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实用6篇)
辩论是一种权威性的交流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说服力和表
达能力。辩论需要在论证结尾给出总结性陈述和建议。通过
阅读这些范文，你可以了解到辩论中常见的论点和反驳方式。

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篇一

我们大多数人都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控制生活中发生
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受到教导，去追求难以捉摸的安全
感，主要是通过购买物质商品以及获得这些东西的方式。我
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纳入一种轨迹中，其中隐含的意义是，
如果“成功”，我们就会幸福安全。

就此而言，最主要的方法是接受教育。一步步的求学道路为
社会地位和成功的可能提供了系统化的方式，同时提供了一
些中期目标，可以满足我们确保自己取得进步的需要。每次
毕业都蕴含着提高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希望。最终，我们
有望取得一系列有用武之地的专业技术，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自由地追求幸福。

我们还被教导，建立那些能够满足重大需要的亲密关系非常
重要——获得性。建立稳定的经济状况能够养儿育女，并实
现其他人生目标，包括自身利益和情感安全。长辈给予我们
的指导倾向于着眼经济方面的成功。我们常常自己去发现如
何与他人打交道，特别是那些异性，尽管她们的需要和渴望
从理论上讲和我们互补，但实际上却是令人抓狂得难以捉摸。

有一种观念认为，为了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对他人
的生活施加控制，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投入到一种
“零和游戏”中——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
另一方的失败，博弈一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
为“零”，即只有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



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永远都把社会划分为胜
利者和失败者。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竞争而创健的，
我们的法律体系基于冲突和追求自我利益而得以繁荣，那么
我们常常通过输、赢这两极的棱角去看待世界，还有什么值
得奇怪的吗？当然，对于获得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这一微妙的
过程而言，这种观点非常糟糕。

控制是一种流行的幻觉，与追求完美密切相关。在梦想中，
我们可以让整个世界和他人屈从自己的意志，不需要求同存
异，也不需要承受不确定的失败和拒绝。尽管我们理解这样
的世界绝无可能，但我们却时常费九牛二虎之力，努力通过
运用权力或手段来尽可能地控制身边的人。

我们都知道那些完美主义者，他们倾向于苛求自己及其身边
的人，处处彰显强迫性的井然有序，而那最终会造成疏远感。
他们不相信情感，而宁愿占有他们能够指望的东西。

站在完美主义的立场看，可以说强迫性的人让其他人的世界
得以运转。归根结底，谁会愿意让一个松松垮垮的外科医生
为自己做手术？谁会愿意乘坐满足于“足够好”的机械师维
护的飞机？如果我们在任何方面都出类拔萃，那是因为我们
时刻准备着追求完美的细节。

完美主义者具有较强的控制欲，但问题是，在工作中表现高
效的品质可能会让他们在个人生活中难以忍受。我治疗过许
多工程师、会计和电脑程序师，事实证明，减少在工作中的
控制欲会让他们变得效率低下。对于他们而言，最好的希望
就是向他们介绍完美的悖论：在某些场景下，特别是在亲密
关系中，我们只能通过放手来掌控。



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篇二

有一天我为某公益团体，去找一位企业家朋友募款。他指指
我拿去的资料：“我早注意到他们这次的活动，今天上午刚
主动捐了笔钱过去。”我说：“太好了。”他一笑：“不是
太好了，是好险。如果我还没把钱捐出去，看到你来募，就
不会捐了。”

我有点不悦。“你先别不高兴，如果你是我，就懂了。”他
拍拍我，“其实很多企业都这样。为什么？为了减少困扰。
你想想，如果有人来募，你就捐，捐得完吗？当然有捐有不
捐的。这下问题来了，你凭什么标准捐，又凭什么不捐？人
家就开始质疑，甚至说得很难听，是不是有关系的、有上面
交代的你就捐？搞不好，能帮你造假账逃税的你才捐？结果
听了一堆闲话、惹了一堆麻烦。所以我后来定个原则是资助
哪里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只要有人来说项或说三道四，原
本打算捐的也不捐。”

救命是要讲究方法的：救个溺水的人，你可能得绕到他背后，
从后面抓住他，把他往岸上拖。如果你由正面去，已经意识
不清的他，可能把你狠狠抱住，结果两人一起沉下去淹死。

如果你把运水车开进久旱的地方，一群渴得将死的人冲过来，
他们容得你一瓶一瓶、一杯一杯给水吗？除非你用严格的方
法发放，只怕那运水车先被推倒、砸裂，结果谁也喝不到。
所以发救济物资，先要把秩序维稳，不得已时宁可用强力的
手段。碰到失控，甚至得先退出那个地区，控制好，再重新
进入。

