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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微行

当知不矜细行 终累大德

张瀚是明代政治家，他在《松窗梦语》中记
载了这样一件事：他初任御史，去都察院参见长
官左都御史王廷相时，向他请教为官之道。王
廷相没有给他讲大道理，只是说了一件见闻：
“昨天我乘轿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雨，有个轿
夫脚上穿了一双新鞋，刚开始还小心翼翼地挑
干净地方走，生怕踩进水坑里弄脏了鞋。过了
一会儿，他还是不小心踩到泥坑里，之后，这个
轿夫就再也不顾惜自己的新鞋了，什么污汤泥
水都满不在乎地踩在脚下。”

最后，王廷相感慨道：“居身之道，亦犹是
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意思是说，为人
处世之道，和这位轿夫的遭遇一样，一旦失足，
以后就不会有所顾忌了，所以，你要以此为鉴。
张瀚此后在为官的生涯中，时时以王廷相的这
一故事为警钟，终成明朝一位清官。

王廷相对于轿夫的观察细致入微，而他的
引喻更是振聋发聩。轿夫从起初的“择地而行”
到最后的“不复顾惜”，他行为的巨大变化是从
湿了第一只鞋开始的。为什么？心理学上有一
个著名的“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
筑物的窗户，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
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然后去打
烂更多的窗户。这一理论认为如果环境中出现
的不良现象被放任存在，就会诱发人们的效仿，
甚至变本加厉。生活里的“破窗效应”往往都是
从细微之处开始的，就像轿夫在雨天里弄湿了
第一只鞋子。

所以，慎始是慎微的第一步。想想古往今
来多少人从权臣高官，滑落到罪犯的深渊，都是
因为开始时的小事不慎，最终导致前功尽弃、前
途尽毁。不是他们圣贤书读得不多不透，也不
是他们的思想不纯不正，更多时候只是忽略了
小处的危害，以为吃人一口饭、喝人一口酒、受
人一份礼微不足道，却不知迈出这第一步，就犹
如温水煮青蛙，浑然不觉致命危险，最后就一发
不可收拾。
《左传》里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意

思是说，君子慎始，对事物、行为的开始都要慎
重以待，最终才不会有困窘之患。“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做什么事总是
得从头做起、逐步而成，所以修养慎微的功夫，
必须重视开始，从开始就深怀审慎之心，规范自
己的行为，这无比重要。

谨微言

需知患生所忽 祸发幼萌

《三国演义》中，行军主簿杨修是个非常聪
明，但又喜欢逞口舌之快的人。建安二十四年
（219），曹操征讨汉中陷入进退两难之中。正
犹豫间，恰巧夏侯惇请示夜间口令，曹操看到
厨房端来的鸡汤中有一鸡肋，有感而发，随口
说了声“鸡肋”。杨修听到后，便让军士赶紧收
拾行装，夏侯惇不解，他说：“鸡肋者，食之无
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

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曹操闻知
此事，大怒：“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下令将杨
修推出斩了。

当然，杨修喜欢耍小聪明的事不止于此。
曹操曾新建一花园，落成后他前往观看，不置褒
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便走了，众人皆不
知其意，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
是嫌园门太大了。”事后曹操的反应是，“虽称
美，心甚忌之”。又一次，塞北送来一盒油酥，曹
操随手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字，放在案头。
杨修看见后，竟拿来汤匙和众人一起分食了。
曹操问为什么，杨修说：“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
我们岂敢违背丞相的命令。”曹操表面虽然一
笑，但“心恶之”。

更过分的是，杨修在曹操家事上也经常口
无遮拦。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选谁为继承人
的事上犹豫不决，便想测试一下他们的才干。
一天，命他们各自出邺城（今河北临漳）城门，随
后密令门吏不许放行。曹丕先到遇阻，只得退
了回去。曹植听说后赶忙问杨修怎么办，杨修
说：“你奉王命出城，有敢阻拦的，可以直接将其
斩首。”曹植因此完成使命。事后曹操知是杨修
所教，非常生气。可以说，“鸡肋”事件只是一个
导火索，曹操的愤怒早就压在心底了。
《庄子·人间世》里说：“言者，风波也；行

者，实丧也。”意思是说，言语就像风，风一来，
平静的水就会起波澜，如果一句话说错了，人
与人之间就容易出问题，事情就危险了。说话
看起来是小事，殊不知，说不好就可能伤人更
伤己。就像杨修，总是难以抑制自己的聪明，
控制不住说话的欲望，最终祸从口出，留下一
个悲伤的结局。

