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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间病房，从左到右等差数列排
列着70+、80+、90+岁三个大爷，他们虽
所患疾病不同，但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
年龄成反比，70岁的大爷病情最重，90岁
的老人家反而较轻。那天查房，查到中
间80岁大爷，客观地说，他的病情已有很
大改善，但他焦虑担忧哀愁，看向右边的
老人，无比沮丧：你看别个比我大这么
多岁，身体还好多了。我反问：你为啥只
看右边不看左边？他年龄比你小，病情
比你重，像你这样想，人家可咋办？

慢阻肺患者，每年秋冬季都是难关。
一位病人今年感染新冠后病情危重，经过
抢救治疗后相对平稳下来，我们都觉得不
容易。老人却整天愁眉苦脸：前几年，住几
天院就好了，还可以到处走路，现在动一下
都喘，医生，再想想办法嘛。我们安慰他：
莫光和以前比，你看今年走了好多老人家，
你应该庆幸渡过一劫。老人的家属也在旁
佐证，他们村已经走了好几个老人。

客观地说，人生活在社会中，除非眼
不视，耳不闻，口不言，大脑停止思考，否
则没法不和他人进行比较。只是有些比
较是下意识的，细小到像一丝微风，划过
无痕，你没有察觉罢了。比如，和朋友聊
天，问你孩子多大啦，他说哪年生的，你
便在心里对比自家孩子的年龄：大或小
几岁。

事实上，所有比较，就像比较考试成
绩一样，都会有三种结果：＞、＜、＝。但
是生活的内容太过繁杂，容颜、财富、地
位、名气、健康……没有一套包罗万象的

试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不
同人评分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不外乎三种结果：优越、自卑、无所谓。不
同人不同维度，同样的事实，会生出不同
的结论。比较出优越，让人欢喜；比较出
自卑，让人痛苦；当然，总会有人无所谓。

其实，比较，除了自身条件，就看你
和谁比，如何分析对比结果，有些很优秀
的人，依然缺少自信，有些人啥也不是，
却可以是普信男（女），所以，优越和自
卑，不是绝对的，可以互换位置。老话
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你总要去比更好
的，永远处于劣势，改变得了形势还好，
改变不了就只能自己气自己。所以你除
了向右看，也要学会向左看。

春节期间，到三亚休假。回到达州
那天，下飞机前，看窗外阳光灿烂，一如
三亚沙滩上的光景，感觉的惯性让我误
判温度，羽绒服没拉严实便走出候机厅，
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那一天，达州最
高温度14℃，三亚最低温度14℃，相同的
太阳带不来相同的温度，这是地域的差
距。人和人的差距更大，别人一个小目
标，你三代人努力也达不到，怎么办？

真心话，如果人和人之间、城市之
间、国家之间，甚至现在和过往之间没有
比较，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动力，人类总
是要向更先进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的
必然。对于个体，完全无视和他人的差
距，无视昨天的自己，便失去了提升的空
间。古人云：见贤思齐，三省吾身，都是
一种积极的比较。

所以，年轻的时候，有精力、有体力、
有时间，一定要向右看齐，和更优秀的人
比较，努力靠近或赶超，奠定发展的高度
和平台，给自己综合实力加分。中年以
后，加分项目减少，这时候，你就只能凭
自己现有的分数，向右看看，评估一下还
有没有机会；再向左看看，找到自己的优
势，克服向右看带来的自卑。来一句：山
外有山人外有人，平衡一下心态。

都说中年以后，活的是心态，一点没
错，特别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你得接
受所有现状，包括：平凡、退休、衰老、疾
病、失去亲人……你得把所有的不如意，
都看开看淡，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
一个 70 岁的肺癌患者，烟龄 50 年，安慰
他：想得通啦，毕竟享受了50年，别个不
抽烟，得癌症比你还早呢。向左看，总会
找到比你更惨的人。

有一天，一群医生聊天，一位外科手
术做得极好的朋友说：如果和我比技术，
就看谁完成的手术难度大；如果难度差
不多，就比谁手术做得漂亮；如果手术都
做得漂亮，就比谁用的时间短。我们追
问，如果别人做得又快又好，那比什么？
他便开玩笑说：那就比谁长得帅。

人啊，就得这样，在比较中向右看，
看到别人的优势，不停止努力；向左看，
看到别人的不足，接受自己安于现状。
千万别只往一个方向比齐，那不是气死
自己，就是放弃自己。左看，右看，上看，
下看，有利于颈椎健康，有利于身心健
康。原来，每个人都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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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

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
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前些时日，受邀参加县职中主题为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做职教好教师”
演讲比赛活动并担任评委。前几位选手
的表现都很一般，直到倒数的第三位选
手七号出现时，我的精神才为之一振。
七号的演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有自己
的见解和想法，具有时代精神，PPT制作
简洁美观，主次分明。最终，七号实至名
归，脱颖而出，毫无悬念地摘取了桂冠。

