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程无非两种:一种只是为了到达终点，那样生命
便只剩下了生与死。 另一种是把视线和心灵投入到沿途
的风景和遭遇中，那么他的生命将是丰富的。

●敬酒，是一门艺术。拼酒，是一门技术。耍酒疯是一
门骗术。 千杯不醉是一门防身术。

（综 合）

有远见的人
都愿走笨路

闵 敏

李敖曾说 “笨人做不
了最笨的事， 都是聪明人
做的”。 世上聪明人太多，
笨人太少。 聪明人喜欢自
作聪明走捷径， 笨人则踏
踏实实走笨路。 然而时间
会告诉我们， 走笨路的才
是真正的 “聪明人 ”，有远
见的人，都愿意走笨路。

捷径并不“简单”
生活节奏变快了 ，人

心也随之变得浮躁。 许多
人开始只追求速度不顾及

质量。 遇事只求尽快解决，
一遇到问题就想要投机取

巧寻找捷径， 完全不想付
出努力。

也许很多人会说 “有
捷径不走是傻瓜”，但你所
谓的 “捷径” 真的是捷径
吗？ 不经自己努力快速取
得的东西就像一堆泡沫 ，
看起来很漂亮， 但经不起
时间的考验。

走捷径获得的东西，因
为取得的过程太过简单，所
以自己都不会珍惜。但问题
来了，你通过走捷径绕开了
这个问题，它一定会在未来
的路上等着你。

有人说 “世上的捷径，
因为走的人多了，变得拥挤
不堪；相反，原本的笨路，却
人烟稀少，畅通无阻”。

走笨路，有远见
走笨路的人， 都是有

远见的。 不论做人还是做
事，只有眼光长远，才能细
水长流。

老话说“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做人不能只顾眼
前利益，还要考虑到以后，
不能只顾个人利益， 还要
适当分给别人一点好处。

有远见的人知道 ，投
机取巧只适用于一时 ，并
不能适用一世。 世上的东
西都是有标价的， 如果你
现在通过走捷径取得了想

要的， 未来你需要付出更
大的代价。 你在一时占了
便宜， 但日后要为这个便
宜付出更多。

走笨路， 就是要有远
见。 你现在投机取巧糊弄
生活， 生活也会在将来糊
弄你。 所以最好踏踏实实
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做人当做 “笨人 ”，生活

当选“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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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抢 话
刘 墉

大家聊天的时候， 常会
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抢话”。
有些人只为表现自己， 硬把
别人的话打断。 有些人却能
顺着别人的话， 说出自己的
想法。 譬如你正说什么东西
好吃， 他立刻附和你说确实
好吃，他就在哪里吃过，然后
顺势扯出一堆话。 他抢了你

的话，但是没给你抢的感觉，
他是既同意了你， 又表现了
他自己。

还有一种人，他先打断你
的话，说完之后又会停下来讲
“对不起，刚才打断您的话了，
请您继续说”！

更高明的是有一种人，很
专心， 他见别人抢了你的话，

等对方说完了 ， 会转头对你
说 ：“刚才你讲了一半 ， 继续
啊！ ”让你觉得被尊重。甚至在
你都忘记自己讲一半的时候，
因为他的提醒而能继续未完

的话。
前面说的场合，是你观察

的好机会 ， 一个人有没有礼
貌 、懂不懂体贴和尊重 ，都表
现出来了。

还有一点，是当一个人的
话被别人打断，他是不是就不
再说了， 甚至别人一打岔，他
就忘了自己原先说的，这种人
的表现最差！

相对的，如果他的话被打
断 ，隔了很久 ，甚至大家七嘴
八舌都不知扯到哪里去了，他
还能把话题找回来，说：“刚才
我的话说了一半，请听我继续
讲……” 这种人最了不得，因
为他有坚持到底、不忘初衷的
本事。

