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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祯霞非虚构散文《云端上的故乡》

故乡的诗意与现实的思辨收到《云端上的故乡》时西安正值桑拿
天，安静不动都是一身汗。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下，我净面焚香，捧着这本书，跟着作者徐
祯霞一起走进了她厚重而沧桑的故乡。

《云端上的故乡》不仅是一部自传体散
文，更是一首对生活的赞歌，对乡土情感的
深情告白。这部作品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
满诗意与哲思的世界，展现了故乡的美丽与
变迁，以及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书
中既有对故乡风物的细腻描绘，又有对现代
社会变迁的敏锐洞察，论叙结合，夹叙夹议，
充满了新意。

首先，本书充满了浓厚的诗意。在徐祯
霞笔下，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
一种情感寄托。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故
乡的山山水水、风风雨雨，让读者仿佛置身
于一个如诗如画的世界。她对故乡的自然

风光、民俗风情深入挖掘，用生动语言将故
乡的美好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诗意不仅
体现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上，还体现在对亲
情、友情、乡情的抒发上。书中的每一个章
节都充满了真挚情感，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感
受到作者那种无处不在的爱与慈悲，以及世
情的淳厚与温暖。

其次，本书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徐祯霞
在书中不仅回忆了故乡的美好，还对社会现
实进行了深入洞察。她通过对故乡的变迁，
反映出社会变化。书中既有对传统乡村生活

的怀念，也有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她敏锐
地捕捉到现代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对其
进行深入思考。这种思辨性使得本书具有很
高的思想深度，让读者在享受文学美感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作者
对于发展是寄予希望的，也有理性的审视。

此外，本书在论叙结合方面写得非常出
色。书中既有对故乡的叙事，也有作者的议
论。叙事部分生动具体，让读者感受到故乡
的生活场景；议论部分深刻独到，情真意切，
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思想深度和情感的浓烈。

还有，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人生历程，
充满了挫折与艰辛，但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女
性坚韧与乐观的态度。她面对困难时的勇
气和毅力，让我敬佩不已。

这本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活而丰满，各自
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并且都有独特的人
格魅力。这些人物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人性
的复杂与美好，也让我对人生百态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正如评论家李星老师所言，这是
一部诗情画的山川大地之歌，也是一部感人
至深的乡愁之痛。

总之来说，《云端上的故乡》是一部有血
有肉、有论有据的好作品。它让我在感受作
者深情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思
考。它让我明白，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故乡
始终是我们心灵的归宿，而坚韧与乐观则是
我们面对人生挑战的有力武器。 □刘增锋

让心灵漫步在当下
在微风拂过的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上，微弱的

花香弥漫在空气中。生活的瞬间，就如这一刻，被
定格成了一幅宁静的画卷。窗外的叶片轻轻摇曳，
仿佛在低语，告诉我们，当下的美好就在身边。

你若有机会读到《当下的力量》这本书，你将会
对当下有一种特殊的体验，你完全可以沉浸在这种
体验中，吸收着这本数百页的细微之处，去了解空
间和时间的真正本质。

《当下的力量》的作者是埃克哈利·托利，作者
并不倾向任何宗教或传统思想，而是将基督教、佛
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禅宗、道家等的精华，把几千
年的教导浓缩成一个简洁、现代的方式呈现，找到
摆脱痛苦，内在平和的方法，就是当下。

作者首先为我们揭示了所有的消极心态都是
由积累了对当下时刻的拒绝所引起的。焦虑、紧
张、不安、压力、烦恼等所有形式的恐惧，都是因为
对未来过于关注，对当下关注不够所引起的。愧
疚、后悔、悲伤、怨恨、痛苦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宽恕
都是由过于关注过去，很少关注当下时刻引起的。
作者鼓励读者要打破抗拒当下、否定当下的旧模
式，把对当下时刻的意识作为一种习惯，时刻保持
一种“临在”状态，即有觉察力地安于当下，随时观
察自己的思维、想法、情绪以及各种情况下所做出
的反应。一旦处于“临在”状态，将更容易地从时间
中解放出来，并更深地进入当下，同时在使用大脑
时，将会变得更为敏锐、更为集中。

另外，作者也提供了一些日常活动来练习如何
达到这种“临在”状态。比如，每次在家或办公室上
下楼梯时，每一步、每一刻，甚至每一次呼吸时都全
神贯注，完全集中注意力。或者在洗手时，关注与
洗手有关的所有感觉：水的声音、感觉手的运动、肥
皂的香味等。或者在上车时，关闭车门后，停顿几
秒并观察自己的呼吸。这一系列的练习都会让人
逐渐觉察到那个宁静且强而有力的“临在”。