颁奖时，我忽然想起这个七号是我
的微信好友。一年前参加某个座谈会
时，在正在修建的职中新校区，她作为工
作人员传相关资料给我而加了微信好
友，但此后，从未有过私下的交流。我把
她演讲时的照片发给了她，并表示祝
贺。她回了一句“功夫不负有心人”。是
啊，任何一次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成的，
所有的人前风光里，都饱含着太多不为
人知的默默努力与坚持。

我参加县职中的活动很多次了，每
一次都有亮点与发现。记得几年前的一
个演讲比赛，我也是评委之一，为了活跃
气氛，评比的方式不是打分，而是献花，
得到评委的花最多者就胜出。演讲结束
之后评委一一上台把花投给各自认可的
选手，最后只剩下两个年轻的美女老师
手里的花最多，角逐冠、亚军。就演讲效
果来讲，两个美女各有千秋，势均力敌，
而我是最后投票的评委，这意味着我的
投票将决定谁是第一名。两个美女我其
实一点儿都不熟悉，但是就在投票之前，
有人无意间告诉我其中一个小美女是我
一个老同事的女儿，而且这个老同事还
坐在台下。两位选手的粉丝则在台下为

各自的支持对象大声拉票。
一时间，站在台上的我不晓得该把

花给谁，有点左右为难。纠结了几秒
钟，最后我遵从内心，选了不是同事女儿
的那位小美女，因为她演讲时的激情与
活力，以及演讲稿中折射出来的理想与
不屈征服了我。后来得知，这个获得第
一名的美女老师非常有个性，可以跟校
长拍桌子叫板，在老师和领导眼中比较
另类。好在同在一个学校的县作协主席
有一双慧眼，在她第一次参加校内组织
的演讲比赛时，发现了她的文学潜能，尔
后作为同事鼓励她不断进取，发挥特
长。小美女在鼓励之下脱胎换骨，一次
次进步都让人刮目相看。我当评委那
次，是她的第二次演讲。此后，这位美女
老师努力向上，不但积极支持学校工作，
而且还多次代表县上参加市级演讲并获
得优异成绩，各级文艺汇演总能看到她
的身影，诗歌创作也是彩笔生花。在她
的朋友圈里，看到她一路成长、一路蜕
变，我感到无限欣慰。如她所说，她要不
断地努力来证明，我没看走眼。

无独有偶，我认识的另一个文学青
年的成长路如出一辙。

文学青年还是高中小男生时，林老
师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作为班
主任，林老师多次跟小男生谈心，鼓励他
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可每一次的谈话，
就如一记老拳擂在了棉花包上，毫无反
应，小男生依然故我，想睡觉的时候不管
是课堂上还是课外，想耍的时候也不管
老师在与不在。虽然大的错误没有犯
过，但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远大理

想，在小男生的身上看不到一丢丢的痕
迹。不仅老师看不到小男生的希望，就
连小男生的父亲也看不到希望，他要把
小男生带出去打工。可就在这人生的转
折点，是林老师慧眼识珠给他指明了方
向。

作为语文老师，批改学生作文，那可
是语文教学中最正常不过的一个环节
了，可就在这看似平凡琐碎的工作中，他
发现了一粒珍珠在沙砾之中闪闪发光
——小男生的诗写得有点味道。此后，
为了把他拉上学习的正道，鼓励他写诗
的热情，林老师在班上宣布，凡是有文章
在正规刊物上发表的学生，从班费中拿
出稿费的两倍进行奖励，除了物质奖励，
还有精神奖励。每当作协采风时，林老
师总会带着小男生。小男生的情商与智
商并举，每次活动只要一有机会就虚心
地向老师们请教。老师们对这个聪慧的
学生爱惜有加，细心的指导触摸到了小

男生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小男生写诗的
灵感如泄洪之水滔滔而下，在文艺界老
师们的影响和鼓励下，小男生的人生道
路从此就是坦途。凭借对诗歌的爱好和
取得的不俗成绩，小男生高考毕业时优
先录取到了一所职业高校，并担任了某
系学生会主席，读书期间还出版了一本
诗集。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成功入职一
家报社，成为了一名记者。

谁没有年轻过呢？谁没有迷茫过
呢？我们都是从懵懂出发，在成长的道
路上，跌跌撞撞与风雨同行，与挫折同
路，一路风雨一路成长。只有经历过洗
礼与蜕变，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
与精彩。

给一个支点，可以撬起地球；给一点
阳光，就可以灿烂；给一个平台，谱写一
段精彩。学生也罢，老师也罢，很多时候
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机会和平台，以及
欣赏的那双慧眼。

向左看，向右看

支点
□谭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