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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履当如是”或许能够
避免崴脚摔跤，但这样的人生路
毕竟会少了许多“每于寒尽觉春
生”的意境

古希腊神话里有司掌命运的三位

女神：一位是纺织者，拿着纺锤将命运

线缠到上面；一位是丈量者，手握尺子

分配应拥有的命运长度；另一位则是

终结者，持剪子随时剪断世人的命运

线。当然，所谓神话不过是人们闲侃

神聊的话，当不得真的。大英博物馆

里收藏有公元前5世纪的雕像《命运

三姐妹》的残品，她们自身尚且掉脑袋

缺胳膊，如何能够掌握别人的命运？

说到命运，详言之，相关论述可

汗牛充栋；简言之，无非成功与失

败。“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

侯”的运势固然令人艳羡，但那只是

在讥讽官宦后代。如果人皆如是，功

名岂不贬值于“通货膨胀”中。借用

经济学的说法，成功的魅力，恰恰在

于它是一种具有明显“稀缺性”的资

源。即便是努力奋斗了，一个不经意

的失误就可能导致与成功失之交臂。

英国哲学家波普已经把其中的逻辑关

系说得很清楚了：“规律和趋势是根本

不同的两回事。”

读过一首法国儿童诗：“假如地球

是方的，孩子们就有角落藏身。但地

球却是圆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

连孩子都知道世上满是躲不开的烦

恼，我们又何必在人生与事业的种种

失意和败绩面前，怨怼于“天下多有不

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的苦情中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类社