作为一名机械专业的毕业生，第一次踏入化工
企业，我深感自己是这片领域的新生儿，一切都是
陌生和新奇。所以在这个新的起点，我开始意识到
如何把握当下尤为关键。当下，我选择用心聆听身
边每一位行业前辈的声音，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智
慧，每一个问题都是了解行业的大门，而勇敢提问
则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当下，我抱着一颗好奇
心，像探险家一样，勇敢地走进每一个新项目、新任
务。当下，我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关注行业的前
沿动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这不仅是对自
己的要求，也是对团队和企业的责任。

生活不是某个远方的梦想，而是此时此刻的静
好。活在当下，不被过去的悔恨或未来的焦虑所拘
泥。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唯有真实的当下，
才是我们最终要回归的彼岸。在这宁静的午后，让
心灵漫步在当下的美丽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宁
静与欢喜。

□徐高翔（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活出自我
过好此时此刻

《被讨厌的勇气》被称为“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
课，是由岸见一郎、古贺史健所著，用青年人和哲人对话的
形式一步步推进，致使深陷矛盾、自卑无能、感受不到幸福
的青年人，在对话结束后豁然开朗，感受到了“世界很简
单，人生也一样”。

读这本书的青年人，也正在与哲人对话，而感受自在
心中，各有不同。我的感受就是“活出自我，享受自由，过
好此时此刻”。

人生很短，活出自我。正如书中所说：“你就活在自己
的人生中，要说为谁活着，那当然是为自己”，但更多的人
像我一样，都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对一切都持悲观态度；
注重别人的看法，不能活得很自然，总感觉像在演戏；只
看到自己的缺点，不会爱自己，讨厌自己，想变成更好的
别人……”因此，活出自我在于悦纳自己，悦纳包括接纳
自己和取悦自己。接纳自己就是坦诚，不对自己撒谎，做
不到就不要强求，尽力朝着能做到的方向去努力，不要忽视
优点，放大缺点，毕竟“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取悦
自己就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做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交
往自己觉得对的人，培养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想大笑就开
怀，想哭就不用憋着，想看就看，想听就听，去做一切自己觉
得快乐的幸福的事情。

人生很长，享受自由。人生短暂，但人生也漫长，在经
历中累计相加，不辜负人生，不辜负自己，享受真正的自
由。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不在乎，不在乎就不会期待，不期
待就不需要讨好，不需要讨好就可以在感到无理或者不舒
服的时候拒绝，拒绝后得到不好的评价也会一笑而过，哪
怕被人讨厌。正如书中所说“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以
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也不断
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我们无须欺骗自己、掩耳盗
铃，我们能做的、要做的就是“不畏惧被人讨厌而是勇往直
前，不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进”，做好课题分离，区分自己
与别人的事情，不干涉他人课题，自己给自己兜底，主动去
获得幸福。

人生正当时，过好此时此刻。“人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
不活在‘此时此刻’。纠结过去、关注未来，把微弱而模糊的
光打向人生整体，自认为看到了些什么。你之前就一直忽
略‘此时此刻’，只关注根本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对自己的
人生和无可替代的刹那撒了个大大的谎言。”过去已经过
去，不要用此时此刻去祭奠和怀念；未来无从得知，不要将
此时此刻当做准备阶段。人生正当时，且行且珍惜。过好
此时此刻就已经足够深刻，认真而谨慎地做好现在能做的
事情，暮年回首，只道了无遗憾，充实且自由。

拾起勇气，哪怕被讨厌也一样自由快乐地活着，不讨好
不在乎；甩开谎言，从现在开始聚焦此时此刻，不内耗不焦
虑，其实人生也很简单。 □马晓炜

热 土 孕 育 赤 子 情
——王飞笔记体散文欣赏

闻讯散文家王飞近年来佳作频出，连续
在省内外专业文学期刊刊发文章数篇，并获
奖颇多，已经成长为陕西乃至全国颇具影响
力的知名作家。

认识王飞好些年了，虽然见面不多，可
是因为他的勤奋聪明、与众不同以及他的获
奖频次，我一直很关注这位年轻作家。最近
读了他在《延河》上发表的《地脉：焦庄人物
记》、《岁月》上发表的《焦庄人物简史》，更使
我对他的散文有了新的认识。