再举个例子，有位很慷慨的大老板，每年都把相当多的利润
作为年终奖金。大老板有一天想，反正每年都从收益里分出
一定比例作奖金，干脆告诉大家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样比较
透明，员工也能早点算出大概有多少奖金拿，及早作财务规
划。



可是从计算方法公布的那天起，员工们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抱怨原来比例那么少，老板自己留那么多，不断要求
提高比例。更麻烦的是员工开始“盯着”财务报表看，甚至
怀疑公司做*账。突然间，老板发现全体员工都成为自己的债
主。原本年终奖金是老板高高兴兴“给的'”，现在却变成乖
乖溜溜“吐的”。

不均会造成不平，不平会引发争斗，结果寡变得更寡，贫加
上不安。这道理可以用在治国，也可以用在治家，甚至可以
用在我们每一天的处世。越是拥有权势和财力的人，越要注
意分配的方法，免得弄巧成拙，把“给的”变成“欠的”。
人生百忌，忌不会给。

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篇三

1950年，他出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北部马赫那县的沃德讷格
尔村，是一个下层种姓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出身寒酸的他，
只得跟着父亲在镇里的火车站卖茶。或许只有这样，肚子才
能混个饱而圆。

煮茶、泡茶，看似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他却比哥哥做
得“精到”。因此，只要是他亲手泡的茶，总是比哥哥卖得
快些。

哥哥泡茶，中规中矩，完全听父亲的吩咐：只要有茶味就行。
不光是他家的茶摊，火车站里几乎所有的.茶摊奉行的都是这
一点。

一天，他的“精到”之处被父亲发现了。原来，他在父亲或
哥哥泡好的每杯茶里，自己又亲手加了一小撮茶。就是这一
小撮茶，让茶水变浓了，变得有了“茶味”。也因此，他家
的茶摊赢来了更多的顾客。

回到家中，父亲非常高兴，夸他有经商的头脑。他却说：卖



茶，卖的是良心。我没有考虑如何去招引顾客，我只是想：
顾客给了一杯茶水的钱，就要给他们一杯对得住自己良心的
茶。因此，在下手的时候，比你们狠了一点——每杯都多加
了一小撮茶。在我的眼里，我不觉得只是赢来了顾客，更重
要的是赢得了人心。

这个“多给一小撮”的小男孩，还有一个“卖茶小贩”的别
称，他就是在今年5月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选举”的印度人
民院选举中胜出，并“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印度总理的64岁
的纳伦德拉·莫迪。

此次莫迪及印度人民党能够大获全胜，很多人都在猜测，这
与莫迪在竞选期间，大打“经济发展偶像”“卖茶小
贩”“低种姓出身”等悲情牌有关。而莫迪却说：从卖茶小
贩到印度总理，他始终没忘记一点——不管何时何地，都要
记得多给别人“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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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篇四

朋友带我一路翻山越岭，前往深山密林间去寻找那位养蜂人，



只为给远方的亲人买到最为纯正的蜂蜜。

在转过一个山窝时，一条清凌凌的小河，突然出现在面前。

蓦然抬头，前面不远处，一个穿红格衫的女孩，正蹲在河边
的那块青石板上，蘸着河水，轻轻地揉洗着长长的秀发。她
没有使用洗发香波，也没有用香皂，只选了从山中采来的天
然皂角。那垂向河水的如瀑的黑发，与她柔曲的腰肢，以及
身后那青翠的山林，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美图。

女孩直起身来，拿出一把木梳，以河水为镜，一下一下，爱
恋有加地兀自梳理着湿漉漉的秀发，像一只极为爱惜自己羽
毛的孔雀。

真是一个爱美的.女孩。我轻轻地赞叹道。她是美给自己看的，
朋友说道。

是的，她一定是居住在幽深林间的某一个小屋，很少有人能
够看到她的美，但那又何妨？她可以美给自己看哪。

继续往前走，眼前猛地冒出一大片开得正艳的芍药花，我和
朋友都惊喜地喊叫起来。我们跑过去，欣喜地用手抚摸着，
贪婪地嗅着花香，还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恨不得把那令
人惊颤的美，全都收录下来。

可惜了，藏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它们的
美丽。我有些惋惜地说。

它们是美给自己看哪！朋友说道。

对，它们的美丽是给自己看的。我和朋友恋恋不舍地走开了。

终于见到了那位养蜂人，他穿一件很干净的深色衬衫，头发
整齐，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真是一个利索人，与我想象中的