会的发展规律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

动的规律”。人非圣贤，既不能保证“自

己的社会行动”必然成功，亦不能确定

不犯错误。所以有人说，一切深刻的人

生都铺垫着大大小小的错误。

哲学上有个说法叫“试错”，通俗

点说，就是通过主动的尝试，逐一排除

各种错误之坑，在挑战风险中寻找突

破。当年汉武帝对霍去病非常器重和

偏爱，委以征伐匈奴重任后又劝其学

诸子兵法，“循典用兵”败亦有遁词。

霍去病偏不领这个情：两河流域的步

乘之战岂能与大漠骑兵的轻装奔袭

“同框”，“学古兵法于当下又能怎

样”？一代名将霍去病一战定漠北，大

汉雄风至今说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敢于“试错”的本质就是勇于突

破，“试错”的障碍则往往来自自己的

“舒适区”——人处于某种心理状态和

行为模式中，会有一种自我麻痹的舒

适，没有压力感也没有危机感。19世

纪中期，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大背景

下，西域考古探险时代到来。英国人、

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日本

人……蜂拥而至。他们拥有多重身份

和目的——地理学家、考古探险家、军

事间谍甚至是盗墓者。他们表现出的

掠夺的贪婪，和他们拥有的学问同样令

人惊讶，因此被称为“西域文物的刽子

手”。那里本应出现中国学者的身影，

可在那时，晚清民国学者对西域的关注

只限于自己的“舒适区”——从朽绳残

简的书本再到引经据典的书本。直至

新中国成立，到罗布泊地区实地考察过

的中国学者仅有一位。

虽说瑰丽的文化属于世界，但我

们的祖辈开辟的“丝绸之路”却要由外

人来定义命名，这事怎么说也让人“舒

适”不了。

人类文明产生的一种基本模式就

是“突破性”（或称“断裂性”），主要特

征是在技术、贸易等因素作用下产生

系统的突破。而中国古代讲究的是

“礼者，履之所履也”，也就是说每一步

都必须小心谨慎、尊卑有别地迈出。

“人所履当如是”或许能够避免崴脚摔

跤，但这样的人生路毕竟会少了许多

“每于寒尽觉春生”的意境。

因为一段话记住了美国女哲学家

安·兰德：“人类发展的道路上，未来是

一扇向那些没有放弃认知能力的人打

开的门。”我想，勇于“试错”者一定是

那些没有放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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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贪
玩，他的母亲常为此着急。母亲的再
三告诫对他来说也如同耳旁风。直到
16 岁那年秋季的一个上午，父亲将正
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让他
耐心地听完自己讲的一个故事。正是
父亲讲的这个故事，改变了爱因斯坦
的人生轨迹。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我和另一个
工人一同去清扫工厂的烟囱，一前一
后顺着烟囱里面的钢筋踏梯往上爬。
钻出烟囱后，我发现前面那位工人后
背、脸上全都被烟灰蹭黑了，于是跳到
附近的小河里洗了又洗；而前面的工
人看到我身上没沾烟灰，以为自己身
上也没灰，仅洗了洗手就上街了。很
多人看到他满脸黑乎乎的样子大笑不
止，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爱因斯坦
听完这个故事，也与父母一同大笑起
来。父亲笑完，却郑重地对爱因斯坦
说：“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
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
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爱因
斯坦听后满脸羞愧，猛然间醒悟了：认
识自我才能超越自我。

从此，爱因斯坦远离了那些顽皮贪
玩的孩子们，开始了自己的奋发图强之
路，并且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映
照自己。经过不懈努力付出，他在科学
探索上取得巨大成就，照出了自己生命
的熠熠光辉。

其实，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的

东西，而是自我。人生就该是一个不断
映照自我、不断突破自我、不断超越自
我的过程。只有那些在这个过程中勤
于以自己为镜、勇敢挑战自我的人，才
是真正的胜者、人生的智者。

做自己的“镜子”，照出知识的不
足。学习储备知识是一项最重要也是
最有效的投资，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
兰所说：“财富是靠不住的，今日的富
翁，说不定是明日的乞丐。惟有本身
的智慧、学问、才干，才是真实的本
钱。”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拥有学问才
干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继承是
学习，创新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
学习。以探索的方式学习，在吸收前
人的成果之后，有所改进，有所创造，
站得比前人更高，不断超越前人、超越
自己，才是发展的要义所在。

做自己的“镜子”，学会管理自己。
学者南怀瑾讲，很多人以为伟大就是领
导别人，这实际上是错的。其实，管理
好自己、把握好自我，才是一种伟大。
研究表明，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需
要花 50%以上精力管理自己。当你不
能管理自己的时候，你便失去了所有领
导别人的资格和能力。管理自己，是一
种习以为常的自我约束，是一种处之泰
然的自我调控，是一种以身作则的自我
塑造。善于管理自己、把握自己，加强
自我约束，人生才不会出大格，才能让
聪明才智充分发挥正能量。

军营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革
命军人要想走好军旅人生路，必须勇于
接受军营生活的摔打磨练。虽然我们
不可能都像爱因斯坦那样取得辉煌的
成就，但只要我们能够专注、善于做自
己的“镜子”，时时照照自己、不断反思
修正，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立场的坚定，
保持奋斗者的姿态前行，就一定会获得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的成功。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部）

做自己的“镜子”
■李永胜

古往今来，优秀人物灿若星河。他

们或以伟业，或以学识，或以大道，名

标青史，令人仰慕。然而，优秀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优秀的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优秀的品

