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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漫画角

“今天我当小老师” 王成喜 绘

世象管见

《内阁办公厅》
安东尼·塞尔登 乔纳森·米金 著
中信出版社 二○一九年七月

赵 畅

苏格兰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大
门上刻着三句话：“他们说”“他们说
什么”“让他们说去吧”。乍看，这三
句话太过简洁，加之没有提供任何
背景细节，让人一下子很难理解。然
而，细细涵泳，把自己摆进去，这三
句话便立体、鲜活起来。因为有了

“我”与“他们”的存在，可铺绣出彼
此互动的场景，深寓其中的哲学意
蕴则不言自明矣。

人活世上，一旦融入社会，与人
为伍，其行为举止就不可能不被人
说道。每个人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做
人做事及其方式内容等，都会不同
程度受他人臧否。换言之，出现“他
们说”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了，“他
们不说”才是不正常的。

面对“他们说”，不妨先了解“他
们说什么”，基于什么目的。笔者以
为，通常情况下，“他们说”的必然是

对与错、好与差的问题。尽管说的不
一定正确，但既然说了，我们对于褒
奖和鼓励之辞，则自当“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对于有根有据的批评，则
须反躬自问、见贤思齐。

对于“他们说”的不正确的部
分，假若是出于一部分人的主观臆
断或是好事者的“围观求热闹”，甚
至是出于个别人的嫉妒，我们则不
必急于解释，尽可“让他们去说吧”。

“以时间换空间”，让事实去证明，应
是最好的选择。

心理学研究表明，注意力塑造
自我，也被自我塑造。客观环境会影
响心境，但改造环境、改变心境的

“最终解释权”还在于自身。“让他们
说去吧”，就是要将那些不负责任的
言行“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走自
己的路，彰显豁达的雅量，体现理智
的表达。否则，你在“围观”中迎合纠
缠，或百般解释或唇枪舌剑，疲于应
付中，除了消耗不必要的精力、心
力，或许还会萎靡不振、一事无成。
美国前总统林肯就说过：“一个人完

全不必消耗时间去做无谓的争论，
那样对自己性情不但有所损害，还
会让人失去自制力。”

“他们说”“他们说什么”，你都
可以听，但对于那些不必听、不屑听
的东西，只需秉承“无则加勉”的原
则，就“让他们说去吧”，一听了之，走
好自己的路，因为最好的答案和结果
就在自己走的路上、自己的手中。

笔者自身就有这样的体会。读
初中时，父母是教师，全家住在校
内，班主任将每天放学后教室锁门

的任务交给了我。之所以要锁门，是
因为有同学会将一些学习用品和玩
具留在教室里。班主任对我十分信
任，但某天一位同学“丢失”了军棋，
一些同学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我，三
五成群地背后议论，我不仅感知到

“他们说”，也有同学向我转达“他们
说什么”。正当我深感委屈、难堪之
时，班主任强调：“事实真相还不清
楚前，大家不要捕风捉影。”尽管表
面上非议戛然而止，但不少同学心
中的疑窦不会立马烟消云散。我很

感激班主任的力挺，不过真要让同
学们信任我，我深以为无须解释，因
为事实还不清楚，解释可能会越描
越黑。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我
卸下思想包袱，上课下课一切如常。
过后不久，遗失的军棋有了下落：原
来是某位同学“借用”了。真相姗姗
来迟，却让笔者对“走自己的路，让
他们说去吧”其理其义、其趣其妙有
了切身的体悟。

听“说”，是学问更是境界。没有
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无时、无处不
在，梳理和解决人与人之间复杂关
系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保持高
贵、不随流俗，学会听“他们说”，听

“他们说什么”，并在必要甄别的基
础上，对一些懦夫昏庸、市侩俗套、
宵小滋扰作出“让他们说去吧”的选
择，把自己做好、把事情干好，不失
为一种智慧和境界。正所谓“胸中自
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听“说”，是学问更是境界