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发展，写作的难度
在增加，特别是散文，这些年写的人越来越
多，作品也层出不穷，但是仔细阅读，好的
作品有多少？真正优秀的散文作家有几
个？确实不敢恭维。不少人在反思，也有
人撰文进行分析，可是现状至今也没有大
的改变。前天和几个文友聚会，其间说到
了散文创作，大家一直认为散文创作的主
要问题还是作家缺少生活，创作手法单一，
涉猎范围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说
着说着，就说到了王飞最近写的几篇散文，
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给他的这些散
文冠上了“笔记体”。由此又说到了明清小
说，说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的《秦岭笔
记》。总之，大家都认为王飞的散文有创新、
有飞跃，值得学习研究。

回家后，我又一次翻开《延河》和《岁
月》，又一次阅读了王飞的文章。经过思考，
我认为王飞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首先是因为
他深入生活、拥有生活。这些年，人们都在
嚷嚷深入生活，实际上是嘴上说得多，真正
做得少，在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为人民书写
的问题，所以就难以提升生活的厚度、情感

的温度、审美的高度、精神的大度。王飞从
小生活在渭北平原农村，这里的土地养育了
他，他也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爱
这里的亲人、乡邻、老师、同学和朋友，熟悉
这里的牛、羊、房屋、一草、一木。王飞拥有

“焦庄”这热土和熟悉的人物，他了解这块土
地的时空，熟悉这里的风物，清楚这里的日
常生活情态，熟悉这里人们的一切。虽然离
开故乡、故土几十年了，聚神回望时，往事依
然历历在目，这里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可亲、
可敬、可爱的人物和故事，一个一个在他的
脑海里浮现。许多个不眠之夜，无数个节假

日，他提起笔就停不下来。于是那些鲜活的
人物逐一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读了他的文章
人就激动，就不能自已。

阅读王飞的文章，无论写《巧匠》我爷、
《长辫子》我婆、《游击队员》外爷，还是《女先
生》《霞姑》《张老师》《花生姨》《刘梅花》《喜顺》
《焦有富》等等，每个人物都立得起、站得住，个
性特色鲜明，容易引起读者共情、共鸣。

文学创作既需要技术，也要找到属于自
己耕作的土地。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
曾说：“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作家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代言人。陈忠实的
《白鹿原》、路遥的《平凡世界》、贾平凹的《秦

腔》，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都写了
自己熟悉的家乡，写了自己熟悉的人物和
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是文化给作家的作
品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作家也因他们熟悉
的土地而硕果累累。王飞同样因为熟悉的
渭北焦庄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物，
才写出了这么优秀的“笔记体”散文。

巧抓人物特征，塑造个性化人物，是王
飞“笔记体”散文的第二个特色。《地脉：焦庄
人物记》《焦庄人物简史》都是写人物的。这
十多个小人物，有亲人、亲戚，有乡邻、老师，
有同学、好人，有不好的人，也有中间人。不

管什么人，他们在王飞的笔下都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十分生动。可以说，王飞笔下的
每一个人物都很典型，都很个性，做到了这
一点，是王飞真正抓住了每个人的特征。
《巧匠》中抓住了“我爷”的巧，《长辫子》中
抓住了“我婆”聪明智慧和关键时刻的“强
悍”，《游击队员》中抓住了“外爷”宽以待
人，严以律己和硬朗的作风。还有《刘梅
花》的单纯幼稚、《焦有富》杀人又抚育前妻
儿子的复杂人性等。王飞笔下的好人有优
点也有缺点，坏人干坏事也做好事，真实的
描写人物，充分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所
以这些人物真实、丰满、典型、生动。

追求语言准确、灵动，也是王飞散文的
第三个特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的语
言更显得重要。多年从事散文创作的王飞
尤其重视散文语言的锤炼。他认为散文语
言好主要体现在准确和灵动上。只有准确，
没有灵动，语言就乏味；只有灵动，没有准
确，语言就飘忽。正是这种认识，他一直追求
散文语言的朴实自然、简洁明快、清秀灵动。
如王飞写焦有富和凤云，“有富浓眉大眼，有
文化有知识。凤云鹅蛋脸樱桃嘴。”短短 20
个字，就把两个人勾勒出来。再如写焦有富
邻居黑娃，也是短短是几个字，“黑娃，名字黑，
人却不黑。憨厚朴实，一见女人就脸红。”

王飞还重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在
《张老师》一文中尤其突出。张老师是一个
乡村教师，爱学校、爱学生，对工作负责任，
王飞写张老师只突出了一个“改”字。这是
张老师的口头语，这个“改”字也充分表现了
张老师爱学生、对工作负责任的优点和精
神，同时也把张老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
致。一个字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特点，也是很
难的事情。王飞却写得轻松自如。