古人把慎言看作良好道德修养的外在表
现，也是修养的重要方式，即“言谨则能崇其
德”。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慎言呢？

一是“处世戒多言”。就是要少说话，少说
不是不说，而是不轻易说那些没有把握的话，尤
其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孔子说：“道听而涂
说，德之弃也。”随意传播小道消息是浮躁浅露
的表现，是修养品德必须摒弃的。

二是言不轻发。孔子说：“仁者，其言也
讱。”仁爱之人，说话谨慎，不轻易出口。遇到事
不立即发表意见，是为了避免情绪的影响，为自
己保留一个思考的时间。通常人在大喜或大怒
的情绪下容易思虑不周、言语失当，所谓“喜时
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而迟说和缓说，
在经过冷静思考之后再说话，则可以帮助人们
保持言语的合理性，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是有些话坚决不说。佛法里有“四不
语”：“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妄
语，就是不说假话，不说谎话；不两舌，就是不挑
拨离间，不搬弄是非；不恶口，就是不骂人，不说
大话；不绮语，就是不花言巧语，不说下流话。

总之，做到慎微，必须要慎言。原则是“不
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如此不仅
可以远离祸害，更能滋养品德。

绝微恶

警惕堤溃蚁孔 气泄针芒

唐德宗时，陆贽为宰相。按照惯例，地方各
级官员常常备厚礼拜望，然而陆贽为官清廉，面
对“藩镇赙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这引起了
许多官员的不满。德宗听说后，也觉得陆贽“清
慎太过”，不利于上下级官员间的和谐，于是派
遣翰林学士顾少林婉转地劝告说：“卿清慎太
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
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
分了，别人送你东西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情理
上是讲不通的。诸如马鞭、长靴之类的细小之
物，接受了也无伤大体。

对于皇帝允许受贿的尚方宝剑，陆贽没有
觉得欣喜，反而深感忧虑，他亲上奏章，亮明态
度说：朝廷为官不许受贿，卑微属吏也不例外。
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能带这个头呢？况且，
“利于小者，必害于大，易于始者，必悔于终。贿
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
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

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
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
灾”。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受贿的口子一
开，必定胃口越来越大。一开始是马鞭靴子，接
着就是锦衣貂裘，再下去恐怕就是宝马香车，最
终肯定是妄图得到更多的金银财宝。眼睛看见
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
到它的念头呢？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
细流，就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纵使
皇帝开了口子也不肯受贿的陆贽，成为历史上
著名的清廉官员。

陆贽不以“马鞭、长靴”之贿小而受之，是因
为看清了放纵小错、小恶必然会产生的严重后
果。《法句经》里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滴
虽微，渐盈大器，凡罪充满，从小积成。”意思是
说，千万不要轻视了小小的恶事，以为不会招致
祸殃，其实小恶就像小水滴，虽然很小，但是只
要是在不断地滴，慢慢地也能够装满很大的器
皿，也会变成大恶，凡是大罪都是从小恶积成。
这就提醒我们，小恶并非无害，它们如同水滴石
穿，慢慢侵蚀着我们的道德标准，缓缓击穿我们
的道德底线，凭借小恶的不断积累，最终会发现
自己陷入罪恶的沼泽，难以自拔。

做到慎微，首先要有见微知著的眼光，对善
恶有清晰的判断。孔子曾说：“恶郑声之乱雅乐
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听听音乐，并非
什么大事，但孔子却对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深怀
警惧之心，甚至说要“放郑声，远佞人”，少听郑
国的靡靡之音，远离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将听
音乐上升到道德修养的高度，是因为在孔子看
来，郑卫之音虽然不属于大奸大恶，但却容易引
发人们的闲思杂虑、自私自利，历史上亡国的恶
果都是由此而起，不可不察。这就是眼光，小恶
就像种子，眼前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可能长
成参天大树。

所以，生活中我们要慎重作出自己的选
择。要时时敲响警钟，“莫轻小恶，以为无殃”，
处处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只有检点好每一
件小事，从小事做好防范，才能避免积少成多，
酿成大祸。

戒微欲

防范积羽沉舟 群轻折轴

北直隶宁晋县（今河北邢台）人曹鼐性格豪
爽，自幼博览群书，胸怀大志。明宣德元年
（1426），年仅24岁的曹鼐在乡试中中举，被分到
泰和县（今江西泰和）当了一名典史，主要职责
是协助知县掌管缉捕和监狱。正是在此期间，
《续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件“曹鼐不可”的故事。