吴启钱

一位结婚没几年的女士最近来
咨询离婚事宜，提出的离婚理由是
老公“太随便”：婚后老公处于一
种“不在线”的状态，无论交流什
么，他都用“随便”两个字来应
付。比如问他晚饭想吃什么，他说

“随便”；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玩，他
说“随便”；要不要买件衬衣，他
还说“随便”。女士对这种情况忍
无可忍，表示要离婚，丈夫还是说

“随便”。女士表示，这样一种随便
的状态，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甚至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她感觉受
到了极大的忽视、漠视甚至蔑视。
这虽然是个案，但生活中因为“随
便”而导致爱情的小屋起火、使得
友谊的小船翻沉的现象，比比皆
是。

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邀朋友
一起下馆子吃饭，最难点的菜就是
那个叫“随便”的菜，菜单上没
有，厨师不会做，点菜的人也没有
见过，但说的人自己心里有数，只
是嘴巴上坚决不讲。比如电视剧

《爱情公寓》 里，那对男女朋友一
起 吃 饭 的 桥 段 就 十 分 经 典 ——

“亲爱的，我们今天吃什么？”“随
便。”“那我们吃火锅吧？”“不行，
吃火锅脸上要长痘痘的。”“那吃四
川菜？”“昨天刚吃了四川菜今天又
吃？”“那吃海鲜吧？”“海鲜不好，
要 拉 肚 子 的 。”“ 那 你 说 要 吃 什
么？”“随便。”这分明是吵架或预
备吵架的态势，原因就在于这个

“随便”，太随便了。
一个凡事爱说“随便”的人，

表面上很随和，不难说话，实际上
是没主见，对自己没信心，不懂选
择，不会选择，不敢选择，想以选
择权的让渡来使自己更安全。不

过，事与愿违，时间一长，往往在
别人眼里就会显得很没用。在朋友
面前爱说“随便”的人，表面上好
像是体贴、是尊重对方的意见，实
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敷衍。“随
便”“随便你”，简简单单的词，说
得如此漫不经心，背后表达的却是
一种质问：我都说了随便，你为什
么还决定不了？本该大家或双方有
商有量的事，变成了一个人的责
任。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敷衍的
语气，常常是导致朋友间出现隔阂
甚至发生矛盾的原因。

因此，双方的交流，不是我什
么都听你的，而是大家彼此承担，
共同进退。在夫妻之间爱说“随
便”的人，表面上是大度，以一方
的让步来避免可能的争吵，实际上
是拒绝沟通。网上曾评选过“夫妻
十大吵架金句”，榜首的就是这句

“随便你”。不管甲方乙方，无论有
理没理，只要一说“随便你”，就
变成了一种指责，让另一方的期待
瞬间土崩瓦解，常常陷入不知所措
的旋涡。争吵虽然可能到此为止，
但问题未得解决，矛盾依然存在。
婚姻最好的状态，其实不是把山盟
海誓挂在嘴边，而是一方烦恼的时
候，另一方认真建议；一方郁闷的
时候，另一方耐心倾听。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永远都是
相互的，如果你敷衍别人，别人也
会敷衍你；你以诚待人，别人也会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感情会越来越
融洽。“男人不要说不行，女人不
要说随便”，这是一句经常听见的
玩笑话。是的，现实生活中，无论
是对爱人、家人还是朋友，随便说

“随便”，有时候不仅不合适，甚至
还会带来严重后果。

愿我们都尽可能戒掉满不在乎
的“随便”。

不要随便说“随便”

《人生正负手——做
人做事做官八十诀》
徐文秀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朱晨凯

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是个“老生
常谈”的话题，经常想，不断悟，则
能“老话新说”“常说常新”。张岱

《四书遇》云：“不知不可为而为之，
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
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
做人做事做官，有很多不可想不能
想、不可为不能为、不可有不能有
的“名利事”，倘若想之为之有之则
事与愿违，而不想不为不有则愿遂
事成。想清楚、弄明白那些不可为
的“名利事”，把人生路上那一块块
绊脚石踢开、搬掉，前行的路才会
走得更顺畅、更通畅、更舒畅。