王飞精巧的散文语言表现在他的每一篇
文章里，如他写《马堂爷》，有一段景色描写，很
简洁，“南坡里那片葱茏的苞谷地已经完成了
收割，飒飒秋风里，裸露出了干涩的黄土地。”
琢磨琢磨“完成了收割”和“干涩的黄土地”，
你能不佩服王飞的语言吗？还有，他写《女
女》，“高喉咙大嗓，每回在屋里和男人骂仗、
训孩子，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未
见其人先听其声，一个人物的轮廓就出来了。

王飞笔记体散文的特点还有很多，我这
里说的只是其中几个。 □周养俊

读着高鸿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英
雄》，我的心头时不时回响起耳熟能详的
《英雄赞歌》。是啊，人们都知道杨靖宇、赵
尚志、黄继光、邱少云等家喻户晓的英雄，
但和平年代，人们却久违了英雄。事实上，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甚至牺牲。摘引书中一段：“我们都是
在城市里长大的，谁不愿意过幸福安逸的
好日子？当测绘队员跋山涉水奋战在荒山
野岭、戈壁沙漠，忍受酷暑炎热、风刀霜剑，
忍受孤独寂寞、饥寒交迫——此时此刻，城
市里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呢？他们或在工厂
上班，或在与亲人团聚，或在与恋人一起逛
商场，去夜市。霓虹灯下，三五好友聚在一
起把酒聊天，享受舒适静美的生活。然而
我们的测绘队员，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悄
悄离去了……”

《大地英雄》塑造了国测一大队的英雄
形象，看后令人高山仰止！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最大特点首先在于
其高度，书中一章是写国测一大队测量珠
穆朗玛峰，珠峰是世界最高峰，但国测一大
队却是山高人为峰。他们数次测量珠峰每
每遭遇暴风雪天气和雪崩等自然灾害，如
果没有崇高理想和高超技能，是不可能战
胜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的。

国测一大队创造的精神高度正如作者
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奉献
精神的民族。绵绵五千年，为中华民族发
展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层出不
穷，史不绝书，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把奉献
精神发扬光大，推向新的高度。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无数奉献者以
他们的奋斗实践，铸就了反映着时代特
色、闪亮着耀眼光芒的延安精神、大庆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国测一大队“热
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测绘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奉献精神
的集中体现。他们的精神就像插在珠峰
之巅的红色觇标，是自然资源战线工作
者的精神高度，也是新中国建设者的精
神高度。70 年来，这支身上始终流淌着
军人血液的英雄测绘队伍走遍神州，几

代人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谱写了一曲感
天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其次，这是一部具有深度的报告文
学。从两方面讲，一是国测一大队的干部
职工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书中第十二
章题为“为了人民的安全”，记述了“京、
津、唐、张地震水准会战”“汶川震后监测”

“为了玉树的涅槃”等监测活动。在唐山
地震后监测中，队员们冒着频发的余震
带来的危险，且一度与家人失联，十分煎
熬。如果没有对祖国母亲和人民群众的
深情，能冒着生命危险和不顾亲人的安
危，一如既往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吗？二
是作者对国测一大队先进事迹的动情。
作者放下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花费 3年
时间，踏着国测一大队的足迹，采访测绘
队员 100余人，三易其稿，不正说明作者对
国测一大队英雄们的深情厚爱吗？

宽度是该书又一大特点。从笔者的认
知和初看书名《大地英雄》，以为国测一大
队的工作就是在地面上测量而已，看完全
书，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国测一大队不
仅测量大地，也探测海洋，既远涉南极，也
飞测天空，涉及大江南北诸多行业。正如
书中所言：如果从地图上看中国，只见山川
锦绣、河流纵横、湖光山色构成了华夏大地

的血脉与骨骼。如果用测绘人的视角看中
国，祖国便成了一个个的点，千千万万的点
编织成一张网——水平控制网、高程控制
网、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网、天文大地
网、重力基本网……每一张网都由无数个
基准点组成，每个点都有一组详细数据，标
示着它的精确信息和地理位置。如果将这
些网连起来，便成为中国的基本模样。这
些基准点是测绘人经年累月用脚步丈量出
来的，他们从高原到盆地，从湿地到丘陵、
平原，从珠峰之巅到东海之滨，从炎热的南
海到酷寒的北疆、戈壁大漠、草原湖泊、崇
山峻岭，甚至藏北无人区。他们背着沉重
的测绘仪器，战天斗地，执着坚守，用汗水
乃至生命丈量祖国的广阔土地，用信念和
毅力绘制中国的壮美蓝图，书写了一部动
人心魄的英雄史。

高鸿的《大地英雄》以及其他报告文学
作品启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应
该勇于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我
们的作家和出版社要有更宽的情怀、更高的
境界和更远的追求，一定要学会站位高远、
独立思考、独立策划选题，不断推出与读者
同频共振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报告文学
作家或优秀出版人。 □王新民