质大都是逼出来的。

逼，《新华字典》 里的释义是强

迫、迫使。从力学上分析，要使物体前

进，就要有拉力或者推力，“逼”就是

这样的一种力。纵观古今，优秀人才的

成长，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身处逆

境。“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也。”司马迁所列举的这些人杰伟业，

无一不是逆境逼迫的结果。成功往往与

磨难相伴，来自于磨难的砥砺。所谓

“逆境出人才”，逆境逼迫下而奋发图强

是一个基本条件。

1830年，法国作家雨果同出版商

签订合同，半年内交出一部作品。于

是，雨果把外出的所有衣服锁进柜子

里，把钥匙扔进了湖里，彻底断了外出

会友和游玩的念头，一心埋头写作，文

学巨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这样写成

的。大凡优秀，有外力逼迫的因素，但

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通过自我加压，

自我磨砺，逼出自己的潜能。曹植七步

成诗，故事的真伪无需考究，仅以故事

本身而言，曹植通过自己逼迫自己在七

步之内吟出了一首冠绝天下的诗，不但

成功免去了杀身之祸，还被后人誉为

“七步之才”。有道是“不留退路，才有

出路”，人的成长往往就是这样，不给

自己留退路，方能逼自己找到一条出

路；逼自己别无选择，方能逼出一个突

破自我的最佳选择。

《道德经》有云：“胜人者力，自胜

者强。”优秀的本质是超越，既超越他

人，也超越自我。南朝才子江淹年轻时

就是闻名遐迩的文学家，其诗、文在当

时评价极高。可是他做官后却不思进

取，随着岁月的流逝，文思非但没有

长进，反而退步不少，最后给后世留下

了一个“江郎才尽”的笑谈。美国拳击

手泰森在拳坛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的

挑战，最终成为拳王，无敌于天下。焉

知，鲜花和荣誉包裹着的泰森，骄狂、

麻木继而放纵，最终获罪入狱，败给了

另一面的泰森！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逼

自己超越自我，既是一个自强过程，也

是一种自我保值，同时还是对自我形象

的一种尊重。

“铁人”王进喜有句名言：“井无

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自我

加压逼自己，是一个工作标准，更是

一种精神状态。在漫漫人生路上，当

我们难以驾驭自己的惰性和欲望，不

能专心致志地前行时，要懂得适时逼

一逼自己。每一个渴望优秀的战友，

不妨多一些自我加压，逼着自己发

奋，逼自己全力以赴。这样，固然会

多吃一些苦头，多洒一些汗水，但如

同一切优秀人物一样，我们流下的汗

水终会如春风化雨一般，浇灌出一条

鲜花盛开的成功路，逼出一个不负青

春年华的优秀自我。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指挥控

制工程学院）

逼出一个优秀的自我
■徐弘源

尚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
人不但崇尚勤俭，而且在尚俭问题上有
着深刻认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败由奢”，道出了勤俭对治国治家的重
要意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则
说出了在个人修养上对尚俭的规律性认
识。一个原本俭朴的人染上奢靡之习是
容易的、迅速的；相反，一旦习惯了骄奢
淫逸、铺张浪费，再想重塑俭朴的作风则
要艰难许多。鉴古览今，加强修养的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勤修尚俭之德。

勤俭朴素，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优

良传统。毛泽东一向衣着朴素，甚至在
正式场合接见来宾，也仍穿着带补丁的
衣服；周恩来将一件购置于 1950 年的
蓝色睡衣一直用到逝世，最后竟能在上
面数出二百余处补丁；布衣元帅彭德怀
不仅经常鞭策自己尚俭戒奢、杜绝腐
化，而且一贯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
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总是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始终如一，为后人作出了
表率。

勤俭是能够成就其他美德的美德，
因为养成勤俭的习惯，就不会有非分之

想，不会有骄奢之欲，就能保持应有的
品德和操守。对此古人说得很明白：
“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
无贿赂之污。”相反，那些违纪违法栽跟
头者，多是因为丢失了俭朴之德，逐渐
被欲望摧毁了意志、冲昏了头脑，以至
于身败名裂。

对共产党人而言，尚俭不仅是个私
德问题，还关系到能否保持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共产党员带头尚俭，就能对
社会上尚俭之风的形成起到引领和推动
作用。共产党员处处做到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怀有“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
才能守得住精神高地，立起共产党人的
样子，维护好党员干部的形象。

勤修尚俭之德，关键在“勤”。尚俭
是一种信念，但会时时处处受到来自现
实的挑战。只有坚持“吾日三省吾身”，
常用党纪党规的镜子照照自己，用先烈
先辈的事迹激励自己，在五光十色的诱
惑面前能够守住内心、不乱方寸，始终
严格自律，克己奉公，风清气正的环境
才会愈加巩固，我们党的事业才会兴旺
发达。

勤修尚俭之德
■武传鹏

80多年前，一个寒冷的夜晚，茫茫

草原深处燃起了一堆篝火。29名负伤

掉队的红军战士围坐在一起，某部三连

副连长李玉胜建议：大家虽然不是一个

连队的，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

到一起。我们组建一个临时党支部，带

领大家走出草地。他的建议得到全体

同志的一致响应，并推举李玉胜为临时

党支部书记。有了党组织，29名伤员就

有了“主心骨”，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帮

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草地，回

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长征路上“草地临时党支部”的故

事，犹如一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一

样，告诉我们，跟着组织走，不仅能使我

们个人有依靠、有力量、有光明的前途，

而且能使我们军队这个整体更团结、更

坚强、更有战斗力。战争年代，因环境

险恶，有的党员暂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

系，千方百计也要找到党组织；有的同

志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临终嘱咐是交最

后一次党费……在他们的心中，“组织”