本书作者是中组部“笔杆子”
徐文秀，针对做人做事做官的禁忌
和体会，书中通过“做人做事做官
四十忌”“做人做事做官四十宜”两
条主线，以生动的比喻、幽默的笔
调、接地气的文风与读者侃侃而
谈，写出了做人做事做官“该怎么
做”和“不该怎么做”。“四十宜”

可正心修身、涵养文化，使党员、干
部守住为政之本；“四十忌”让党
员、干部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
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
守。这些“宜”与“忌”对于党员、干
部来说，就如同人生的考题，时常
读一读，可资自省自律。

书中指出，芸芸众生，每个人
身上都有正负能量，就看正负能量
大小多少和此消彼长。每个人身上
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陋习、劣根性
和顽瘴痼疾，都难免有各种各样的
缺点、缺憾和缺陷，“志之难也不在
胜人，而在自胜”，倘若能克服它、
战胜它和弥补它，便会走得稳、行
得远、飞得高。做人做事做官也有
很多“这个可以有”或“这个应该
有”，甚至“这个必须有”的东西，拥
有了这些就等于有了护身符、铁布
衫和防火墙，病菌难侵、病毒难袭，
就意味着能够不摔倒、不跌跤。做
人做事做官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
就是里面有很多道道，其中有大
道、正道，也有歪道、邪道，这就需

要经常去悟、不断去悟、深入地悟，
直至悟深悟透，悟出真谛来，再沿
着大道、正道走，绕过歪道、邪道
行。

书中提到的“四十忌”，正是从
一个个教训和一次次失败中汲取
总结出来的。它们好比人生路上
的一个个陷阱和一个个坑，掉下
去就难以自拔或爬不上来。它们
又像一块块警示牌，提醒每个人，
走在人生路上该怎么左转右拐，以
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和经受考验。

“四十宜”则是阳光大道和布满鲜
花的正道，可以大行其道。人生
就像驾车行驶，关键在于握好、
把牢和抓紧“方向盘”。这“四十
宜”好比“方向盘”，握住把好
了、握紧把牢了，则蹄疾步稳、
行稳致远。做人做事做官，其实
是在做一道道题，无论是选择
题，抑或是问答题，都是不可回
避和无法绕开的人生大课题，都活
生生地摆在大家面前，需要各自用
心破题，用力解题，交上答卷。

做人做事做官有哪些“宜”和“忌”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观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是一个人对
世间万物、人生目标、价值取向的立场
观点态度和看法的总和。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决定着做人做事乃至做官
的立场、态度和方法，甚至包括感情，它
好比是“总开关”，具有决定性作用。

大量正反两方面事实告诉我
们，但凡出事或有问题的人，都是从
这“三观”产生病变开始的，缺口一
旦打开，各种细菌就会侵入，在思想
的温床上滋生蔓延，然后使人的肌
体产生腐化。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会使人对客

观事物有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思想
方法，才能使人确立正确的人生目
标和价值取向，才会做人有大是非、
做事有大方向、做官有大原则。所
以，在改造好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
好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是伴随一生的大课题。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干好干坏的“总开关”

【精彩书摘】

【周边图书】

该书围绕着内阁秘书长的
角色及其与首相、文官群体和
各大臣间的关系重点展开论
述，深度分析了内阁办公厅如何
承担众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如
支持首相并为其宣传造势、达成
必要的交易、危机管理等，从而
凸显其在塑造可问责、有担当的
政府中的重要角色。

《反腐创新论》
卢汉桥 郑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一九年六月

腐败的根源与经济的增长
有哪些相关性？海外学者对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
有何评价？学术腐败的生成逻
辑与治理路径有哪些？我国反
腐败境外追逃劝返方式有哪
些？本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
研究分析。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人，贵在自信。在人生的航程
中，自信是一种力量，“是成功的第
一秘诀”。自信的人总是能够举重
若轻、收放自如。人生只要扬起自
信的风帆，就能乘风破浪，一往无
前。然而，自信是建立在一种正确
的自我认知基础上的，是实力、底