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形象，实在是相去甚远。

距离那一大排蜂箱两百多米远，有他搭的帐篷，还有用枯树
搭建的凉棚。他从凉棚底下，搬出一罐罐封好的蜂蜜，一一
地介绍给我们，热情地让我逐一品尝。果然都是上好的蜂蜜，
他的要价也不高，比我预想的还要低一些。在愉快的交流中，
我发现，他的居所四周都作了精心的美化，碎石块砌成的排
水沟，藏在幽密处的厕所，帐篷前居然还移栽了两大排野花，
而凉棚上缠绕的，则是一簇簇的牵牛花和紫藤花。

我不禁赞叹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独自在这人烟稀少的地
方，还把一切都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让人看着舒畅。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告诉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养蜂人，
走到哪里都是家。是家就要装扮得漂亮一些，没有人来看，
就给自己看。

就算是吧，干净一些，利索一些、漂亮一些、自己看着心里
也舒坦。养蜂人说着，把一个自己用桦树皮编织的精致小花
篮送给我，我道了谢，想起了朋友说过他喜欢看书，便从背
兜里掏出特意带来的自己写的书。看到我在书上签了名，他
满脸自豪地说，以后再有人来这里买蜂蜜，我就拿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说，我有一个省城的作家朋友，也喜欢我的蜂蜜。

我笑着对他说，您的蜂蜜不用我的书打广告，看到您周围这
一片美景，就能想象得到。

此行不虚，不仅买到了上好的蜂蜜，还有了惊喜的发现和由
衷的感喟——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日子是否顺意，都应该像
那些恣意绚烂的野芍药，像那个临河梳洗的少女，像那个把
自己和帐篷里里外外都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养蜂人，即便无人
欣赏，也要尽情地美给自己看。



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篇五

有件尴尬事，发生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

当时正是隆冬，大雪纷飞，但是有一个人要远行，出使金国。
这人叫薛季益，是权工部侍郎，以今天的官职来说，是一个
代理副部长。

南宋时能够出使金国的使者都是重量级人物，如范成大、杨
万里等。

薛季益也是这样一个人。

他有学问，在士林中声誉很高；有品行，是典型的强项之人。
这样的人远行，各部部长都给面子，纷纷赶来饯行。

六个部正副部长，总共十二人。

著名文人洪迈也在座，是个副部长。

既然是饯行，薛季益就是客人，无论如何都应坐在客席上。
当时安排座位的是一个叫陈应求的部长，他对着薛季益一拱
手，微笑道：“薛兄远行为客，请坐客席。”

薛季益连连摇手：“下官叨陪末座已是过分，万不敢坐客席。
”

原来南宋人坐席有个规则，即按官职大小依次而坐，官最大、
品最高者坐在客位上。

在座之中，当时品级最高的正是陈应求。

陈应求当然不会去坐，心说过去可以，今天怎么行？如果自
己一坐，别人会怎么看自己、评论自己？因此又一次揖让，



请薛季益千万别客气，务请上座。

薛季益无论如何也不上座，并道：“过去都有顺序，今天为
啥不这样？”

这话说得有点露了，语言中有点不满了：“过去不让我，今
天也别让了。”

陈应求听了，脸红了，心说：“咋的，对我过去坐客席不满，
故意找我的碴？”

这样一想，他的态度更坚决，今天这客席无论如何也要让薛
季益坐，并说：“今儿个，薛大人你一定要坐。”

薛季益道：“无论如何，下官都不敢坐。”

两人在那儿互相谦让着，语言越来越僵，脸越来越红。在座
客人见了都十分尴尬，劝说陈应求固然不好，劝薛季益也好
像大大不妥。

一桌欢宴还没开始就要冷场。两个同僚加战友，看样子要产
生隔阂。

这时，一位同事眼珠一转，转头对洪迈道：“洪兄才思敏捷，
能不能出一典句给这二位大人开解一下。”