在一次外出办案中，曹鼐抓获了一名年轻
貌美的女贼，这时天色已晚，距离县城路途尚
远，二人不得已只好夜宿一座破庙。女贼为求
脱身，又见曹鼐一表人才，屡以色相诱之。曹鼐
正值青春，血气方刚，又在荒郊野外，杳无人迹，
不觉欲念来袭，为之心动。但他知道这样的事绝
不可做，一时间，情欲和理智在他的大脑里展开
了激烈的斗争。焦躁之下，曹鼐拿出纸笔，奋笔
写下了“曹鼐不可”，然后在火堆里烧掉，以向上
苍表明心迹。过了一会儿，他瞄见女贼楚楚的神
情，又不觉浑身发热，再次心动，便再写下“曹鼐
不可”四字，提醒自己要克制。就这样，美色和
理智在他脑海里折腾，每当欲念来袭，他就再写
下“曹鼐不可”，然后烧掉。一夜间写了烧，烧了
写，“如是者数十次，终夕竟不及乱”，像这样斗
争了数十次，整晚也没有做出格的事，在天亮后
将女贼押回了县衙。善于克制自己的曹鼐终成
大器，后高中状元，刚刚44岁即成为内阁首辅。

人有七情六欲，这是自然天性，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不可过分，不能越界。所以，曹鼐写下
的“不可”两个字不简单，它代表着节制，代表着
自律，代表着对欲望的控制。弘一法师李叔同
曾写有一诗：“念念贪心念念嗔，人心不足欲海
深。贪名图利害自己，败后方知用错心。”告诉
世人不可欲念太贪，否则很容易为自己招致祸
患，造成失败，所以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念。

修养慎微的功夫，要从克念这个根本入手。
有弟子向王阳明请教：“己私难克，奈何？”王阳明回
答：“能克己，方能成己。”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克制
自己内心的私欲，并时常反省、检讨自己的不足，
方能成就自我。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克己的解
释是：“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克己，本质上
是一种深度的自律，是通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去
战胜内心不好的欲望。为此，宋代文彦博、明代徐
溥等人发明了数豆修身的方法，心中生出一个善
念、做了一件好事，便往罐子中投一粒黄豆；若有
不好的念头或言行过失，就往另一个罐子中投一
粒黑豆。久而久之，通过不断反省、磨砺，黄豆越
积越多，黑豆越来越少，终成一代名臣。

总之，慎微就是要“察之于念虑之微”，及时
省察克治，即在欲念刚刚萌起之时，就在思想根
源处加以扼杀，不时扫除心之灰尘，清除心之遮
蔽，才能提升我们的修为，成就我们的美德。

慎微，不仅是古代思想家极为重视的修身
之法，防微杜渐，才能防止祸患；它也是重要的
执政理念，关乎国家兴衰。西汉陆贾著《新语》
提出：“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
事。”东汉陈忠谏言皇帝：“轻者重之端，小者大
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这些都告诫我
们，为政之道，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只有行之于
小、于细微处着手，才能显之于大，大功显著于
外。古人的智慧，当为今人的镜鉴。

聂荣臻：主持制定“科学宪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荣臻元帅担任国务院

副总理，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他不同意当时

要求科研人员每周一半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和与科

研无关的体力劳动的相关做法和规定，建议以国

务院的名义下发通知，规定科研人员每周能够有

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聂荣臻主持制定

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

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在《科学十四

条》中，聂荣臻特别强调坚持学术民主的原则，并

针对问题，纠正偏向。这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引

起了强烈反响，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

成舍我：做一辈子记者
1934年，成舍我麾下报纸因刊登南京当局丑

闻而被停刊。

当时，汪精卫派人来调停：“一个新闻记者，要和

一个行政院院长硬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孰料，

得到的却是成舍我这样的回答：“我可以做一辈子新

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院长。”

赵元任：逃官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会说

33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

等多门外语，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因为

学识广博，曾有好几个大学都想请赵元任担任校

长，但他都婉言拒绝，甚至到了“逃官”的地步。

1927年，赵元任刚从欧洲讲学归来，正赶上

东南大学闹学潮，闹事的双方僵持不下，都想让自

己一方的人担任校长，而赵元任与双方关系都不

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出任校长。赵元任闻讯后，

连夜和助手坐火车外逃，由于走时太仓促，只买到

了硬板椅的四等车票。上车后，赵元任太过疲惫，

便和助手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只见满

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的几节车厢已经开

走，他们坐的这节四等车厢被扔下了。助手问他

怎么办，他说：“反正现在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

睡到天亮吧。”