气和良好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盲
目的自我认知则是一种自负。自信
的人往往表现得自立、自主、自强，
遇事敢做主、愿做主、能做主，不等
靠要；遇挫折和困难自强不息、不
气馁不屈服，人生路上有两件事最
值得骄傲的，一是从成功中走出

来，二是在失败中站起来，人可以
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遇干扰和杂
音，能不为所惑、不为所诱、不为所
动，内心坚强而笃定，能够咬定青
山不放松，牢牢地把握住自己。自
信自主自强，就是一种定力，是人
生道路上的“定海神针”。

■自信、自立、自强是乘风破浪的“定海针”

一个人的使命感、责任感源
自对所从事的工作意义和价值的
认识。认识上去了，就会内生出
一种“要我干”为“我要干”的
自觉，就会有“坐不住”“闲不
下”的紧迫感，就会全身心地投

入，会急着干、争着干，就会时
时刻刻“脑中有事、眼里有活”，
甚至会寝食不安、废寝忘食。责任
是“驱动器”，是“动力源”，始终把
使命牢记心中，把责任举过头顶，
把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扛在肩上，就

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把工作做
好做精做周全。“坐不住”的是责任
感，“闲不下”的是使命感，而“等
不起”“慢不得”的是紧迫感，这

“三感”是干事业的一种良好精神
状态。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是干多干少的“动力源”

事业成不成功本质上就是一
个趋利避害的过程。“势者，利害之
决。”造势、借势、顺势说白了就是
怎么个趋利避害，让“利”越来越
多，“害”越来越少。造势好比写文
章的谋篇布局，要先谋于局、后谋

于略，略从局出，要善于选取关键
点，营造出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局
势、人脉和气场；借势需建立在识
势的基础上，对大势有一个准确的
判断，不能造势者则可多借势，借
力、借机等便是一种借势，善借势

者应常念蓄势待发，可以乘势而
上；而顺势则是顺大势、合潮流，是
识时务者的智取，它实质上是在避
逆势、待时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有顺应潮流、
合乎时势者，才能干成事。

■造势、借势、顺势是成不成事的“金钥匙”

兵法云，兵贵神速。神速之要
义在于一个“先”字。先的要义在
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先、
人先我特。当下的社会，形势千变万
化，机遇稍纵即逝，要“醒得早、起得
快”，对于机遇得有“争、抢、占”的意
识和状态，即使不能先知先觉，也得

后知后觉，切不可不知不觉。先知先
觉要有很强的感知认知力，未雨绸
缪，落叶知秋，需要见事早、出手快，
敢为天下先。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
人而准备的，先知先觉成就一生；后
知后觉，得有后来居上的“恐后”心理，
不甘落后，奋起直追亦可“亡羊补牢”；

不知不觉则麻木不仁，甘为人落，最后
一事无成。争先、抢先、占先，既是一种
精神状态，又是一种本事和能力，既需
要勇气，又需要办法，它是一个人慧根、
慧心和慧眼的聚合。只有具备争先恐后
的状态、抢先占先的本事，才能走在他
人的前面，成为领先为先的佼佼者。

■争先、抢先、占先是快人一步的“勇字诀”

但凡出事者，皆因思想上没
防线、心里头没底线、行为中没红
线，我行我素、胆大妄为。任何人，
都得有敬畏之心，懂得害怕，知道
什么事可干什么事不可干，什么

人可交什么人不可交，什么地方
可去什么地方不可去，这就是防
线，还要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线在
哪里，边界在哪里？出界就会出
局，出界就会出事；更要明白政策

法规的红线是什么？踩红线意味
着什么？要时时刻刻特别是在得
意中、顺利时和掌声鲜花多的情
况下，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做人底
线，不踩政策法规红线，这“三线”

是高压线，也是生命线，保持住了
这“三线”，就不会被“设局”、被

“下套”，就不会掉入陷阱，倒在成
功前的“一米线”上。

总之，做人不成功，做事成功
是暂时的；做人成功，做事不成功
也是暂时的；而做人成功、做事又
成功，“做官”则是永远的。

■防线、底线、红线是守护前程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