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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远眺，向内求索

◎高如欣

人生的高度，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就应该静下来心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

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用岁月积攒实力，用坚持实现梦想。

在沉淀中积攒实力，在失意中打磨自己。人生起落无常，有高光瞬间，也

会有低谷时刻。很多人在遭遇低谷时，习惯于感叹生活的无奈，抱怨现实的残酷，

殊不知，这正是考验一个人意志力的关键期。与其抱怨生活的失意，不如静下心

来，沉淀自己，打磨自己，让自

己强大起来。不要去追一匹马，

而是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明年

春暖之时，会有一大批马到来。

成功不是追的，是相当的实力吸

引来的。与其逃避困难，不如先

迈出尝试的第一步；与其犹豫退

缩，不如勇敢前行。不停下前进

的脚步，就能将难走的路变成成

长的路。失败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跌倒的坑，检讨自己为什么失败；你也可以

难过流泪，但最终你要一边擦泪一边站起身，准备再一次向前冲。遇挫不馁，人

生就有希望；脚步向前，生活就能向上。

作家莫言早年生活贫困，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怀揣着

一个作家梦每日精心雕琢自己的文字。每当在晚饭和母亲聊天的时候，他都要把

一天的经历编成故事，修饰着语言和情节，把能否打动母亲作为故事好坏的标准。

长时间的沉淀让莫言的文学能力显著提升，他创作的《红高梁》震撼文坛，并在

之后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于我而言，扎根岗位，汲取实践的力量是我直达梦想的必经之路。有理论之

书，也有实践之书，二者需要结合起来读。岗位锻炼，是获取实践给养、深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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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知的重要途径。在公司实习已经两月有余，我发现理论知识和实践有些脱节，

不能很好的结合。由于在课堂上学的内容偏重于理论，有些内容没有感性认识，

所以不能完全理解，到了施工现场才知道怎么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付诸于实际。

因此，“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

增长本领”。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运用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学习。要坚持干中

学、学中干，结合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沉下心

来用情用力，扑下身子履职尽责，善于总结思考，善于笃定钻研，在实践中出真

知，在实践中长真才。一点一滴积攒成功的力量，打磨属于自己的实力。

及时复盘能为成功保驾护航。在工作过程中，前辈们常常提到“要学会复

查”就拿计算栏杆工程的工程量来说，由于节点数量多计算量大的问题，很容易

错算漏算，因此在前辈们的指导下，我学会及时复查，尽量避免错项漏项。马克

思说:“人要学会走路，也要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人

想要成长，就必须要付

出点代价。这代价，或

者是吃亏，或者是汗水、

泪水。但是，一个人只

要吃一堑，就一定会长

一智吗?未必。生活中，

有的人总是喜欢说:我

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

还多”，可是，观察他们

的行为处事，却会发现

他们有很多的“幼稚”行为。原因就在于，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是并不是很

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或者他们虽然经过了反思，但是却不够深刻、不够到

位。经历与经验是不同的。即使有再多的经历，如果不去反思，那也仅仅是经历

而已。

适时调整心态，向内走，强大内心。面对难度大、繁琐复杂的工作时，难免

会觉得烦躁，害怕做错，亦或是害怕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往往这种时候，不妨放

空一下，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再继续。心理学大师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做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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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看的人，醒着”。能够推动一个人不断向前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古

语说，君子慎独。高质量的独处能力会迫使我们向内探寻，从而慢慢成长。给自

己点独处的时光，才能给灵魂必要的生长空间呼朋唤友，觥筹交错固然让人快乐，

而独处却也是人生另一种享受。内心的丰富，才是真正的自在。周国平说过一句

话：“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

向外远眺，向内求索，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