
走也不敢坐；穿一双新鞋过湿脏的
路面，就脱下来提在手里。可是现
在，打开衣柜，满满一排衣服，竟然
愣愣地看着，不知穿哪一件，甚至觉
得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

可细细一想，以前那么艰苦，怎
么会觉得有意思，怎么会觉得幸福？

前些年参加一个座谈会，座谈
的内容“什么是幸福”，与会者踊跃
发言，有的说幸福就是过上好生活，
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且腰包
里有钱；有的说幸福就是你追求的
目标达到了，例如你想当音乐家，当
画家，当工程师，当企业家，经过努
力奋斗，最后当上了，这就是幸福；
有的还调侃着说幸福就是吃喝玩乐
的享受。问题是你生活过得比过去
好了，就感到幸福了吗？你的事业成
功了，你就认为幸福了吗？你整天吃
喝玩乐就感到幸福了吗……

讨论来讨论去，大家渐渐感到
幸福两字看起来简单，却很难定义。
有钱有车有房，整天吃喝玩乐的享
受更可怕，会产生醉生梦死的压抑；
人的追求无止境，无论得到多大的
荣誉也不满足，一些名声响亮的人
甚至没有成功的感觉，还在为更高
的目标拼搏着。现实生活中可以看
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从农村的小
院落追求到城市的高楼大厦，又追
求到豪华别墅，最后又追求回去，寻
找农村小院落的绿色时光。网络上
有不少调侃的话，比如“没钱时，在
家吃野菜；有钱时，在餐厅吃野菜”。
总之，追求幸福有时会追出匪夷所
思的荒诞，你怎么给幸福定位？

我交往的一位老者，他对幸福
的观念就是三个字：好心情。一次与
老者到野外散步，见一水湾涌起浪
花，原来一些大鱼小鱼可能兴奋了，
直往水面上蹦跳嬉戏，似乎要离开
这死气沉沉的水湾，到陆地上来游
逛一番。突然，真就有一条鱼力量
大，蹦得最高，竟然就蹦到岸上来
了。但离开水湾到干燥的岸上，它就
失去了呼吸的条件，憋得发了疯一
样地乱蹦乱跳。这时老者便对我笑
道：“你知道这条鱼此时在想什么
吗？”看我有点目瞪口呆，老者有点
严肃地说：“这条鱼现在才明白，在
水里太幸福了……”

怎样才能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