助手劝道：“您还是答应他们算了，他们是让

您做官，又不是让您去坐监狱，怕个啥嘛。”赵元任

打趣道：“现在逃跑确实是累了点儿，总比当那个

校长要轻松多了。咱们还是抓紧睡一觉，天亮后

才有精神继续逃跑呢。”

宋高宗：使用公筷夹菜
在清朝宫廷里，每个人吃饭都有分例，也就是

规定的供应指标。皇帝的分例当然最多，清朝中

后期，一个皇帝每天的分例包括1只羊、5只鸡、3

只鸭、27斤猪肉、100斤牛奶、60斤萝卜、19斤白

菜、30个馒头、75包茶叶。这么多东西，皇帝能吃

完吗？肯定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赏给身边的

宫女和太监，以及他喜欢的妃子或大臣。

相对来说，宋朝的皇帝表现就挺好。例如宋

仁宗，敢于打破分例，每天只让御厨供应1斤羊肉

和2斤面食，节省了大量食材。再比如宋高宗，他

的分例虽多，日常饮食却很节俭，还懂得使用公筷

夹菜，避免自己的唾液沾染给别人。

明朝人田汝成辑录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了

宋高宗的用膳习惯：“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

取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中，食之必尽；饭前，则

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不欲以残食

与官人食也。”意思是说，宋高宗每顿饭都要摆上

两双筷子和两只勺子，其中一双筷子是公筷，一只

勺子是公勺。凡是他认为自己爱吃而且吃得完的

饭菜，都先用公筷和公勺分到一个大盘子里，然后

他再把盘里的饭菜吃个干净，剩下的那些饭菜则

分赏给宫女。皇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朕

不想让别人吃我的剩饭嘛！

点卯：古代官员上班也要签到
古代官员上班也和现在一样，要点名签到，因

为上班时间规定在卯时，所以在清点人数时，又叫

“点卯”。现在形容某个人签个到就早退为“点个

卯就走了”，正是源于此。

由于受农业社会作息时间的影响，古代的上班

时间比现在要早得多。“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

矣，朝既昌矣”，从这首先秦之诗里，我们可以知道，

鸡鸣即起的上班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鸡鸣时，天还未大亮，大臣从家中到皇宫，还

要花去一段时间，为了不耽误上班，这些大臣起得

比鸡还要早。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上朝时黑灯

瞎火，因为没有路灯照明，甚至有上朝官员因为路

滑失足跌入御河溺死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班的时间逐渐定为卯

时，点名的花名册也就成为“卯册”了。据史书记

载，古代的上班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在《唐律疏议·

职制五》中，就专门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

法令。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也常常提醒自己的官

员，一定要按时上班。

溯源：“碎银子”的由来
在很多影视剧里，用“碎银子”是个常见景

象。为什么要用“碎银子”呢？主要还是交易方便。

在中国古代的各类货币里，白银本就是非常

“年轻”的一种。明朝以前，中国境内的白银十分

稀少，宋朝每年的白银收入最高不过八十万两，实

在流通不起来。明朝中期起，随着对外贸易的火

热发展，巨量的白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涌入中国，

中国境内的“白银流通”才火爆起来。单是在明朝

的最后一百年里，仅日本一地就有7500吨白银流

入中国。同一时期的美洲银矿产出的白银，更至

少有一半进入中国。从明朝中叶到清朝康雍年

间，造访中国东南沿海的外国船舶，几乎都是满载

白银靠岸，上岸就拼命扫货。这“足量”白银，也从

明朝隆庆年间起以官方规定“银钱兼使”的方式，

“晋级”为法定货币。

白银虽然合法了，用起来却很麻烦。中国古

代的官方白银货币，往往都是“银锭”，即民间俗称

的“银元宝”，式样往往只有“十两”“二十两”“五十

两”等几种。摆着倒是好看，“花起来”却是麻烦，

需要“剪”成碎银子。所以明清年间，人们日常出

门除了带银子，还要带剪子与戥子，剪子用来“剪”

银子，戥子则用来称重，日常交易时的一块块“碎

银子”，就是这么来的。

蒙哥马利：笔迹难辨认
英国军事家蒙哥马利的笔迹很难辨认。

一次参观非洲战争博物馆时，蒙哥马利突然

问：“这封信从哪里弄来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您

亲自制定的著名的托布鲁克进攻计划。”

“糊涂！”蒙哥马利发火了，“这是我写给妻子

的信！”