一百多年前，哲学家、教育家马丁·布伯
有本著名的哲学书籍问世——《我与你》，书
中揭示了“我与你”“我与它”这两种关系的
本质不同，他以明显存在主义的倾向，着重
指出“我与你”关系的本源性，是文明的根
基，更是文明所养育和维护的。

2008年，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肤色
的人齐聚北京，同唱“我和你，心连心，同
住地球村……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
人。”这首由刘欢主唱的《我和你》歌词看
似简单，却温暖亲切，直击人心，似乎在回
答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问。如今，在
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的关系似乎被编
织得更加密密麻麻、错综复杂，但细看这
庞大的“网”，每小节的两端，则清晰串联着
无数个“我”和“你”。

于“我”：先破再立
在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德尔菲神殿，

有一块石碑上写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也
是苏格拉底一生的哲学。然而，在这个世界
上，我们还需要刻意去认识自己吗？

一则故事讲道，苏格拉底在 40 岁左
右，便被称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有人不
愿相信，跑去神庙问神谕，雅典最聪明的
人是谁？神告诉他是苏格拉底。然而，苏
格拉底知道这件事后说：“我只知道我是
无知的。”

所以，谈“我”的第一点是认识到自己

的无知，有科学家所言：“我们认知的世界，
不到整个世界的 5%。”倘若能看到“我”于
世界始终是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便能
戒掉许多盲目自大、虚妄浮躁，始终保持一
种谦虚学习的激情和向上的生命力，不断
以世间万物为师。

一个能够不断成长、上升的人，一定是
能不断打破自己原有思维和固有认知习惯
的人。正如欧洲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我
国的五四运动，都是一个推翻、打破、重塑
思维观念的过程，也是人对“我”的认知在
不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当然，谈认识“我”，自然绕不开阳明文
化的核心之一——“知行合一”。对此，百度
百科的解释是：“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
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
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

放“我”个人身上，如何具体？“我”当有
稳定、专一的理想志向，即强烈而明确的

“目标感”，这样方能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
面对任何磨难初心不改。同时，“知行合
一”于“我”更是一种“谋定而后动”的智慧，
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行”前
先有谋、先有深度思考、先有不断的沙盘演

练，最终“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都
合于内心世界。

这里谈“我”还有一个深刻的概念，即
“修心”，增强“心力”，多向“内求”，打破“熵
增定律”。比如不断学习让自己“胸藏百万
雄兵”等，这样的“我”方能遇事理性而冷静、
温暖而坚定、成熟而不世故，拥有一种历尽
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之感。

于“你”：谋求幸福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论武

艺、智谋、资历，宋江在梁山一百零八好汉中
都不是第一，但却被推选为梁山泊的首领，
这是为何？他告诉了我们如何与“你”相
处。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有标签——“讲
义气”，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
难中，很有公信力，这让江湖义士都愿对他
以死相托。

因此，从“我”与“你”的层面，我们首先
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赢得认可便赢得了

“你”。即无论作为企业管理者或是一线职
工，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遇到困难棘手的
事，先以“人”文本。比如对上级汇报工作，
时间、场合很重要，学会选择好的时机，想方
设法得到认可和支持，也能帮自己建立自

信；取得意见领袖的认可，不断超越对方期
望，同质化下找差异。

我听过这样一则故事，西点军校本是
一所军事院校，却因培养出许多世界五百
强的总裁而闻名。其中一点，有人总结为
凡是军官问话，只能回答“报告长官，是/不
是/不知道/没有任何借口”，不能多说一个
字。管理中，要提升企业的行政效率和人
员处事能力，“执行力”很关键，处理好“情、
理、法”三者关系是前提。自古以来，如果
排序是法、理、情，重法而轻情，执行力一定
很强，这是因为往往人情与执行力是成反
比的，要学会用制度约束人、文化引领人、
知识培训人，该坚持原则时要坚持，即使因
坚持原则有误会，通过之后的有效沟通也
能化解，有礼有节很重要。

最后，谈“你”则需要有“利他心”“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能随时随地反问“我”给别
人带来了多少价值，能帮助别人实现多少愿
望的人，拥有一颗“利他心”并付诸行动的点
滴，通常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一直在思索一个
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再到尼采的“成为你
自己”，这里面对“我”的认识是值得一生去
追求，而对“你”的关照，则需要从“我”的本
心出发，回归到“吾性自足”的状态，即这个
世界只有“我”“你”，没有“他”，就像那句歌
词：“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 □何小龙

“你”“我”关系之“相遇”

气 壮 山 河 的 英 雄 赞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