我也建议大家检讨一下

自己属于哪一种。 你是别人打
岔几句，就放弃原先话题的人
吗？ 如果是，你一定要改，因为
这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如果一个人在众人面前

连发言权都无法掌握，连被别
人打岔丢掉的话题都抢不回

来，怎么可能成大事？

大家之见·

妙笔人生·

半饱就好
彭 佩

曾经，我也算得上是一个
嗜书者。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
长， 我也像大多数阅读者一
样，渐渐被这个手机碎片化阅
读时代绑了票。 好多年以来，
我都不曾完完整整地看过一

部纸质的书籍了。
然而， 我的一个爱书的

朋友， 却一直保持着持书阅
读的良好习惯。 一本再厚实
的书，他总有毅力把它读完，
写出的书评精致出彩，着实让
人钦佩。

朋友说，他看书从不一气
呵成。 每每看到精彩处，他便
会合上书页， 留到下次再读。
20 多年，概莫能外。

如此的阅读方式，让人奇
怪。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书籍热
爱者，初捧新书时，都有着如
饥似渴的热烈，恨不得一目十
行，一气读完。 可人的精力是
相当有限的，长久的阅读粗糙
了原本丰盈的内容，也磨去了
兴致的棱角。 最终，落得自己
把自己逼到意兴阑珊的地步。
渐渐地，坚持捧书阅读便无从
谈起了。

朋友的感悟让我感怀。看
似无足轻重的阅读习惯，却让
他在浩瀚的书海里阅尽千帆。

对于阅读，他总能恰到好处地
在高潮处停驻眼光。 于是，悬
念藏在了书中，兴致便沸腾在
了心中，继而为下一次的续读
埋下了不可抗拒的伏笔。

还有一个朋友，是个人人
艳羡的美食家。他有着浓重的
口舌之欲， 却从不 “暴饮暴
食”。一道再美味的菜，他最多
只品尝四五口，从不逾越。

在大家看来，他如此走马
观花般的吃法 ， 实在品不出
菜肴的精髓。 可恰恰相反，美
食在他口里融化升华 ， 他写
的美食专栏圈粉无数 ， 寥寥
几语便直戳读者味蕾 ， 让人
观之垂涎。

在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
被各种美食宠坏了的人们，个
个都在抱怨美味难觅。可在他
的口舌之间，却流连着数之不
尽的饕餮之味。即使吃过多次
的一道老菜，他也能品出别样
的滋味。

他说，胃有空间 ，心灵才
有空间。 面对再美的一道菜，
都要给味蕾留一点余地，只有
做到不贪恋，那菜肴才会对味
蕾产生醇厚而长久的吸引力。
正所谓，恰到好处的品尝才是
美食之道。 凡暴饮暴食者，皆

是囫囵吞枣，吃饱了就想着如
何让阻塞在胃里食物快点消

化，却忘记了回味美食入口时
的那份美好。 于是乎，再美的
食物，在暴食之下 ，也印象平
平，惊不起任何的波澜了。

半饱就好。呵护好自己的
肠胃，让精神处于一种半饥渴
状态，能让每一口美味的食物
到达口中时得到最大的享受；
因为半饱，当你在下一个街口
发现了新的美食的时候，你才
不至于胃口没有了容量 。 同
理，半饱是一种生活智慧。 对
现实保持一种满足，对未来保
有一分好奇，相信生活里头总
有更好玩的事情，会在下一个
阶段出现。

俗话说 ： 吃饭要吃七八
成，做事要留三四分。 无论是
读书者恒久坚持的感悟 ，还
是美食家给味蕾留有余地 ，
皆诠释的是同一个道理 。 半
饱其实就是一种面对诱惑的

不贪恋，短暂的驻留之后 ，前
方会是更好的风景 。 半饱更
是一种对待生活的不苛求 ，
将所做之事度以分寸 ， 不多
不少，适可而止。回首看时，你
会发现人生里面，容驻的是一
个丰润的世界。

微 语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