在古代，有些权贵喜欢饲养鹰犬。这
种鹰犬不是普通的鹰犬，而是猎鹰、猎犬，
是用来狩猎的。《新唐书》中有这样一段记
载：“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罝罔三十车。”说
的是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吉，非常喜欢饲养
鹰犬，出城狩猎时，需要带着浩浩荡荡的
“鹰犬队伍”。这还不算，他用来狩猎的猎
网，时常都在三十车以上。他还对旁人
说：“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古代帝王也多好狩猎，宫廷内还设置

了“鹰坊”，即专门负责饲养猎鹰的官署。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征战四方，在马背上东
征西讨，对于打猎尤其喜好。不过，登基
后，唐太宗担心狩猎会耽误办公时间、影
响政务处理，便不再打猎了。

唐太宗手下的大将李大亮是京兆泾
阳（今陕西泾阳）人，后来因为军功，升为
凉州都督。有一次，唐太宗派一名使者去
凉州公干。使者到了之后，大肆搜寻新鲜
事物、珍奇特产。终于，他在当地找到了
一只品种上佳的老鹰，便委婉地对李大亮
说：“这只老鹰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品种啊，
用来打猎再合适不过了。”过了一会儿，他
又补充说道：“说到打猎，皇上以前也非常
喜欢，只是现在很少见皇上打猎了。你说
是不是因为缺少好猎鹰呢？”

显然，使者是在暗示李大亮：将这只
品种上佳的老鹰进献给唐太宗。面对使
者，李大亮不置可否。之后，他没有给唐
太宗送猎鹰，而是给其送去了一封密表。
在密表中，李大亮先陈诉了这件事情

的经过：“近日，陛下派来的使者在凉州替
您选了一只猎鹰。”接着，他表达了自己的
疑惑：“可我听说，陛下很久之前就不再打
猎了，这件事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微臣
现在想不明白，朝廷派来的使者为何还要
替陛下挑选猎鹰。”
最后，李大亮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如

果这件事是陛下的旨意，恐怕就违背了您
当初拒绝狩猎的宗旨和原则。如果是使

者自己的主意，便说明这次的使者选派得
不太恰当了。”
别看李大亮是行伍出身，可他却有勇

有谋。在写给唐太宗的密表中，李大亮思
路清晰、有条不紊，极富艺术性地阐明了
自己的观点，又起到了规劝的作用：规矩
是您自己立的，如果您授意使者来要鹰，
那就是破坏了自己的规矩。如果是使者
的意思，就说明这个使者不懂事，把您的
规矩给破坏了。

后人把李大亮劝谏唐太宗的这件事
称为“因鹰谏猎”。唐太宗看了李大亮的
密表后，十分欣慰。于是，他给李大亮回
了一封信，对他拒绝给自己送礼的行为表
示了高度肯定与赞扬：“有臣如此，朕何
忧！”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心什么呢！

同时，唐太宗还送了两件礼物给李
大亮，一件是胡瓶，一件是东汉史学家荀
悦所著的《汉纪》。唐太宗对李大亮说：
“古人称赞语言可贵时常说‘一字千金’，
我现在赏赐一只胡瓶给你，虽然它没有
千金的价值，却是我日常所使用的爱
物。”在唐太宗的心中，这只胡瓶就如同
李大亮的那番话语一样，是无价的、是不
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至于《汉纪》，唐太宗解释道：“荀悦的

说理博大精深，穷尽治国方略，望爱卿好
好研读品味。”可见在唐太宗的心中，正直
不阿、敢于劝谏自己的李大亮是可以培养
的栋梁之材。

可以想象，在当时，如果换作其他的
地方官员，在面对朝廷使者来替皇帝要
礼物的情况时，结果恐怕会不一样。纵
使官员正直，可迫于皇帝和使者的威压，
难免突破底线。对于心术不正者来说，
讨好皇帝的机会着实难得，这种事简直
就是千载难逢之良机。由此更可看出李
大亮能够坚守原则，并以此劝谏皇帝，是
多么难能可贵的事。因此，“因鹰谏猎”
也被传为了佳话。

所谓慎微，是指谨慎及于细微之处，即重视事物细微的因素或萌发之时。《资
治通鉴》记载董仲舒说过，“尽小者大，慎微者著”，意思是说，悉心做好小事的人方
能成就大事，能够在细节上谨慎，才能使德行显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重小
处、重细节、重微末，历来是中华文化中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所以，无论为学还
是修身，都应注重细节、注意小节，多积尺寸之功，厚植从政之德，走好脚下的每一
步，才能致行千里、有所成就。

■

■

积跬步方能致千里
王爱军

拾遗 拒绝给皇帝送礼
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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