是一个亲切而温暖的字眼，更是一个神

圣的字眼。为了组织，可以吃千般苦受

万般难，可以抛弃任何个人利益，甚至

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共

产党人觉悟和党性的集中体现，更是一

个人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牢记党

员身份，强化组织观念，是觉悟，是党

性，更是永葆党员本色的护身法宝。传

承红色基因，就要强化听党话、跟党走

的信念，把跟着组织走体现在一言一行

中，化作砥砺奋进的实际行动。

跟着组织走，就要充分信赖组织。

习主席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

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

力，二靠组织培养。对于党员来说，个

人成长进步须臾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教

育。恰如刘伯承元帅所说的：“一个革

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

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多高的

指挥官，权威有多大，一个口令能使上

千上万的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

给你的，你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然而，一段时间并不是所有党员都能摆

正个人与组织的位置，被提拔了，不是

认为自己能耐大，就是觉得“上面有

人”。结果，由感恩组织变成了感恩个

人，“认人不认党”“拜码头不敬组织”，

使一些人走上了歧途邪路。曾经发生

在一些人身上的沉痛教训警示我们，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组织

才是永远的靠山。

跟着组织走，就要事无不可对党

言。“若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给人

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要敞开心

扉给党看，事无不可对党言。曾任国家

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为弘扬父亲“戒

欺”的高尚商德，特请邓小平同志题写

“戒欺室”三字，高悬于荣家的客厅。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欺”“戒欺”不

只是经商之道，更是为人之道。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更要以“不欺”为座右铭，

向组织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严肃认真不

欺瞒，汇报思想和工作实事求是不作

假，在组织面前敢讲真话，讲心里话，不

遮遮掩掩，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一口一心为忠，两口一心为患。过

去有一段时间，一些党员正是在组织面

前不老实、不坦诚，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耍小聪明，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受

到组织的严肃处理。

跟着组织走，就要严守规矩讲服

从。抗日战争时期，组织上派人找李

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

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

见吗？”当时红军缩编，此次岗位调整

是从军级降到营级，李先念毫不犹豫

地说：“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这就是

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下

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既是党的

纪律和规矩，也照鉴觉悟和党性。每

名党员都应强化组织观念，遵守组织

程序，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

啥，绝不与组织讨价还价。由千千万

万这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组成的

战斗集体，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永葆人民军队的豪气和雄风，在强国

强军征途上书写新的荣光。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

作？”对女儿毛毛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

平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到走”。“跟到

走”，就是跟着党的旗帜走，就是跟着组

织走。过去跟着组织走，我们走向一个

又一个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跟着组织

走，我们必将走向充满光明的未来。

跟着组织走，才有光明的未来
■向贤彪

喜马拉雅群峰之上的世界第一高

峰——珠穆朗玛峰，雄伟的身躯顶天立

地，傲视天下。然而，当我们站在山脚下

仰望它时，却发现峰巅之上还高悬着片

片白云，与山峰交相辉映。珠穆朗玛峰

不可谓不高，可那白云却比它还高。正

所谓：山高云更高！

人生亦如此！当我们铆足劲登上了

一座事业的高山之时，切莫得意忘形、骄

傲自满，甚至趾高气扬，以为自己“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须知山外有

山，天外有天。人生如果不想走下坡路，

就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继续攀登不松

劲，这样才能让事业不断拥有新高度。

珠穆朗玛——

山高云更高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传承红色基因，就要强化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把跟着组织
走体现在一言一行中，化作砥砺奋
进的实际行动

正说闲谭

谈 心 录

●勤俭是能够成就其他美德
的美德。“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
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

生活寄语

●成功往往与磨难相伴，来自
于磨难的砥砺

书边随笔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
的东西，而是自我。人生就该是一
个不断映照自我、不断突破自我、
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影中哲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