宋人喜好谈章论句，听了这话，两人一时都忘记了揖让，回
过头望着洪迈。

这是一道难题，仓促之间，用一段话解围。话既要切题，又
要劝客，还要用典，实在不容易，连陈应求和薛季益也替洪
迈暗暗着急起来。

话说得很巧妙。首先是规劝，以圣人的话来说，对饱读诗书
之人有说服力；其次，是批评，什么都是灵活的，礼节也是



这样，千万别不知变通啊；再次，暗暗劝说，大家尊敬你，
来饯行，千万别扫朋友的兴。

薛季益一听，哈哈一笑，一拱手对陈应求道：“恭敬不如从
命。”坐了客席。陈应求也哈哈大笑，入席而坐。一场欢宴，
终于开始。

洪迈一席话，给尴尬找个台阶，也给友谊找了个台阶。

给敌人的瓜秧浇水美文摘抄篇六

几个家长带着孩子伫立在公告牌前面，正说着什么，明明只
比我小了一岁，孩子的脸上却是满脸稚气，还带着几分失落
和不甘心。

哗啦啦群鸟飞过，转瞬又是一年。

高考失利的阵痛还没有消失，校园里就多了一群学弟学妹，
这中间一定有人像我一样，带着些许自卑，以及隐隐的不甘，
来到这里。为胜利者庆祝和狂欢的人太多，渺小者往往被忽
视，这个道理亘古不变。但是，渺小的我想为同样渺小的你
们欢呼呐喊，尽管声音微弱，我相信你仍然能够听到。

当你知道高考成绩的那一刻，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很开心。或
者是选修考了双c，或者是差了几分到本二线，总之现实并不
是那么完美。不甘心、抱怨、失落、绝望……这些心情一年
前的我也都体会过。“前途一片漆黑”，这句曾经听过无数
遍的话，到今天，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

一年前的我，看着周围的同学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录取通知
书：上海复旦，东南大学，西安交大……录取通知书上烫金
大字金光闪闪，双眼有些刺痛，我抬头望向窗外，深绿色的
树叶牢牢地粘在枝干上，一动也不动。明明知道已经尽力了，
却还是认为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啊！



那段时间，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同学聚会，因为他们都考得比
我好；不愿意回高中拿成绩单，因为我觉得没脸面对那些对
我寄予厚望的老师们；我甚至不想出门，因为害怕听到别人
问我：“考得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甘心，不喜欢我的大学，这个地方配不上我高傲的心，我
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总要面对啊！因為我不甘心一直这么
卑微下去，所以在军训期间，我顶着烈日参加了许多部门的
面试，我想要证明自己的优秀，我想要破土而出。

记得第一次面试的部门是学院的社团联合会，当时我紧张得
不行，中午飞快地吃完了午饭，早早地就到了面试地点，紧
张得手都不知道放哪里才好。轮到我时，学姐问了我一个问
题：“如果部门的工作和学习有冲突，你能完成工作吗？”

那时候我真的是年少轻狂啊，心想着：我和你们不一样，我
是要拿奖学金的人，凭什么要为你们服务？于是，我用很小
很小，但是很坚决的声音说：“我不能保证！”然后，没有
然后了，我在初试就被刷下来了。

是不是有一种小竹节还没长高就被折断的感觉？你之所以渺
小，一定有你渺小的原因，不找到这些原因你永远都别想长
高。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现在我这样告诉你，可能仍
是少年的你会觉得这话太残酷，但是这就是现实啊！世界不
是你一个人的世界，谦虚、妥协这些词语是每个人都要理解
的，毕竟，芸芸众生，少你一个，地球照样转。

别急啊，这只是铺垫。我还要告诉你：不甘心，可以；想成
为强者，可以！

有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在学校通讯社面试的时候，我努力
认清自己的处境，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我真正意识到，即
使是在一所普通的大学里，也有很多比自己厉害的人，如果
我一直不虚心学习，那真的就是一辈子渺小下去了。



“为什么你想到我们学院通讯社的'院报部来工作？”面试时，
部长这样问我。

“因为我喜欢写作，想成为一名编辑，同时我也想通过这份
工作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我这样回答。半年过去了，我
渐渐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印在院报上时，当我看
到自己排好的报纸发版的那一刻，真的是高兴地想让全世界
都知道，我想告诉所有人：“你看，我也有发光的这一
天！”

学弟学妹，高考的阵痛或长或短，可这种彻骨铭心的清晰的
痛楚，我们都曾体会过。你要知道，过去的岁月永远不会回
来，未来又那么遥远，在时间的深渊中，只有自身的光芒，
才能救赎你的灵魂。

依稀记得我最初的梦想就是考上南京师范大学，然而那美好
的愿望，竟被岁月和现实渐渐磨平，一年不到，只剩下模糊
的影子。

直到今年初夏，也就是你们正在教室进行紧张的高考冲刺时，
我去了一次南师大，我站在文学院门口，那深红的牌匾和烫
金的大字，深深地印在我快要麻木的心中。我看着草木青青
随园校区里穿着学士服的学生们正开心地挥舞着学士帽，美
丽的流苏随着微风飘呀飘呀，就在一瞬间，什么东西苏醒了。

“我还可以努力？”

“我还可以努力！”

很幸运，我的初心还在，她醒来了，正笑着向我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